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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

中国农民挑起“金扁担”
本报记者 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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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陕西省
渭南市大荔县小坡
村种植的特色农产
品大荔冬枣开始进
入成熟季。枝头一
颗颗圆溜溜的枣子
由青变红，散发出
清甜的香气。村里
的冬枣园区不仅配
套 建 设 了 贮 藏 冷
库、交易市场、物
流中心和电子商务
平台，还开办起采
摘观光园、枣文化
博览园、儿童乐园
等特色旅游项目，
产业化经营让农民
致了富。

变化，源于农
业现代化这根“金
扁担”！用现代技术
和管理方式改造农
业，构建新型乡村
产业体系，如今，
中国农民正在挑起

“金扁担”。

8月 5日，在贵州省榕江县平永镇中坝百香果种植基地，村民利用网络直
播推介百香果。 杨成利摄 （人民视觉）

6月8日，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无人农场”，一台无人驾驶收获机
在进行小麦收割。 张延林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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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日，在湖南省常宁市洋泉镇土桥村，农技员操作植保无人机正在
为水稻进行飞防作业。 周秀鱼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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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2525日日，，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庄口镇大排村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庄口镇大排村，，村民用收割机忙着割稻脱粒装袋村民用收割机忙着割稻脱粒装袋，，田野里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田野里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 朱海鹏朱海鹏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新技术：

为农业现代化插上翅膀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机械化。
骄阳当空，连片的麦浪随风摇

曳，一眼望不到边。眼下，黑龙江
省北大荒集团友谊分公司第二管理
区种植的春小麦已进入收割时节。

田间，几台绿色的大型机械穿梭
忙碌着，格外醒目。“收割机在脱谷，
割晒机忙着割晒。今年小麦采取分段
收获，割晒完了，晾晒水分达到标准
水分后，再进行拾禾作业。”友谊分公
司农业生产部工作人员介绍说。

无人驾驶拖拉机、无人驾驶插
秧机、无人驾驶收割机……北大荒
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的机械
化水平令人惊叹。借助卫星导航定
位，这些无人驾驶的机械作业精准
度好、效率高，能大幅降低人工劳
动强度。去年，这里的无人农场作
业面积达 2000 亩，今年进一步发展
到5000亩。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农机
制造大国和使用大国。2020年，全国
各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
超过80%。小麦、水稻和玉米耕种收综
合机械率分别超过95%、85%和90%，
为粮食连年丰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种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而
种 质 资 源 又 是 种 业 原 始 创 新 的 源
头，是种业的核心竞争力。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河南省农
作物种质资源库是目前国内库容规
模最大、保存数量最多、利用水平
最高的省级种质资源中期库之一。

“种质是遗传物质的载体，往往

存在于古老‘农家种’、新培育的推
广品种、野生近缘植物等特定品种
中。”据河南省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
小 麦 分 子 育 种 团 队 负 责 人 胡 琳 介
绍，能够被选入库的种子都是万里
挑一。研究人员会借助分子标记等
现代育种手段进行精准鉴定，决定
哪些种子有资格入库。

“种子从田间取回后，需要对其
进行查重、去重、精选，还要进行
活力检测，发芽率达到一定标准，
才能拥有自己的入库编码号，进而
成为种质。”胡琳说。保存种质资源
需要低温和干燥。所以，种质资源
库里的温度常年保持在-4℃至 0℃
间 ， 空 气 中 的 相 对 湿 度 小 于 等 于
50% ， 种 子 本 身 的 湿 度 不 能 超 过
8%。在低温保存库内的储物柜里，
珍贵的种质就封存在一排排整齐摆
放的真空包装铝箔袋中。

搜集、保存种质是为了更好地
利用。目前，河南省农作物种质资
源库保存有 3.5万余份种质，利用它
们，育种专家们育成农作物新品种
400多个。比如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的“郑麦 9023”是河南省
很有代表性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
其 中 的 早 熟 基 因 就 来 自 于 农 家 种

“荆早 21”。自今年起，河南省还将
利用 3 年时间开展农业种质资源普
查，护好用好种质资源。

“互联网+”以及各类新技术的应
用则为农业现代化插上智慧的翅膀。

在天津市宁河区国家现代农业
产 业 园 ， 大 数 据 、 传 感 器 、 物 联
网、云计算的应用，大大改变了传
统的手工劳作方式和粗放式的生产
模式。

“我们把智慧农业作为农业产
业 园 创 建 和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引

擎，建设了宁河区智慧农业平台项
目，建立智慧农业大数据中心和综
合管理服务系统，设置了 186 个物
联网点位。”据农业产业园管委会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 园 区 种 植 的 小 站
稻，可实时监测其生长状态，包括
气象、土壤质量、病虫害防控等各
方面信息。

产 业 园 还 开 设 了 专 家 在 线 平
台、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农业
遥感大数据监测系统、农业云平台
APP、智慧农业微信公众号等，为
农户日常生产提供帮助。在这些智
慧“新农具”的帮助下，去年该产
业园内人均收入超过 3 万元，相较
周边农民收入高出了30％。

新产业：

带领农民走上致富之路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是抓手。

每到板栗成熟的季节，贵州省
望谟县洛郎村山间的公路上就热闹
起来，前来收购板栗的车辆络绎不
绝。过去，地处山区的望谟县长期
面临农业发展“小弱散”的困境，
可近年来，板栗产业的发展彻底改
变了穷山沟的面貌。

“种板栗真不错！”村民何兴平
告 诉 记 者 ， 去 年 ， 他 家 种 了 60
亩，挂果 15 亩，收入能有两三万
元。几年前，洛郎万亩板栗高产示
范园启动，村里免费为农户培训种
植技术。此后，村中的板栗产业链
日益完善，冷库、无菌厂房、深加
工生产线相继落户，实现了从田间

到车间的无缝对接。望谟县还引进
贵 州 光 秀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 以 “ 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利益
联结模式，将原有的板栗树进行精
细化管理。龙头企业统一标准、统
一 收 购 ， 让 小 小 板 栗 成 了 真 正 的

“致富果”。
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农产

品加工增值走上了致富之路。据统
计，2020 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营
业收入达23.2万亿元，规模以上农产
品加工企业超 7.3万家，加工转化率
提 升 到 68% ， 吸 纳 3000 多 万 人 就
业，辐射带动了1亿多小农户增收。

农产品种得好，更要卖得好，才
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落进农民
的口袋。产业化经营除了能将“原字
号”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更重要的是
可以将其带出山村，打开销路。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的酥梨是近
年来知名的“网红土特产”。与电商
深度合作，是砀山酥梨的走红秘诀。

2017 年，退伍军人王小辉选择
回到家乡砀山创业。“看到父母在老
家种梨、卖梨很辛苦，就想回来给他
们帮把手。”为了把家乡的酥梨卖出
去，王小辉拉上朋友一起创立了电商
公司，一边销售自家100亩地产的酥
梨，另一方面从其他果农处收购酥梨
等水果进行销售。几年下来，公司每
年酥梨的年销量超过了 4000 万斤，
总销售额达到6000多万元。

而今在砀山，“家家有电商，人
人当网红”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只
要手机一架、镜头一开，村里人人
都能在电商直播间侃侃而谈，把家
乡的好物推荐出去。创业初期，王
小辉想的是“圆自己一个梦”：“小
时候我们吃到最好吃的砀山酥梨，
我想让全世界都尝到。”随着农村物

流建设的完善，砀山酥梨的产销已
真正实现了“今天在树上，明天在
路上，后天在餐桌上”，王小辉的梦
想已然成真。

为了维护好砀山酥梨的品牌，去
年9月，砀山县政府还与阿里巴巴公
司合作，搭建起区块链平台。通过区
块链的溯源认证，消费者可以查询到
正品砀山酥梨的产地、生产日期、物
流、检验等信息，保证了农产品品质
可追溯。

7 月 26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农业农村部市场
与信息化司负责人陈勇也讲到砀山
酥 梨 的 案 例 。 他 指 出 ， 砀 山 县 是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遴
选的 110 个试点县之一，“从目前
看，工程实施效果良好，全国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 2020 年达到 5750 亿
元，同比增长37.9%。”

陈勇还表示，下一步，农业农
村部将继续推进“互联网+”农产
品出村进城工程，总结经典案例，
推广成功经验，“力争到 2025 年底
基本完成工程建设的各项任务，实
现主要农业县全覆盖，农产品出村
进城将更为便捷、顺畅、高效”。

新农人：

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人才对推动农业现代化起到重
要作用。今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
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
指出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
首位，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
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

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
功立业。

在湖南省凤凰县菖蒲塘村，就
有一支由本村农民组成的“女子嫁
接队”。菖蒲塘村从上世纪 80 年代
开始发展水果产业，现在已经是当
地有名的优质水果引种、示范、推
广、服务基地。村民们通过多年的
实践创新，总结掌握了一套实用的
水果种植、管护、嫁接等技术。村
中一些妇女凭借这门手艺，组成了
女子嫁接队，常年奔波在广西、陕
西 、 贵 州 、 云 南 等 地 搞 嫁 接 。 目
前，队伍人数已从起初的 16 人扩增
到了240余人。

依靠技术勤劳致富，让队员们
感到满足。“累在骨头，甜在心里”
女子嫁接队队员雷志平这样笑着评
价自己的工作。队员杨胜梅也告诉
记者，搞嫁接挣了钱，“家里盖了房
子，生活好了，奔小康了。”

如今，通过当地定期组织的技
术培训和严格的考试，女子嫁接队
里有 60 多人评上了农技师，15 人获
评新型职业农民，吃上了技术饭，
全队一年创收达800多万元。

科技特派员制度也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大批科技创新人才。

入 夏 以 来 ， 山 东 省 科 技 特 派
员、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王晶
珊一直在黄河三角洲耐盐碱花生研
究院实验田里忙着照看“宇花 18
号”耐盐碱花生。

把适合当地环境的农业技术带
给老百姓，是王晶珊十余年间的工
作目标。“花生是高价值经济作物，
只要能选出几个耐盐碱的好品种，
就能让盐碱地上的农民过上宽裕的
生活。”王晶珊说。

“学校先后组织选派 12 个学院
的 27 支研究团队、200 余名专家教
授和 200 余名研究生，组成科技特
派员团队进驻山东省东营市，开展
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推出一批适
宜 盐 碱 地 生 产 的 农 业 新 品 种 和 栽
培、种植技术。”据青岛农业大学副
校长赵金山介绍，该校科技特派员
团队构建的花生玉米间作模式、花
生棉花间作模式等多种新兴高效生
态农业系统，为当地产业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给农
民送去了科技致富的“及时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