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农村新农村 1818 2024年 6月 7日 星期五

夏收时节，风吹沃野遍地金。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粮食增产的重

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去年秋冬种以来，

农业农村部启动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三年行

动，细化小麦单产提升各项关键要素，遴选发

布高产稳产、抗倒抗病等主导品种，集成推广

水肥精准调控等主推技术以及高性能播种机

等主力机型，从多方面挖掘增产潜力。

近日，记者来到安徽、河南等地，实地探访

小麦大面积提单产的做法及成效。

技术集成，最大幅度

提品质提单产

“又是一个丰收年，亩产增加了。”安徽省

涡阳县楚店镇后水波村张林森种植家庭农场

的 小 麦 ，已 经 收 割 结 束 ，作 为 示 范 田 ，农 场

1100 亩地里种了 10 多个品种，分别在抗病、多

穗高产等方面各具优势。“综合高产稳产表现，

来年会筛选出两三个品种进行大面积推广，辐

射带动周边 5000 多亩耕地。”农场负责人张林

森说。

涡阳县地处皖西北，素有“黄淮平原大粮

仓”之称，小麦单产连续 4 年位居全省前列。

除了精选品种，高产的秘诀还在于技术集成，

多环节配套，充分发挥品种产量和品质潜力。

今年，张林森的家庭农场用上了新型播种

机械——“拱地龙”精量旋播复式一体机，新农

机播量准、播深稳定，对于当地难整的砂姜黑土

地很管用。“耕种收每一个环节都做好，丰收才

更有保障。”张林森感叹。

在山东莒南县，54.18 万亩小麦收获进入

倒计时。“今年田间管理更精细。比如，在小麦

灌浆初期，我们针对土壤墒情差的麦田引导农

民及时浇水，满足小麦生长需求，同时增加土

壤湿度，改善田间小气候。”莒南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宋国军介绍，全县小麦大部分均在去年

10 月上中旬播种，由于播期适宜、全程管理科

学，小麦有效分蘖增加、成穗率高，预计全县平

均每亩增加 0.1 万穗，单产、总产水平有望进一

步提升。

2022 年，我国小麦平均区域试验亩产为

475.1 公斤，比全国平均亩产高 84.7 公斤；黄

淮 海 麦 区 大 田 平 均 亩 产 比 西 南 麦 区 约 高 出

200 公 斤 。“ 我 国 小 麦 单 产 处 于 世 界 领 先 水

平，但由于土壤、气候、种植制度的复杂性和

管理技术的差异性，国内不同生态区之间及

同 一 生 态 区 不 同 农 田 之 间 小 麦 单 产 差 距 很

大 。”全 国 农 技 推 广 中 心 粮 食 作 物 技 术 处 副

处长贺娟说。

如何将示范田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今

年，我国选择一批小麦主产县，分片区、分类

型、整建制开展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这些主

产县区域代表性强，基础条件好，辐射带动能

力比较突出。”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粮食

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具体实施路径上，主要以

提高小麦整地播种质量为核心，以培育壮苗构

建高产群体为重点，抓住耕种管收各环节，巩

固提升水浇地小麦单产，大幅提升稻茬小麦和

旱地小麦单产；目标是通过 3 年的努力，亩产

能够突破 400 公斤，争取达到 405 公斤，比当前

提高 16 公斤左右。

机收到位，确保粮食颗

粒归仓

在京港澳高速原阳出站口的农机服务站，

来自外地的农机有序排队通行。工作人员根

据各乡镇小麦实际情况，引导跨区机手到田作

业，并发放防晒用品，提供紧急联系电话、作业

明白纸等。

今年，河南省原阳县种植了 101 万亩优质

小麦，包括 14 万亩种子田。“俗话说麦熟一晌，

贵在争抢。农机的高效调度，对于丰收到手尤

为重要。”原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婧说，为全

力服务“三夏”生产，确保小麦及时归仓，县里

成立服务专班，通过农机化信息平台、微信群、

热线电话等多方调度农机供需信息，让农机有

活干、农民有机用，引导实现“机地平衡”。

除了收获期，社会化服务还贯穿小麦生长

全周期。“对于普通农户来说，高品质农资、高

效率大型机械及精细管理等投入相对不经济，

社 会 化 服 务 有 助 于 提 高 技 术 普 及 率 和 到 位

率。”河南省豫资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武丹丹说。

配方肥底肥每亩用量 50 公斤，3 次植保含

除草、杀菌杀虫、补充作物营养……翻开公司

的服务标准及价目表，每一项都清楚标注作业

细节。“我们与村集体、合作社对接，对小农户

的地块开展连片规模化精细化管理，促进小麦

产量和品质提升。”武丹丹介绍，一亩小麦经过

全程托管，平均成本下降 130 元，亩均纯利润

增加 180 元左右。

在安徽涡阳县，今年新增小麦“大托管”服

务面积 10 万亩。“从精选品种、耙地施肥到出

苗后关键生长节点，我们为托管地块制定了全

程高产管理方案。”涡阳辉隆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黄松介绍，公司在全县签订了 11 万

亩托管订单，小麦收获后，相应地块可实现单

品单存、落地销售。

小麦落地能挣钱，让“噌噌”提上来的产量

更有含金量。在安徽金沙河面业有限责任公

司，收上来的小麦经过去杂、清粉、筛选分级、

加水压延、烘干等自动化步骤后，成为成品挂

面，暂存入库。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挂面，都是已经

售出的。”公司副总经理殷天慈介绍，公司采用

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在高炉、西阳等 8 个乡

镇，推广面粉加工所需、适宜当地种植的强筋

小麦品种“中麦 578”，为相关的合作社和农户

提供地租、二次分红等多种利益分配模式。“这

一套模式运营下来，小麦亩产由 1150 斤增长

到 1230 斤以上，种植规模达到 1.2 万余亩。”殷

天慈说。

“市场要什么，企业就产什么，农民就种什

么。”涡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邱化义

介绍，县里依托金沙河、正宇面业等面粉加工

龙头企业，按照“单种、单收、单储、专用”要求，

抓好“按图索粮”和订单农业，大力推广优质专

用小麦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订单式收购，

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达到 175 万亩。

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

关键”，打牢粮食安全基础

这间屋子里的小麦种子刚发芽，隔壁的植

株已进入蜡熟期……河南省新乡市平原示范

区，位于中原农谷核心区的国家生物育种产业

创新中心，人工气候室里的小麦分住在不同的

“季节套间”。“通过控制光谱、光强、光周期和

温湿度，促使小麦在短时间内结出籽粒，以供

下一步研发。”中心研发部负责人郑峥介绍，在

这里，一年可以种植 8 代小麦。

通常情况下，一个好品种要 10 年以上才

能 选 育 而 成 ，而 在 这 里 ，这 个 进 程 能 大 幅 加

速。郑峥介绍，借助高通量分子标记检测设

备，两名工作人员每天可完成 8 万份样本的

DNA 检测，作物品种所蕴含的多个重要农艺

性状，在两个半小时内就能迅速分析出来，选

种速率和准确性大大提升。筛选出的携带优

异性状的植株，可根据研究和育种需要，在人

工气候室或表型鉴定与加速育种智能温室里

开展进一步杂交选育。

“好种多打粮”，大面积单产提升，离不开

种业创新。去年 7 月，河南省中原农谷投资运

营公司挂牌成立，今年 1 月又成立中原农谷专

家咨询委员会。“中原农谷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打造种业创新策源地，形成种业全链条服务体

系，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布局。”中国工程院院

士、河南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介绍。

作为中原农谷核心的国家生物育种产业

创新中心与河南省神农种业实验室，已成为两

大种业创新平台，共同构成产业上下游全链条

创新体系。在此育成并经审定通过的各类农

作物新品种达 82 个，其中包括 27 个小麦品种，

推广面积占全省的 1/3 左右。

耕地是巩固和提升粮食产能的根基。在

平原示范区原武镇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这两

天，季丰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申继锋管理的 648
亩制种田正处于收获期。

“我们种的是‘伟隆 169’小麦，直供种子

企业。”申继锋说，小麦制种对纯度和品质要

求较高，高标准农田地势平坦、集中连片，便

于小麦田间的去杂和精细化管理，促进了单

品种标准化生产，亩产从过去的 900 斤提高

到 1200 斤左右。此外，由于不同地块的收割

时间基本一致，秸秆可实现集中打包离田和

综合利用，一年两季算下来，每亩可增收 200
多元。

与普通高标准农田不同，这里的田头矗立

着一座“六情预测监测站”。“我们在农作物全

生育期，针对‘气、水、土、病、虫、苗’等多要素

实现农田生态实时监测，及时应对，进而提升

产量和品质。”平原示范区农业农村局现代农

业科科长郑晓凡介绍。

农田增投入，产能更稳固。截至目前，国

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已通过

增发国债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模共计

5400 万亩，安排增发国债资金 1254 亿元，大幅

提高了中央亩均投资补助标准。

数据显示，通常情况下，水浇地小麦亩产

比旱地小麦高 86.6 公斤。针对缺乏灌溉水源

的地区，去年农业农村部印发《旱地高标准农

田建设技术规范（试行）》。“规范将旱地高标准

农田建设细分为东北平原低地旱作区、长江中

下游丘岗冲垄旱作区等 13 个建设类型区，分区

分类配套完善集雨蓄水、节水补灌等工程设

施，强化应急补灌能力。”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

管理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建成后有望缓解作物

出苗、孕穗等关键生育期水分供需矛盾，破解

“卡脖旱”、浇上“救命水”，保障作物关键生育期

应急补灌，预计亩均粮食产能可提高 10%以上。

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的效能有多大
本报记者 郁静娴

当 前 ，全 国 小 麦 已 进 入 收 获 高 峰

期。今年我国首次整建制开展的小麦

单产提升行动成效如何？“三夏”生产有

什么亮点？本报记者走进夏收一线，实

地 探 访 。 从 本 期 开 始 ，我 们 推 出“‘ 三

夏’一线探新迹”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编 者

乡村全面振兴，
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让现代文明理念
在乡村深深扎根，对
于让农民就地过上现
代文明生活、推进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现代化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

察时强调：“要广泛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化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抓好农

村移风易俗，让现代文明理

念在乡村深深扎根。”

近日，山东省和美乡村

篮球赛开赛，村民变“球星”，

乡亲齐助威，“土特产”作奖

品，乡亲们有了“放下筷子就

想 去 的 地 方 ”。 从“ 村 BA”

“村超”到“村排”，一场场农

味农趣十足的乡村体育赛事

频频出圈，丰富了农民精神

文化生活，彰显了乡亲们积

极向上的精气神。

新 时 代 的 农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需 要 正 发 生 深

刻 转 变 ，从“ 有 没 有 ”到“ 好

不好”，不仅要富口袋，还要

富 脑 袋 。 从 拿 锄 头 到 拿 鼠

标 ，从 围 着 灶 台 到 站 上 舞

台，新时代农民积极拥抱乐

观健康、昂扬奋进的现代生

活理念。尝鲜新技术、涉足

新 业 态 ，搞 活“ 土 特 产 ”，一

批 批 高 素 质 农 民 积 极 拥 抱

专 业 化 、规 模 化 、标 准 化 的

现 代 经 营 理 念 。 红 白 理 事

会 、积 分 制 、“ 村 民 说 事 ”等

管理方式务实管用，促进了

乡 村 治 理 现 代 化 水 平 不 断

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教育，到建设乡村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等阵地，从大力促进乡风文明，到城市优质文化资源不断

下沉，现代文明理念逐渐融入乡村生活方方面面，为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

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深

深扎根，对于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推进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让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深深扎根，要繁荣发展乡村

文化，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一方面，

要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市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加快

补上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短板，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满

足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加强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加大对民族服饰、民俗活动

等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注重对传统村落的

保护利用，让乡村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机。

让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深深扎根，要持续推进农村

移风易俗，弘扬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要针对

农民急难愁盼精准施策，政策举措要接地气、有“泥土

味”。比如持续整治高额彩礼，要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

治，充分利用村规民约等约束性规范，同时还要提供普惠

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还应注意的是，推行现

代文明理念，必须尊重乡村传统文化，充分考虑广大农民

的生活方式、文化行为和思维习惯。比如可借助民间曲

艺、文艺表演等喜闻乐见的方式，注重挖掘敦亲睦邻、守

望相助、诚信重礼等农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理念，推动文

明新风进万家。

让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深深扎根，必须充分发挥农

民主体作用。“村 BA”火出圈的启示之一，就是农民唱主

角，自发组织，自发参赛。乡村全面振兴要为农民而兴，

乡村建设要为农民而建。需要什么样的乡村文化、打造

什么样的乡村，农民最有发言权。要调动农民群众的积

极性，发挥好他们的创造力，让广大农民用双手创造出更

多既有乡土味又有烟火气的文化产品。

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绵绵用力，下

足功夫，让文明新风劲吹沃野，“文化秧苗”茁壮生长，现

代文明理念定能在乡村深深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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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车充好电，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陈楼

村村民董冬梅开着车去县城进货。

董冬梅在村里开了家食品超市，运货离

不 开 车 子 。 为 降 低 用 车 成 本 ，前 阵 子 ，她 新

买了辆新能源汽车。欣喜之余，充电桩安装

成了她的心事。“以前听说装充电桩很麻烦，

得跑各种手续，没想到我只给供电公司打了

一次电话，充电桩很快就装好了。家门口就

能充电，真是太方便了。”董冬梅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购置了新能源

汽 车 。 为 方 便 他 们 充 电 ，国 网 山 东 鱼 台 县

供 电 公 司 联 合 当 地 乡 镇 和 村 委 会 ，创 新 实

施 新 能 源 汽 车 充 电 桩 报 装“ 一 件 事 一 次

办 ”，村 委 会 对 村 民 充 电 桩 报 装 条 件 集 中 认

证 ，供 电 公 司 开 辟 绿 色 通 道 ，打 造“ 政 企 联

办 、内 部 流 转 、数 据 共 享 、全 程 网 办 ”的 服 务

新模式，村民安装充电桩方便了许多。

报装方便大大加快了乡村新能源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鱼台县已完成县域充电

桩 建 设 120 个 ，乡 镇 公 用 充 电 桩 覆 盖 率 超 过

70%，充电服务半径小于 10 公里。“五一”假期

前夕，国网山东鱼台县供电公司就在陈楼村新

建了 1 座便民充电服务站。

充电方便有力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下乡。

去年鱼台县新增 541 辆新能源车，截至今年 5
月底，全县新能源车保有量达到了 7993 辆。

村里建起充电桩，乡村旅游更火了。“新能

源车主不再有里程焦虑，可以安心来乡村赏风

景、品美食。”陈楼村党支部书记谢景林说，今

年“五一”假期，村里游客接待量比去年同比增

长了 40%，其中不少游客是开着新能源车来

的。“吃顿饭的工夫，车子就能充好电，方便得

很！我们全家节假日经常开车去周边乡村旅

游。”前来陈楼村品尝网红美食筒子鸡的新能

源车主刘玲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5 月

底，鱼台县接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 37.8%。

山东省鱼台县加快乡村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农家门口有了充电桩
李 仲

“多亏了邮储银行江西南城县支行一直以来的

支持，我们企业才能有这么好的发展。”谈到这些年

的发展历程，江西麻姑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熊

炳生感慨道。

近年来，直条米粉逐步转向自动化生产，2015
年底，熊炳生投产首条米粉全自动化生产线。然

而，巨大的投入让企业资金链紧张。正当他发愁之

际，邮储银行江西南城县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

务，第一时间将 1000 万元贷款发放到位，解了企业

燃眉之急。此后，该行持续跟踪企业发展需求，累

计提供了超 9000 万元资金支持。

邮储银行真金白银的帮助，换来了企业快速发

展。目前，江西麻姑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已是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成了 6 条直条米粉全自动

化生产线，公司为南城县提供了 600 多个就业岗

位，种植基地惠及 1 万余户农户。

在赣鄱大地，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积极推进

“一产业一方案”，以“线上信用户贷款”“极速贷”

“银担惠农贷”“产业贷”等不同产品对接不同层次、

不同规模经营主体的多样化融资需求，为 80 余个

县域特色产业量身定制资金支持方案，累计投放贷

款近 70 亿元。持续注入“金融活水”，让更多的“土

特产”破土而出、拔节生长，成为县域经济的“金招

牌”、农民增收的“金饭碗”。

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为特色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小米粉“贷”动大产业
本报记者 周 欢

眼下正值“三夏”大忙时节，小

麦覆陇黄，夏粮抢收忙，夏播作物种

植管护压茬推进。

图为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晶桥

镇笪村田间，联合收割机正在抓紧

收获小麦，种粮大户正在管护水稻

秧苗，呈现出一幅“麦稻同框”抢收

抢种的图景。

朱红生摄（人民视觉）

麦稻同框
抢收抢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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