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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业强国建设加快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稻田金黄，玉米丰硕，瓜果

飘香……处处是喜悦的丰收图景。

丰收来之不易。从东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黄河冲积平原

到长江中下游平原，从秦岭山地到四川盆地，广袤的土地孕育多

样的农作物，各地因地制宜，农民辛勤劳动，努力克服极端天气

带来的挑战，用汗水浇灌希望。今年，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

稳定，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丰收成色十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我国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截至 2023 年，全国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登记总数达到 7.5万个。蔬菜水果品种琳琅满目，居民的“菜篮子”

“果盘子”更加丰富。

欢庆丰收，感受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气象。学好用好“千万工程”

经验，广大农村地区充满生机与活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稳步向前，农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欢庆丰收，激扬奋进的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新时代新征程，亿万农民在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本报记者 常 钦）

长江中下游平原，江西吉安永丰县沙溪镇沙台村，收割机在田

间往来穿梭。

“今年光杂交稻就种了 200 亩，亩产约 600 公斤。”阳光下，摸着

金黄的稻穗，永丰县和兴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温

明生很欣慰，“5 台收割机同时开工，不到两天就能收割完。”

记者随着温明生走进农事服务中心，不仅看到现代化育秧流

水线，还有收割机、旋耕机、烘干机等各类农业机械。

“瞧！这些农机上装了智能监控，我在手机上可实时了解农机

运 行 状 况 。”温 明 生 介 绍 ，过 去 ，每 亩 地 一 年 用 工 成 本 最 少 要

350 元，实现育秧、机耕、机插、机防、机收、机烘全程机械化后，每

亩地可省成本近 200 元。“新购置农业机械，还能享受政府补贴。

有了现代化的农机帮忙，种粮轻松了不少。”温明生说。

永丰县农村农业局局长宁希聪介绍，截至 7月，永丰县全县农机

总动力达 51.6万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5.26%。上半

年，全县早稻、中稻机耕面积超 3.1万公顷，机耕率达 99.32%。

“今年，我们已帮农户育秧机插 1000亩，机收 500亩。”温明生说，

下一步，农事服务中心将为更多周边农户提供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

图③：温明生查看水稻长势。 本报记者 王 丹摄

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江西永丰县江西永丰县

良机助力良机助力，，种粮轻松了不少种粮轻松了不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丹丹

“13.51 亩。”老黎骑车绕着田埂转了一圈，把手里测亩仪上显示

的数据报给尹晓菊。

老黎，黎可学，四川眉山丹棱县仁美镇雄义村种粮大户；尹晓菊，

丹棱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股工作人员，这次专为老黎田里粮

食测产而来。

去年，老黎第一次参加县里水稻“一优两高”生产竞赛，得了倒数

第一。今年，带着不服气的劲头，他流转了 1800 亩地，还找到四川农

业大学教授马均助力。从选种到育秧，从节水到节肥，专家团队现场

“问诊”，给田里开出不少“药方”。

今年，黎可学的地里人少了，机器多了。专家引进了精准条播育

插秧技术，按公式计算播种量，再设定插秧机参数，定穴栽插秧苗，能

有效保证种植密度，实现水稻稳产。

精准化的还有用水用肥。“以往浇地，全靠估摸，水常常漫到

20 厘米，用水多不说，还耽误产量。”老黎指着田间沟渠说，今年，专

家精准计算，通过定量灌溉施肥，可以充分发挥水稻肥水耦合效应，

增强土壤肥力。

前阵子，马均来到老黎的田边，手把手教他如何晒地。“这下我晓

得了，控水为的是促进根系生长，稻子才不易倒伏。”科学种田，老黎

的底气越来越足。

3 台收割机齐上阵，不到一小时，就收完 13.51 亩地。经测算，亩

产 628 公斤，比去年高出 50 斤。看着尹晓菊把数字填进田间测产验

收表，老黎对今年的评比结果充满期待。

图⑤：丹棱县的水稻田。 陈春光摄（人民视觉）

四川盆地四川盆地，，眉山丹棱县眉山丹棱县

科学种田科学种田，，亩产高出亩产高出 5050斤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游 仪仪

秦岭腹地，陕西宝鸡眉县，30 余万亩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收期，

毛茸茸的果实缀满枝头、清香阵阵。

从事猕猴桃贮藏、管理和销售多年，宝鸡眉县兄弟果业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刘军斌一边忙着组织采收果子，一边忙着与各地客商洽谈。

合作社生产车间里，上果、除尘、排序、称重等自动化作业有条

不紊，一筐筐鲜果摞得整整齐齐，工作人员正马不停蹄地打包装箱。

“早些年分拣靠人工，10 个人一天能分拣包装 1 万斤左右，现

在用上自动化，一小时分拣上万斤。”刘军斌说，合作社还与物流企

业合作，提高装发效率，保证随装满随走。

自动化分拣和物流助力，合作社最近每天发货量有十几万斤，

发货量与收货量持平。刘军斌介绍，集中采收期日发货量可达

100 多吨。

猕猴桃产业快速发展，对贮藏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如今，眉

县建成各类冷藏保鲜设施 4700 座，支持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体和 50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建改造冷藏保鲜设施，贮

藏能力达到 30 万吨。

“经过数十年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集育种、种植、贮藏、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今年预计猕猴桃总产量 53.9 万吨，综合

产值突破 60 亿元。”眉县县委书记王继萍说。

图④：眉县的猕猴桃。 新华社记者 蔡湘鑫摄

秦岭山秦岭山地地，，陕西眉县陕西眉县

用上自动化用上自动化，，一小时分拣上万斤一小时分拣上万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丹华张丹华

9 月的西藏日喀则江孜县，一片金黄向远处的群山延展。看着

自家田里低垂的青稞穗，农民们满脸笑意。

除了做成炒面、糌粑等传统食品，青稞还能加工成什么？如今，

江孜的青稞食品已有 40 多个品类。青稞做的八宝饭、粽子、蛋糕，甚

至是冰激凌、凉粥、植物饮，被摆上上海等地的商超货架。在电商平

台，一些青稞“明星产品”受到“秒光”的待遇。

“2023 年，江孜县青稞种植面积达 11 万亩，年产量 5.9 万吨。致

富要靠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是必然选择。”上海市第十批援藏干部、

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胡发炜说。

青稞食品的研发和生产并非一帆风顺。“我们想用青稞生产全谷

物面包，刚开头就碰了壁。”江孜县一家食品企业的负责人郭文宏介

绍，青稞结构特殊，很难被制成用于面包等加工食品的面粉。

在上海援藏干部协调下，郭文宏和同事拜访了多家高校和科研

院所，通过联合攻关，成功研发出青稞面粉改性技术，解决了青稞难

发酵、质构差、易老化的难题。

8 月，一条青稞谷物专用的生产线在江孜落地，可年产超过 1.3 万

吨精制青稞面粉和 2.6 万吨青稞烘焙预拌粉，广泛用于面包、挂面、饼

干等食品生产，全部投产后将创造超过 3 亿元的产值。

“产业链越做越长，产品越来越多元，将给农民带来更多收益，让

青稞成为‘致富粮’。”胡发炜说。

图⑥：江孜县的青稞田。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西藏江孜县西藏江孜县

延长产业链延长产业链，，青稞成为致富粮青稞成为致富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驭尧徐驭尧

一穗玉米从田间到生产线，完成“锁鲜”要多久？在黑龙江绥化

青冈县万德福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答案是 3 小时内。

眼下，东北平原的玉米正是采收时节，合作社负责人阮万超忙得

团团转。“种植基地和加工厂区紧挨着，合作社 8000 亩地，5 台采收一

体机械在田间运转，每天最多能收 90 万穗鲜食玉米。采摘完成后，

即刻送到厂区，加工锁鲜。”阮万超紧盯玉米加工流水线作业情况。

阮万超和玉米“打交道”已有十余年。这两年，他越发体会到科技

的重要性。鲜食玉米，“鲜”味来自不断迭代的优良品种，也来自越来越

先进的加工方式：从田间到工厂，开车最快 5分钟，最远的距离也不过半

个小时车程，最大程度减少水分流失；玉米经过灭菌和包装加工，香、

甜、糯被迅速“锁”住。

口感好，市场自然更认可。“以前，品种一般，更没有加工包装，直

接在大田里就卖了，一穗玉米有时只卖 8 角钱。现在，我们的鲜食玉

米在超市卖到 5 元一穗。”阮万超说。

技术从哪儿来？青冈县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共建鲜食玉米品质

提升产业技术研究院，在种植、速冻、真空加工等技术方面开展研究，不

少企业受益。青冈县农业农村局还参与起草栽培技术规程、速冻加

工技术规程、真空包装加工技术规程等标准，规范鲜食玉米全产业链

标准体系。全县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 17 万亩，年产鲜食玉米 4 亿穗，

加工企业达 27 家，年产值超 6.5 亿元。

图①：青冈县的鲜食玉米田。 段洪伟摄（人民视觉）

东北平原东北平原，，黑龙江青冈县黑龙江青冈县

玉米科技锁鲜玉米科技锁鲜，，只用只用 33小时小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方方 圆圆

地处黄河冲积平原的山东济宁嘉祥县，几场秋雨后，田间湿度

大，大豆种植户曹中德心里直打鼓，请来山东华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的农艺师帅仁堂给大豆“问诊把脉”。“是根腐病，及时防治就不会造

成大损失。”听了“帅医生”的良方，老曹安下心来。

“第一年做大豆繁制种，可不能出岔子，要当种子卖的。”曹中德

的 600 亩地里，承担着种业公司华亚农业的繁种任务，“就拿这‘郓豆

1 号’来说，亩产能达到 730 多斤。”这个新品种，连续两年刷新山东夏

大豆高产纪录。

缺技术，为企业对接科研院所，攻克技术难关；缺资金，争取政策

项目，支持企业投资建设种质资源库等设施……嘉祥县每年新审定 10余

个大豆新品种，目前拥有大豆种质资源及育种中间材料 3万余份。

5 月份，华亚农业工作人员张宝荣找上曹中德，想用他的 600 亩

地作为种植“郓豆 1 号”的试验田。“你就说赚钱不？”曹中德问。“繁育

大豆收购价比市场商品豆收购价高。你只管做好田间管理，销售包

给我们。”张宝荣回答。

收成到底如何？曹中德算起账：有了良种良法，每亩增收 100 多

斤，收购价还高出 5 角左右，算上原先的产量一亩地多挣 200 多元，

“收入增长 12 万多元，俺种的是名副其实的‘金豆子’！”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曹中德自信满满，“育出好豆种，才能种好

豆，好种子有俺的一份功劳。”

图②：种业公司工作人员查看大豆生长情况。

赵 威摄（人民视觉）

黄河冲积平原黄河冲积平原，，山东嘉祥县山东嘉祥县

育出好种子育出好种子，，长出长出““金豆子金豆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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