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生稻机收减损增收，
让好品种发挥更大效益

“轰隆隆，轰隆隆……”田间，收割机开足

马力，再生稻喜获丰收，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

淳口镇种田大户吉客建喜笑颜开。金黄的稻

谷归仓，田间留下一排排 30 厘米高的稻茬，不

久后，稻茬还将发苗、长穗。“有了履带式再生

稻收获机，第二茬水稻分蘖好、长势旺，可以

多收一季谷。”吉客建说。

“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是我国再生稻主

产区之一。再生稻又称为“二茬稻”，即头季

水稻收割后，利用稻茬上存活的休眠芽，在适

宜条件下重新生长，再收一季。据专家估算，

全国约有 5000 万亩的耕地适合推广再生稻，

其中四川、湖北、湖南等是再生稻主要产区。

近年来，我国南方稻区再生稻推广面积快

速增加。然而，收割环节成为制约新品种推广

的卡点。“再生稻收割时，需保留稻株下端 1/3
植株和根系，并及时施肥培育，让其短时间内

再生长，收割前后的管理直接决定了产量。”长

沙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少希介绍。

好农机为再生稻生产护航。“以前用普通

收割机，头季稻直行碾压率高达 40%，转弯处

达 到 80%，碾 压 后 留 茬 成 活 率 低 、产 量 上 不

去。”为了找到合适的收获机，吉客建没少伤脑

筋。近年来，随着一项项关键技术突破，再生

稻联合收获机陆续进入市场，解了燃眉之急。

“我们突破了低损高效轻质宽幅收获割

台、低碾压高通过轻简化底盘、机收损失监测

等关键技术。”湖南省农业装备研究所所长李

明介绍，新研制的履带式再生稻收获机，机身

重量减轻，能够减小稻桩碾压程度，直行碾压

率能降低至 24%，较常规作业可实现再生季

稻谷增产 30%左右。

不久前，在淳口镇再生稻高产栽培与全

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履带式再生稻收获机正

在田间作业。“吃进去稻穗，吐出来秸秆。”李

明介绍，作为一大亮点，新研制的履带式再生

稻收获机还配齐了搭载式打捆机，在收割再

生稻的同时，将稻草打捆后循环利用，通过综

合利用带动每亩增收 300 元左右。

吉客建说，“别小看了秸秆，处理不当会

影响再生稻所需的光照等。”如今，好农机让

秸秆有了好归宿，“过好收割关，秸秆变为宝，

再生稻两季的亩产可达到 1000 公斤。”

再生稻具有一种两收、省工省种、稻米品

质好等优点。李明介绍，接下来将在提升机

具通过性、农机农艺配套等方面进一步探索

优化，实现栽培措施与履带式再生稻收获机

特定要求相匹配，提升两季综合产量。

免耕精量播种，发挥
保护性耕作优势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德强种植业家庭农

场的大田里，灌浆期的玉米叶片浓绿。“现在

是作物最需肥的时候，一旦发现叶尖发黄就

要补肥。咱的玉米一瞅就知道不缺养分。”农

场负责人潘丙国说。

植株长势好，背后有啥秘诀？

“好农艺搭配好农机，实现了精耕细作。”

潘 丙 国 的 农 场 已 经 开 展 了 8 年 的 保 护 性 耕

作。他介绍，保护性耕作是指免耕少耕、秸秆

覆盖还田等。常规的双行免耕播种机，肥料

通常集中施在两列种行外侧，40 厘米的窄行

苗带间成了肥料“空白区”。今年初，农场引

入了一款高性能免耕精量播种机，解决了这

一问题。

走近细看，播种机中间多了一排施肥装

置。“别看这个装置不起眼，效果立竿见影。”

潘丙国说，增加的施肥行在窄行中间，距离苗

带 20 厘米。这样一来，种行两边同步施肥，作

物两侧根系都比较发达，对于植株中后期生

长和提升抗倒伏能力很有好处。

除了“两行三肥”技术，这台农机也对其

他环节进行了优化。“玉米秸秆量大，以往播

种作业时，机器没过一会儿就堵塞趴窝了。

有 时 种 子 落 在 干 土 的 缝 隙 里 ，还 会 影 响 出

苗。”今年用下来，潘丙国对新农机挺满意：星

型拨草轮、圆盘开沟，清杂排堵效果不错；种

子落到沟底湿土、覆土后，压种轮紧接着将土

壤碾压紧实，“出的苗望过去齐溜溜的。”

“农机农艺深度融合，促进免耕播种机的持

续优化，推动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加快推广。”

北京德邦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武

介绍，公司与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

联盟和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合作，不

断完善免耕播种机在变量播种、压种、侧深施肥

等方面的性能，目前已累计生产 1.5万多台。去

年以来，新机型在吉林中部平原黑土区进行示

范推广，玉米单产普遍提高了 5%以上。

先进实用的农机装备是实现农业生产现

代化“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保障。中国农业大

学国家保护性耕作研究院教授李洪文介绍，

经过 30 多年研究，我国北方主要类型区已基

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与

配套机具系统。他建议，下一步应围绕大面

积单产提升行动，多方协作，聚焦高性能保护

性耕作装备，特别是东北黑土地大型高速精

量免少耕播种机的可靠性、适应性及智能化

开展研究。此外还应考虑在黄淮海两熟区以

及西北干旱区加大保护性耕作推广力度及配

套装备的性能提升。

当前，保护性耕作已成为保护黑土地效

果较好的一项耕作技术。据农业农村部统

计 ，今 年 ，东 北 保 护 性 耕 作 实 施 面 积 已 达

1.12 亿 亩 ，项 目 实 施 县 290 个 ，有 34 个 县 实

施 面 积 超 过 100 万 亩 。 长 期 监 测 点 监 测 结

果 显 示 ，东 北 四 省 区 保 护 性 耕 作 地 块 技 术

应用总体到位，农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正

加快显现。

轻简型、易操作，专用
机械收菜效率提高 10 倍
以上

处暑前后，走进江苏（常熟）现代农业（蔬

菜）科技综合示范基地，菜田正在休耕期，等

待 9 月中旬移栽菜苗。这里是本地最大的一

家蔬菜保供基地，每年种植 2000 多亩蔬菜，其

中甘蓝是主要品种之一。

甘蓝又称包菜、大头菜，是我国大宗蔬菜

之一，我国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50%。长

期以来，由于缺乏适宜本土品种和种植模式

的专用收获装备，我国甘蓝以人工收获为主，

生产成本较高。

为攻克甘蓝机械化采收难题，农业农村部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发团队多年持续科

研攻坚。今年上半年，国产甘蓝联合收获机实

现零的突破，乘驾式、手扶式等多种机型正式

投入生产，可适应露地大田、丘陵山区缓坡地

等多种作业环境，目前已在内蒙古、江苏、山东

等 11个省份 20多个县区开展试验示范推广。

“真管用！今年收甘蓝省力多了，收获的

菜球完整度也很高。”基地主任缪进说，依托

省级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示范县创建项

目，基地引进一台手扶式甘蓝联合收获机，实

现单行连续低损收获。他算了笔账：采收设

备每小时作业面积为 1 至 2 亩，比人工作业效

率 提 高 10 倍 以 上 ，折 算 下 来 每 亩 节 本 增 效

350 元以上。

专业采收设备有哪些优点？“我们在低损

上做了很多设计。”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

研究员张健飞介绍，比如，设计圆锥式光滑辊

筒，旋转 1 圈拔取一颗菜球；菜球上来后，通过

带有弹簧的喂入装置，可以适应不同大小的

菜球；采用高密度耐磨海绵紧紧裹住菜球，达

到柔性输送的目的，也防止切根发生滑移。

此外，还有双动刀精准切根、高效剥叶等一体

化组配技术，完成了甘蓝从拔取、喂入、输送、

切根、剥叶到集箱的联合收获作业。

甘蓝亩产量可达 8000 斤以上，采收后的

大规模转运是绕不开的难题。张健飞说，团

队研发了智能田间转运机，同步开发智能化

控制系统，可自动跟随甘蓝收获机作业，实现

“边采收、边运输”的智能化收运联动作业，大

幅降低了甘蓝“从地里到车里”的劳动强度。

目前，我国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低于粮油

作物。“作为我国大宗蔬菜品种之一，甘蓝收获

率先实现机械化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农

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装备推广处处长

林立介绍，我国是蔬菜生产大国，由于蔬菜品

种多样、栽培方式各异、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程

度不高，提高机械化程度面临挑战。下一步，

各地农机鉴定推广机构、科研院校、生产企业、

行业协会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加快精量播种、

全自动移栽、机械化收获等关键环节的装备研

发生产、示范应用，推进蔬菜生产耕种精细化、

水肥药一体化和机械作业全程化，为“菜篮子”

稳产保供提供技术装备支撑。

（钱娟参与采写）

图①：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淳口镇，农机

手驾驶履带式再生稻收获机在田间作业。

李 辉摄（人民视觉）

图②：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兴隆街道小

荒地村的大田里，高性能免耕精量播种机正

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

潘丙国摄（人民视觉）

图③：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亢村镇亢西

村，机手利用遥控器操作甘蓝联合收获机采

收甘蓝。 张健飞摄（人民视觉）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深入推进，一批关键机具研发应用取得明显进展

好农艺搭配好农机 精耕细作实现好收成
本报记者 郁静娴 常 钦

新农村新农村 1818 2024年 8月 30日 星期五

本报电 （记者常钦）近日，第七届草业大会在甘肃

省金昌市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饲

草产业在产量上实现显著增长、在质量上有了显著提升，

优质饲草的供种能力、生产组织化程度以及饲草产品质

量均稳步提高。各地积极探索推广粮草轮作、豆禾牧草

混播或套种等特色模式，培育了一大批饲草产业集群，饲

草生产模式更加多元化。

草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草食畜产品有效

供给、维护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支撑。中国畜牧业协会草

业分会执行会长韩贵清介绍，近年来，各地以草地、盐碱地

等土地资源为基础，坚持立草为业，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持续推动草业和草食畜牧业发展，优质饲草和草食畜产品

供给明显增加。

据了解，大会主题为“智慧、高效、绿色、节水”，众多专

家、企业家深入探讨牧草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新举

措。根据《“十四五”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到 2025 年，

全国优质饲草产量将达到 9800 万吨，牛羊饲草需求保障率

达 80%以上，饲草种子总体自给率达 70%以上，饲料（草）生

产与加工机械化率达 65%以上。

到 2025年——
全国优质饲草产量将达 9800万吨

农机装备是现代农业的物
质基石，也是农业领域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组成。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
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
和创新成果应用”。

国产 300 马力级无级变
速拖拉机实现量产和产业化
应用，多款丘陵山地拖拉机完
成样机试制……今年以来，农
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着眼
产业急需、农民急用，大力实
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推进
各类适用机具研发推广，分区
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补
短板强弱项，农机装备加快向

“大中小型兼备、绿色高效智
能一体”迈进。

新农机如何在田间大显
身手？记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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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服务小农
户，积极培育服务主
体，着力创新服务模
式，支持拓展服务领
域，发展多元化、多
层次、多类型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

近日，重庆市铜梁区侣

俸 镇 永 乐 村 的 高 标 准 农 田

里 ，一 台 台 农 机 有 序 作 业 。

“等这块地忙完，我们接着去

下一个网约农机点。”农机手

陆成红说。

“ 网 约 农 机 ”指 的 是 农

机 网 约 共 享 服 务 。 为 了 不

断 完 善 农 机 社 会 化 服 务 体

系，铜梁区对全区无人播种

植 保 机 、旋 耕 机 、收 割 机 等

农 机 建 档 ，实 施 统 一 调 配 。

农民在线下单，“网约农机”

接单后 1 小时内赶到现场，

小 农 户 享 受 到 了 优 质 便 捷

的农机服务。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

国情农情，小农户数量约占

各 类 农 业 经 营 户 总 数 的

98.1%，经营耕地面积约占全

国耕地总面积近七成。加快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

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

管等服务，能够将先进适用

的品种、技术、装备和组织形

式等现代生产要素有效导入

小农户生产，帮助小农户解

决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

干起来不划算的事，更好把

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

道 。 目 前 ，107 万 个 农 业 社

会化服务主体涌现，服务小

农户 9100 多万户，年服务面

积 19.7 亿亩次。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决定》提出“健全便捷高效

的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体 系 ”。

当前，广大小农户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需求更加多元。但农业

社 会 化 服 务 仍 存 在 规 模 不

大、能力不强、领域不宽等现

象。因此，各地应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服务小农户，积极

培育服务主体，着力创新服务模式，支持拓展服务领域，发

展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加 快 发 展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关 键 是 要 优 化 服 务 供

给。服务主体要聚焦小农户迫切所需，聚焦生产的关键

薄弱环节，推动服务范围逐步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

不断向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领域延伸。此外，在持

续巩固扩大粮棉油糖服务规模的同时，向经济作物、设施

农业、畜禽养殖等领域加快拓展，不断提升对农业全产业

链的支撑作用。

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要持续培育多元服务主

体。一方面，鼓励服务主体积极创新服务模式和组织形

式，探索“服务主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户”“服务主

体+新型经营主体+农户”等组织形式，建立紧密的利益联

结机制。另一方面，实施好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政策，帮

助他们解决资金、用地、人才等问题，为干事创业营造良

好环境。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

衔接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机制。像“网约农机”这样便捷高效

服务的涌现，为希望的田野注入更多活力，让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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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西藏林芝，雅鲁藏布江和尼洋河在这里

交汇，林草资源丰富。在种植大户张兴文的

大棚里，豆瓣一样的灵芝芽从菌包里钻出头

来。“等这些‘瓣瓣儿’长到手掌心大，白边发

褐变深，就能采摘了。”张兴文满是期待。

100 多平方米的棚子里，搭起一排排六层

高的搁架，2 万个灵芝菌包整齐码放。“多亏了

专家指导帮助，产量和品质都有了保障。”张

兴文说。

从 2009 年开始，在广东省科技厅和广东

省科学院的支持下，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启动食用菌科技对口援助林芝系列项

目。截至目前，微生物研究所先后派出科技

专家 100 余人次赴林芝，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

指导，食用菌逐渐成长为大产业。

林芝市科技局科技人员旦真次仁是土生

土长的本地人，从小到大，看惯了漫山遍野的

菌菇。“没想到灵芝可以人工种植，还成了乡

亲们的致富产业。”他说。

2011 年，旦真次仁来到林芝市科技局，跟

微生物研究所专家学习食用菌知识。从分辨

分类到栽培种植，旦真次仁认真研究，逐渐成

长为食用菌专家。

波密县嘎隆沟林下资源种植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嘎松罗布遇上难题，就给旦真

次仁打电话、发视频。“技术员手把手指导，我

更有信心了。”嘎松罗布说。如今，他的种植

规模越来越大，自己也成了“土专家”，带动不

少周边村民参与菌类种植。

“我种的白肉灵芝是我们这儿的特有品

种，深受市场欢迎。能把‘山中宝’种在大棚

里，靠的是一批批专家的努力。”张兴文说。

菌种选育、高原试种、示范推广……微生物研

究所专家们不断试验，大力培育本土技术人

才，如今西藏已有 30 多家白肉灵芝栽培企业，

年栽培量增至 270 多万袋。

加强科技帮扶，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科技

人才队伍。微生物研究所与林芝市科技局开

展全方位“科技援藏”合作，建立食用菌菌种

站及栽培示范平台，培养科研和生产技术人

才，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食用菌产业链不断延长。在米林市南伊

珞巴民族乡种植大户李见阳的灵芝种植基

地，一朵朵灵芝整齐排布。“除了大棚种植，我

还发展了 10 亩林下种植，预计今年干货能收

300 至 500 斤。”李见阳说。

种得好还要卖得好，李见阳家的灵芝销

往广东粤微食用菌技术有限公司。“我们专注

于灵芝、牛肝菌、猴头菇等珍稀食药用菌功效

产品研发，与林芝食用菌企业签订了合作协

议，让农民吃下‘定心丸’。”公司总经理谢意

珍介绍。

微 生 物 研 究 所 从 野 生 冬 虫 夏 草 中 筛 选

出优良菌株，在林芝推广投产；以吴清平院

士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人员，为产业发展提

供科研支撑……“林芝有种植优势，广东有

技术优势和消费市场，优势互补，好产品不

愁卖。”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林芝

市科技局党组成员魏远征说，从基础研究、

优势品种种植、精深加工、品牌打造等，双方

开展全方位合作，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

树品牌，打造全产业链链条，不断把食用菌

产业做大做强。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助力西藏林芝产业振兴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科技人才队伍
本报记者 贺林平 姜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