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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吃饭问题，根本

出路在科技”“让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用最

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要求“强化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

各地区各部门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水

平。春耕一线，天上飞的无人机，地上跑的北斗

导航复合播种机，都成了种粮好帮手，好品种新

农艺扎根沃野，田间激荡新动能，让粮食安全的

支撑保障越来越强。

攥紧中国种子，田野孕
育好收成

清明时节，麦长三节。山东省济宁市兖州

区大安镇唐营村，绿油油的麦田一派生机。

“这是制种田，麦子的要求高着呢！”来顺

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邓来顺弯下腰拔起一

根杂株，向记者解释，混在里面的杂株、劣株，

一定要薅干净，保证种子质量。

合作社的千亩制种田里，10名农民正在细心

去杂。据介绍，到了出齐穗阶段，还要第二遍去杂，

确保麦种的纯度和品质。麦子成熟后，要在地里

干至标准水分后收割，最后单品单库收储。

为啥要这么讲究？“我们跟着种业公司订

单走，今年主要种‘济儒麦 19’，每斤收购价比

其他品种高 5 分。”邓来顺口中的“济儒麦 19”，

是由济宁市农科院自主选育的高产稳产小麦

新品种。前年合作社试种了 500 亩，亩产比常

规 品 种 高 出 150 至 200 公 斤 ，亩 均 增 收 400 元

左右，大伙儿都尝到了甜头。去年秋冬种，种

植面积扩大到 1.5 万亩。

“好种产好粮。良种是丰收的动力，也是

企业的金字招牌。”山东众人信农业科技有限

公 司 董 事 长 周 平 说 ，目 前 公 司 有 4 条 小 麦 种

子加工流水线，确保高品质种子走向市场。

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国家

级 制 种 大 县 ，兖 州 区 去 年 生 产 了 9.7 万 吨 良

种。兖州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成龙介绍，除了

制种，区里还研发育成了 7 个小麦新品种。今

年，区里将国家级制种大县奖励资金重点用于

育种研发、质量管控体系建设，大力提升社会

化服务水平。

位于兖州区经济开发区的济宁红地种业有

限责任公司，正接续开展新品种选育。“这些年，

公司不断打通育繁推体系，科研院所是我们的

育种合作伙伴，种子经销商是我们的情报员，市

场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品 种 ，我 们 就 朝 什 么 方 向 努

力。”公司总经理宁洪娣介绍。

瞄准高产优质，种业“芯片”越擦越亮。目

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6%以上，自主

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攥紧中国种子，

端稳中国饭碗。下一步将持续深入实施现代

种业提升工程，力争到 2025 年育种创新能力

达到先进水平。

提升机械化水平，为粮
食丰收保驾护航

一大早，安徽省南陵县弋江镇四连村水稻

育插秧中心就忙碌起来。

“秧好一半禾，苗壮一半产。有了机械化集

中育秧，效率一下提起来了，农时踩得稳稳当当，

不光省力，而且秧苗齐整壮实，栽插质量高。”芜湖

益耕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文正介绍。

流水线上，机器“哒哒”作响，空秧盘均匀点

上稻种；育秧田里，一块块秧盘摆放整齐，密密

匝匝的秧苗长势喜人。不远处的农机棚中，插

秧机、无人机、收割机等依次排开。从育秧到除

草、施肥、收割，水稻生产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徐文正是个种粮“老把式”。说起种粮他有

一肚子话，村里田多，过去一到农忙，村民们借

机器、找人手，甚至还得排队。这几年，在政策

的支持下，徐文正先后购置了 2 台拖拉机、10 台

插秧机和 2 台收割机，建起了育插秧中心。智

慧农机助力，去年，公司为周边村镇 8000 多亩

地提供了社会化服务。

说话间，南陵县农业装备服务中心技术员

陈忠来拎着工具箱登门了，他要给棚里的插秧

机挨个“体检”一遍。“最近接了不少插秧订单，

提前给农机上上油、换换件，下田跑起来就更放

心了。”徐文正说。

“提升机械化水平，为粮食丰收更好保驾护

航。”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副司长王甲云介绍，

今年是“农机作业质量提升年”，要针对主要粮

油作物，以高质高效机耕、机种、机收作业为重

点，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研判提升空间和配

套措施，加快农机升级换代，推动全程机械化模

式优化和农机农艺融合集成。

良法配套，增产增收。

在河南省获嘉县位庄乡高标准农田基地，

种粮大户徐方子正在调试改装好的带状复合种

植播种机。“‘玉米带大豆，十年九不漏。’今年机

械化这块跟上，效益能再提一提。”去年，他种植

了 1500 亩大豆，复合种植 300 多亩玉米大豆，亩

均增收 500 元左右。今年，徐方子在原有播种

设备的基础上，更换了播种盘，力争一次下地、

一播全苗。

为了多渠道增加农机具有效供给，去年以

来，农业农村部在各地举办了多层次的机具供

需对接活动和专题机械化技术培训。同时，发

挥补贴政策引导作用，组织承担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任务的省份将专用播种机、收获机列

入农机新产品试点予以支持，补贴额测算比例

提高至 35%。

去年秋收，获嘉县大豆平均单产达到 310.3
公斤。“今年将为不同地块量身定制机械化复合

种植方案，帮助更多农户实现‘一地双收’。”获

嘉县县长杨新意介绍，县里已总结出一套可推

广的大豆种植高产栽培管理技术，还将发挥国

家大豆科技自强示范县的技术创新优势，通过

科技培训、良种良法配套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提

升大豆单产。

养好土地，把增产潜力
转化为现实产量

辽宁省新民市兴隆堡镇长山子村，黑土地平

整连片，在阳光下泛着油光。顺民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于海华抓起一把黑土，高兴地说：“开春

刚耙完，瞧，多软乎！就等谷雨之后播种了。”

土壤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作物长势。于海

华深有体会，去年雨水偏多，合作社一亩地还是

打了 1600 斤，产量几乎没受影响。一个秘诀就

是秸秆还田、免耕播种。

2021 年 以 来 ，辽 宁 省 通 过 差 异 化 作 业 补

助 ，加 快 推 广 机 械 化 秸 秆 还 田 保 护 性 耕 作 技

术。新民市实施黑土地保护项目 20 万亩。

于海华介绍，每年秋季，合作社将粉碎的

玉米秸秆还田，经过一冬雨雪封冻，春季直接

免耕播种。 3 年下来，土壤有机质增加，孔隙

结构改善，水分下渗更快。“深翻后晒垡，病虫

草害减少了。现在一亩地能少施一半肥料，过

去不打粮的沙土地，土质也基本得到了恢复。”

她说。

另一个秘诀是测土配方，土壤“缺啥补啥”。

每 年 秋 收 以 后 ，中 化 现 代 农 业（辽 宁）有

限公司新民技术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都会上

门对耕层土壤取样检测。“你看我这土壤偏碱

性，上面提示镁有些低，春耕时咋配肥，我心

里 头 就 有 数 了 。”于 海 华 从 手 机 上 点 开 一 张

表，上面详细列出了每亩推荐施肥量，“把地

养好，丰收就有了好底子。”

前不久，辽宁首期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

育“头雁”项目培训班在沈阳农业大学开班，于

海华参加了培训，记了不少笔记，“上这个培训

班，就是奔着最新栽培技术去的，学完我很有信

心。我打算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带动更

多乡亲一起增收。”

今 年 ，我 国 以 大 豆 、玉 米 为 重 点 ，启 动 主

要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工程。“通过分作物提出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集成组装方案，

集 成 运 用 整 套 增 产 技 术 模 式 ，从 耕 种 管 收 各

环 节 挖 掘 增 产 潜 力 ，推 动 大 面 积 提 高 单 产 尽

快见效。”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

博 表 示 ，目 前 正 抓 紧 研 究 制 定 综 合 性 解 决 方

案，建立技术措施集成创新平台，把各类单项

增产技术措施组装起来，由点到线及面推广，

辐射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增效，把增产潜力转

化为现实产量。

科技进田 稳粮增收添动力
本报记者 郁静娴 游 仪

强龙头、补
链条、兴业态、
树 品 牌 ，念 好
“土”字诀，打好
“特”字牌，唱好
“产”字歌，推动
乡 村 产 业 全 链
条升级，增强市
场 竞 争 力 和 可
持续发展能力

味道独特的柳州

螺 蛳 粉 成 了 网 红 产

品，土特产做成了大

产业，去年全产业链

销售收入超过 600 亿

元，创造了 30 多万个

就业岗位。在当地，

大米、竹笋、豆角、木耳

等约 55万亩螺蛳粉原

材料基地发展起来，

助力 20多万农民人均

增收近万元。

产业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重中之重。近

年来，我国乡村特色

产业茁壮成长，2021
年全国特色产业一产

总产值达 9.7 万亿元，

很多地方的“土特产”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

重要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

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

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

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

链 条 升 级 ，增 强 市 场 竞 争 力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这为我们促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推

进乡村产业振兴指明了方向。

念好“土”字诀。要立足本土，开发好优势乡

土资源。不同的自然禀赋和农业资源，形成独特

的物产，这是土特产的自然根脉。地域标识、制

作方法等渗透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是土特

产的文化根脉。要立足这两大根脉，培育新需

求、运用新技术、探索新手段，注重开发农业休闲

观光、生态旅游等多种功能，发挥好三产融合发

展的乘数效应。为满足健康饮食新需求，重庆涪

陵榨菜选用土产青菜头，推出减盐超 30％的轻盐

榨菜系列产品，刚上市一个多月销量突破 2亿包。

打好“特”字牌。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找

准路子。既要扎根本地，找准最能体现地域特

点、当地风情的产业，选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又

要“跳出本地看本地”，明晰自身优势，谋求差异发

展，做到人无我有，靠品种取胜，人有我优，靠品质

争先，人优我精，靠品牌出彩，让土特产提升竞争

力，提高附加值。在这方面，延安洛川苹果的经

验值得借鉴。作为当地最好的、最合适的特色产

业，县里储备了 600多个苹果新品种，不断推陈出

新，洛川苹果肉质脆密，香甜可口，品质优良，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高居全国水果类第一，去年年收入

10万元以上的果农达到 88.3%。

唱好“产”字歌。要延长产业链、打造供应

链，提升价值链，建成产业、形成集群。乡村产

业竞争，正逐步由单一的产品竞争走向产业链

竞争。要将过去“原汁原味”的土特产，打造成

链条更完整、业态更丰富的“多汁多味”的土特

产，多维度深层次让“土特产”增值，让农民从全

产业链各环节分享更多增值收益。山东省金乡

县打造产业链条完备的产业集群，700 多个加

工企业把大蒜加工成调味品、大蒜素、精油、胶

囊等 100 多种产品，身价上涨十几倍，出口量占

到全国的 70%。

奋进新征程，扎扎实实做好“土特产”这篇

大文章，定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提供强劲动力。

做
好
﹃
土
特
产
﹄
这
篇
大
文
章

顾
仲
阳

走进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古贤镇北韩庄村，家

家户户门前屋后都铺上了齐整的水泥路。76 岁的

秦九香老人连声称赞：“现在出门一脚平，俺老伴儿

腿脚不好，也能坐着助行车出去遛弯了！”

2021 年，安阳市调查摸底发现，全市有 2190 个

行政村背街小巷需要硬化或提升改造。为解决好乡

亲们出行“最初一公里”，安阳市连续 3 年将村庄背

街小巷硬化工程纳入民生实事，并列入各级政府考

核指标。广大农民自觉自愿地积极参与，纷纷以出

工、捐款、集资等方式参加家门口的背街小巷硬化。

目前，全市 1733 个村庄完成背街小巷硬化工程，累

计硬化道路 5.6 万条，到今年底全市村庄背街小巷硬

化将完成全覆盖。

河南安阳

村庄背街小巷

年内全部硬化
本报记者 李晓晴

以前从没接触过咖啡的王运兰，近两年边

干边学，成了咖啡师，“现在许多村民都来店里

喝咖啡。”

王运兰的家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洛泽河

镇 大 苗 寨 ，一 个 乌 蒙 高 寒 山 区 典 型 的 苗 族 村

寨。深山村庄青山环抱、云雾缭绕，人称“云中

苗寨”。漫步红砖步道，徜徉漫山花海，吃顿苗

家特色饭，到村里的咖啡馆尝尝磨制的咖啡，晚

上住民宿感受乡村的宁静，越来越多的游客慕

名而来。

大 苗 寨 曾 是 个 深 度 贫 困 村 。 2020 年 5
月 整 村 脱 贫 后 ，村 子 经 济 基 础 仍 然 薄 弱 ，八

成 以 上 村 民 收 入 主 要 靠 外 出 务 工 。 如 何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接 续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昭 通 市 把 大 苗 寨 列 入“ 脱 贫 致 富 示 范

先 导 工 程 ”，2021 年 8 月 彝 良 县 16 人 的 专 班

进 村 工 作 。

乡村振兴怎么干？专班负责人、彝良县政

协副主席李珊梅回忆，第一次开村民大会时，

好多人家的牲畜养在院子里，入户路没硬化。

出路在哪儿？村子风景优美，民族风情浓郁，

关键是如何激活这些特色资源。

产 业 如 何 培 育 ？ 李 珊 梅 说 ，通 过“ 先 融

入 、多 鼓 励 、建 机 制 ”，在 调 动 脱 贫 群 众 内 生

动 力 上 下 绣 花 功 夫 ，村 子 的 发 展 活 力 逐 渐 被

激发。

专 班 人 员 先 带 动 村 里 老 党 员 等 动 起 来 。

村里建起圈舍搞集中养殖，老党员李德友带头

拆 了 自 家 老 畜 圈 ，将 牲 口 赶 到 村 里 的 养 殖 小

区，还在观望的村民纷纷跟进。村里种万寿菊

搞农旅融合，为调动群众参与，镇党委书记赵

靖协调资源给予奖补。村里开了无数次院坝

会、火塘会，路怎么修、产业怎么搞，都和村民

商量着来。慢慢地，村民动起来了，水电路网

及污水处理设施、月亮广场、游客接待中心等

都建了起来。以工代赈顺水推舟，村民家门口

打工增收，30 多名村民还学会了建筑、电焊等

技术。

记者采访时，正赶上村里砌花墙做绿化，村

民自发投工 3000 多个，花墙样式都是乡亲们自

己设计的。

村民积极性咋这么高？原来村里建立了

“党支部 +村集体公司 +合作社 +‘乡村 CEO’

团 队 + 村 民 ”的 经 营 模 式 ，实 行 利 益 共 享 机

制：合作社经营收入的一成给村民年终分红；

纯 利 润 的 一 成 作 为 村 里 公 益 基 金 ，三 成 用 于

管 理 人 员 的 工 资 ，六 成 用 于 滚 动 发 展 。 2022
年从“五一”试营业到年底，村里旅游收入 130
多 万 元 。 今 年 1 月 18 日 ，全 村 123 户 村 民 喜

领 13 万元分红。

新模式有效培养了乡土人才。合作社由招

聘来的“乡村 CEO”团队市场化运营，27 岁的安

聪琴和丈夫李跃华成了项目经理，负责村里的

特色餐饮项目，他们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半夜还

在家用河沙练习颠大勺，去年夫妻俩收入七八

万元。

昭通共有 185 万多脱贫群众。赵靖说，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

生发展动力，“云中苗寨”为昭通市蹚出了条路

子。如今，工作专班逐渐退出，发展主导权交给

了村民，村子发展步入正轨，乡亲们的旅游饭越

吃越香，眼下村里正在建腊肉坊、酿酒坊、萝卜

干加工厂，延长产业链。

村寨巨变中，村民朱云慧被派去深圳学习，

负责民宿管理的她干劲十足：“未来怎么样，关

键还得靠我们自己努力！”

以绣花功夫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深山村的美丽蝶变
本报记者 徐元锋

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湖口

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因地制宜发展壮大茶

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带动农民增收。

图为湖口县舜德乡舜叶茶场

茶农正在采摘春茶。

张 玉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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