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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乌苏里江畔的北大荒集团八

五八农场第六管理区种植户李书国来到地头，

查看墒情。

农时到田间，农事催人忙。和李书国一

样，在黑龙江省广袤的黑土地上，广大种植户

迎来了农业生产好时节。

今年，黑龙江省继续抓好粮食生产，全省

粮 食 作 物 计 划 播 种 面 积 2.185 亿 亩 以 上 ，比

2021 年增加 23.1 万亩以上，粮食总产稳定在

1500 亿斤以上。今年，黑龙江省的粮食生产

有哪些特点？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扩种大豆 优化布局

李书国是个种水稻的“老把式”，今年春耕

对他来说却格外新鲜。为啥？原来，这是他由

水田改种旱田的头一年。

李书国从 1998 年开始种植水稻，近几年

却越来越感到“不自信”。“这几年由于地下水

超采，过去不到两米就能见水，如今抽水得下

到六七米。”去年，由于抽水成本高、前期投入

大，580 亩水稻田，满打满算，李书国的收入也

没超过 10 万元。

今年春节刚过，农场农业发展部工作人员

边洪涛就找上了门。“老李，农场今年是‘稻改

豆’试点，国家号召扩种大豆，还有政策补贴，

你家那块水田属于寒地井灌稻区，改成旱田，

你看咋样？”

正在犯愁的李书国来了精神头。农场统

一投入资金进行田间改造，3 月底，李书国的

580 亩水田改造完毕。购置新农机有补贴，李

书国买了免耕气吸式播种机，已完成设备调

试，农场统一订购的种子、化肥也全部到位。

“今年，黑龙江省在部分地下水超采区、寒

地井灌稻区推进水改旱、稻改豆探索试点 25
万亩。重点选择水田产量较低、可操作性强的

地方进行改造，主要集中在三江平原区域，既

保证水稻产量稳定，又可助力大豆扩种，目前

各地改造指标已落实到位。”黑龙江省农业农

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郭家勇说。

今年 1 月，黑龙江省发布《2022 年黑龙江

省扩种大豆工作方案》，要求大力实施大豆产

能提升工程，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挖掘大豆单

产潜力、提升大豆品质。为了让农民种粮不吃

亏、有钱赚，黑龙江省整合资金专项支持，省财

政统筹 10 亿元涉农资金专项用于支持扩种大

豆工作，继续实施玉米、大豆差异化补贴政策，

原则上大豆生产者补贴每亩高于玉米生产者

补贴 200 元左右。

郭家勇介绍，今年黑龙江全省大豆计划播

种面积 6850 万亩以上，比 2021 年增加 1000 万

亩以上，力争总产达到 170 亿斤，比 2021 年增

加 26 亿斤以上。通过以市场为导向，黑龙江

省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稳定水稻种植

面积、调减玉米种植面积、扩大大豆种植面积，

从而达到优化种植结构的目标。

土地托管 降本增效

位于绥化市兰西县临江镇的伟河现代农

机专业合作社，几十台农机具依次排开，农机

手正在加紧调试，场面很是壮观。

“农户把土地托管给我们，腾出空来外出

务工，我们一定种好地，不让他们吃亏！”望着

眼前连成片的“大家伙”，合作社理事长杜忠宝

充满自信。

杜忠宝的底气，源自合作社近年来发生的

变化。过去，社里一直靠流转土地来实现规模

经 营 ，随 着 土 地 价 格 上 升 ，资 金 压 力 越 来 越

大。2018 年开始，合作社在政府的引导下，转

变发展思路，开启了全新的为农服务模式——

土地托管。

兰西县农业农村局调研员王兴坤介绍，土

地托管是近年兴起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方式，农民与合作社等托管服务组织签

订合同并支付托管费用，托管服务组织开展农

业生产，政府履行监管责任，产出的粮食归农

民所有。

“省下流转土地的钱，可以集中力量采购

优质农资。和农户相比，我们有条件进行规模

经营，整合土地、机械等生产要素，通过科学种

田种出优质粮、卖出好价钱，降成本、增效益，

合作社和农户实现双赢。”杜忠宝说。

“想要农民放心把土地交给托管服务组

织，关键得看到实惠。就拿去年的玉米来说，

农民自种成本每亩 370 元左右，全程托管费用

每亩 330 元左右，亩均节约 40 元；合作社科学

种植、标准化作业，亩均增产 100 斤，增收 130
元。把账算清楚了，选择服务的人自然就多

了。”王兴坤说，去年兰西县全程托管面积 70.4
万亩，服务农户 2.4 万户，今年兰西县被确定为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托管面积计

划达 120 万亩，其中全程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80
万亩。

“去年，黑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

发展，家庭农场达到 6.2 万个，农业生产全程托

管服务面积达 2042 万亩。到 2025 年，农业全

程生产托管服务面积将达到 6000 万亩，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 80%。”黑龙江省农业

农村厅厅长王兆宪说。

科技赋能 智慧种田

温暖的空气中，水稻秧苗茁壮成长，放眼

望去，宛如嫩绿色的地毯，焕发出无限生机。

这是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

水稻秧苗实验室。

“设定温度 28 度，湿度 20%，调节光照强

度……”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副主任张少

波用指尖轻触墙上的中控屏幕，10 余种水稻

秧苗将迎来新一轮实验。

“往年开展育种实验，一年中只有半年时

间能进行，一入冬气温下降，工作只能停滞。

今年年初，我们和华中农业大学院士工作站合

作，建成人工气候实验室，模拟海南的气候条

件，全年都能进行实验。我们组合不同水稻品

种优质特性，开展水稻杂交育种技术实验，筛

选出适应本地种植的优质水稻。”张少波说。

实现农业现代化，良种是关键。近年来，

黑龙江省扎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开展种源

“卡脖子”技术攻关，进一步挖掘良种对粮食增

产的潜力。北大荒集团通过审定农作物新品

种 192 个，自主研发的优质水稻品种累计推广

面积 1000 多万亩。

“ 无 人 化 智 能 育 秧 结 束 后 ，无 人 驾 驶 插

秧机开始在田里忙起来，智慧农业让种田省

时 又 省 力 ！”北 大 荒 集 团 七 星 农 场 第 十 三 管

理 区 种 植 户 孙 忠 自 豪 地 说 ，不 久 前 ，他 刚 给

家 里 新 添 置 的 插 秧 机 安 装 上 了 卫 星 导 航 驾

驶系统。

“智能育秧是个良好开端。今年，七星农

场将对 1.5 万亩地进行耕、种、管、收等全生产

环节的无人作业，节约人工成本 40%以上，减

少 化 肥 施 用 20% 以 上 ，粮 食 产 量 增 加 5% 以

上。”七星农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宇说。

“我们在大田作业中推广应用智能农机，

以智能农机发展引领智慧农业发展。到 2025
年，计划完成 26 万台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

的定位终端安装，实现定位信息全覆盖。”北大

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

介绍。

智能育种、卫星导航、农情监测……广袤

的黑土地上，智能农业技术正在拓展应用，为

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目前，黑龙江省耕

种管收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8%，基本实现

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9%，高于全国 9 个百分点。

黑龙江省今年粮食作物计划播种面积2.185亿亩以上—

提升粮食产能 筑牢大国粮仓
本报记者 方 圆

■倾听·关注粮食安全R
核心阅读

黑龙江省素有“北大
仓”之称，粮食产量已连续
12年居全国首位。探索智
慧农业新实践、增加大豆
播种面积、开展土地托管
服务……今年，黑龙江省
继续抓好粮食生产，当好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
舱石”。

本报北京 5 月 5 日电 （记者李心萍）国家邮

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邮政快递业

运 行 平 稳 ，揽 收 快 递 包 裹 13.4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2.3%；投递快递包裹 14.7亿件，同比增长 19.7%。

“五一”假期，邮政快递业积极协调推动符合

条件的邮政快递分拨中心加快复工复产步伐。在

山西，目前已有 403 个邮政快递分拨中心恢复常

态化运行，正常运行率达到 94.8%；11231 个邮政

快递营业网点恢复常态化营业。在上海，目前正

按照相关要求，分保供、保通、保畅三个阶段积极

稳妥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工作。近期监测数据显

示，上海邮政快递业运送民生物资日均已超过 1
万吨。根据安排，当前上海邮政快递业的主要任

务是开展受各级政府、部门委托的保供工作，承担

防疫物资、紧急药品和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的运

递服务，以及已复工复产企业的点对点服务。

“五一”假期共揽投快递包裹 28.1亿件

同比保持增长

本报北京 5月 5日电 （记者刘志强）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截至 5 月 4 日

24 时，全国临时关闭的高速公路收费站

和关停服务区已全部清零。

根据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监测汇总数据，5 月 4 日，全国

货物运输有序运行，货运物流持续恢复向

好，其中：铁路运输货物 1102.5 万吨，环比

上升 0.65%；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 601.4
万辆，环比上升 10.16%；全国重点港口

完成货物吞吐量 3138.2 万吨，环比增长

2.9%；民航保障货运航班 548 班（其中国

际 货 运 航 班 442 班 ，国 内 货 运 航 班 106
班），环比增长 3.4%；邮政快递揽收 2.85
亿件，环比上升 2.2%；投递 2.96 亿件，环

比上升 1%。

临时关闭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已清零

货运物流持续恢复向好

天气转暖，河北省塞罕坝

机械林场第三乡分场砬子沟攻

坚造林地块上，前两年种下的

樟 子 松 抽 出 新 芽 ，生 机 勃 勃 。

“这些树苗长势很好。”时常“跑

山”的第三乡分场副场长范冬

冬说。

塞罕坝林场 1962 年建场，

一 代 代 塞 罕 坝 人 扎 根 高 原 荒

漠，培育起百万亩人工林海，创

造 了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生 动 范

例，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

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

坝精神。如今，80 后、90 后守

林护林人，接过前辈手中的旗

帜，用青春和热血续写塞罕坝

的绿色传奇。

攻 坚 造 林
10 万亩，啃下石
头山“硬骨头”

一大早，范冬冬就开始了

新一天的“跑山”，仔细查看林

间有无火情隐患、护栏是否破

损。他的巡山日记，记满了关

于林子的各类事情，“我就是坐

不住，每天不到林子里看看，心

里就不踏实。”

范 冬 冬 是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人，2008 年从河北农业大学毕

业后来到塞罕坝。10 多年来，

他在这里安了家，一步步从技

术 员 成 长 为 林 场 造 林 的 中 坚

力量。

2011 年，塞罕坝启动攻坚造林。作为技术骨干，范

冬冬全程参与。“为什么叫攻坚造林？是因为之前树苗容

易活的地方都种上树了，攻坚对象都是难度大、土层薄、

坡度陡的‘硬骨头’。有的地方土壤只有四五厘米厚，扒

拉开一看，下面全是石头。”他说。

坡陡地滑，机械无法上山，全靠人来刨坑。“一镐刨下

去，震得虎口生疼，叮叮当当凿不了多一会儿，双手就得

起血泡。”范冬冬说。

坡面直栽难度过大，范冬冬和同事们讨论后，决定换

种办法——苗圃育苗成功后，再移植上山。“苗木选择可

有讲究了，要选‘矮胖子、大胡子’，也就是苗木敦实、根系

发达的，这样更容易成活。”范冬冬说，苗木运输时，要打

包好，不能重压、日晒，还要保湿、透气。

运苗也是一道大难题，只能靠骡子驮、靠人背。一株

打包好的樟子松苗浇足水后，足有七八斤重，坡陡地滑，

骡子扑扑腾腾爬两步，就累得呼哧带喘。范冬冬说，骡子

上不去的地方，就只能靠人背。

攻坚造林 10 多年，塞罕坝人在石头山上种树 10 万

亩，成活率达到 90%以上。

利用科技手段防治病虫害，
保障森林资源安全

植树造林，讲究“三分造，七分管”。林子基本成形

后，后期的管护不可或缺。

36 岁的塞罕坝林场林业科副科长袁中伟，2011 年大

学毕业后来到塞罕坝，成为一名“森林医生”。“目前，塞罕

坝的主要病虫害是落叶松毛虫、落叶松尺蛾，我们的任务

就是防治虫害，守护好林子的安全。”他说。

“以前，病虫害是靠人工喷洒药剂防治，而且必须选

择风小的时候进行。”袁中伟说，那时，每年洒药时，他和

同事们凌晨 3 点就得起床赶往作业地块，背着 30 公斤重

的药剂和设备，趁天亮前风小的时候作业。

近年来，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林场病虫害防治方式不

断创新，直升机、无人机都派上了用场。

直升机速度快、作业面积广，一个机次能喷洒 800
公 斤 药 剂 ，覆 盖 2000 亩 林 地 ，两 三 天 就 能 完 成 林 场 病

虫 害 防 治 任 务 。“ 一 些 地 方 树 林 茂 密 、地 势 陡 峭 ，人 进

不 去 ，直 升 机 也 覆 盖 不 到 ，我 们 就 利 用 无 人 机 洒 药 防

治。”袁中伟说。

袁中伟是塞罕坝林场首批持证上岗的无人机操作人

员之一。“操作无人机，可比开车难多了。”他说，无人机在

空中可不是说停就能停下来，而是不断晃动，操作时要注

意风向、高度等，稍不注意就会掉下来。

目前，塞罕坝初步建设了物联网野外监测系统，充分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起人防、飞防、技防相结合的管

控防治体系，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和防治效果。

“这些年塞罕坝的林子很健康。前辈把林子交给了

我们，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守护好！”袁中伟说。

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良种引育关，森林质量提升关，林业可持续发展关

……如今，塞罕坝人在继续攻坚克难。他们表示：“守护

好、发展好这片林子，我们要担起继续闯关的重任。”

范冬冬说，塞罕坝正在向最后的石头山发起攻坚。

塞罕坝人的目标是，力争到 2030 年，林场森林覆盖率达

到 86%的饱和值。到那时，除了道路和建筑物，塞罕坝所

有的地方都将被绿色覆盖。

“林场的林子多是人工林，与天然林相比质量还有差

距。”袁中伟说，林场按照近自然造林的理念，科学配置树种，

云杉、樟子松等落户塞罕坝，逐渐形成针阔混交林，现在林

子里灌木、花草多了，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

袁中伟说：“这些年飞来的候鸟越来越多了，林场已

经成为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

工作之余，范冬冬喜欢到塞罕坝展览馆参观，前辈们

的事迹常常令他心潮澎湃。“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

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种精神、这份责任扎根在每个塞

罕坝人心中。”范冬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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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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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位于北

京市灵山脚下的国道 109
新线高速公路施工现场，

建设者们利用架桥机进行

龙王沟 1 号大桥箱梁架设

施工。

国道 109 新线高速公

路（西六环路—市界段）项

目建成后不仅将进一步完

善北京市域高速公路网，

还将实现太行山高速与北

京市高速公路连通，促进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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