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唤醒”冬闲地 管好春耕田

科技兴农 2024年3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刘小婷 美编：凡星 11

【时评】

【大棚技术】

近日，我国“主要作物丰产增效科技创

新工程”重点专项“优质双季超级稻丰产增

效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项目，在湖南岳阳

宣布启动。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聚焦优质双季超级

稻丰产增效技术研发，着力探明双季稻周年

温光资源高效利用原理和优质双季超级稻

量质同升机理等两大科学问题，攻克优质双

季超级稻品种筛选与茬口衔接、产量潜力挖

掘与品质提升、农机农艺融合增效、抗逆稳

产保质等四大关键技术，集成构建优质双季

超级稻丰产增效产业化技术模式。

项目主持人、湖南省农科院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唐文帮教授介绍，双季稻高产稳产对于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的意义。不过，我国

南方双季稻生产中存在早稻品质欠佳、晚稻品

质与产量协同难度大、超级稻产量潜力发挥不

充分、周年温光资源利用率不高、产业化程度

不高等问题，还存在杂交稻用种成本高、稻瘟

病绿色防治效果差、机械化种植效率低等重大

产业瓶颈，迫切需要针对性开展优质双季超级

稻丰产增效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等工作。

唐文帮介绍，项目除聚焦关键技术攻

关，还将着力构建优质双季超级稻丰产增效

产业化技术模式，并在湖南等南方双季稻区

大面积示范推广。通过项目实施，预计形成

优质双季超级稻品种组合技术模式2—3套，制定技术标准

（规程）3—5项，建设核心试验基地1万亩，建设示范区100

万亩，辐射推广1000万亩。届时，有望实现双季单产5%—

10%的提升，助力经济效益提高10%—15%。

据悉，项目由湖南省农科院牵头，联合中国水稻研究

所、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等9家单

位共同开展。 （俞慧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这

样一个人口大国，必须践行好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始终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上。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

化。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大农业

的必然要求，对加快推动高水平农业科

技自立自强、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支

撑作用。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效能

仍有待提升，主要表现在部分关键领域

和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涉农企业科技创

新能力偏弱，产学研转化效率不高，农业

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应坚持问题导向

和系统观念，大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

振兴。

一是围绕“谁能创新”，打造国家农

业科技战略力量。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中，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力量发挥着“尖兵

队”“压舱石”角色。要集中优势资源和

要 素 ，强 化 数

字技术和生物

技 术 赋 能 ，一

体打造包含重

大创新平台、战略科学家和企业等在内

的农业科技战略力量，强化农业科技资

源的区域布局、功能布局。健全新型举

国体制，支持涉农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创新发展，加

快农业领域前沿技术突破，提升重大原

始创新效能。大力培养使用农业领域战

略科学家，创造有利环境让国家战略人

才力量中的“关键少数”担纲领衔，承担

国家农业领域战略科技任务。发挥好产

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引导作用，强化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梯度培育涉农企业，

提升农业科技内在创新能力。

二是围绕“在哪创新”，加强基础研

究。我国部分农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

存在“卡脖子”“断链子”问题，究其根源

在于基础研究相对薄弱。为此，要把加

强基础研究放在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的突出位置，强化农业科技和

装备支撑，下大力气在底盘技术、核心种

源、关键农机装备、耕地质量、农业节水

等领域强化科技创新源头供给，在前沿

技术突破上抢占先机。创新联合攻关机

制，探索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等组

织方式，加强我国自主研究平台、仪器设

备的创新能力，大规模提升国产化设备

应用规模。完善农业科技领域基础研究

稳定支持机制，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

投入，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

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种形式

进行投入，确保基础研究投入资金供给

与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

三是围绕“更好创新”，优化创新生

态。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

一项系统工程，更好提升农业科技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要强化各领域各环节政

策集成、资源整合，为培育形成有利于农

业科技创新的生态系统打下坚实基础。

为此，要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

科学精神，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

会风尚，营造创新氛围，为农业科技创新

提供精神激励。扩大国际农业科技交流

合作，深度参与全球农业科技治理，形成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推动

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落

地转化率，提升农业科技供给与科技需

求的适配性。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评

价、技术推广、人才培育和创新资源配置

机制，加快培育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要求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周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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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农事忙 木耳促增收

3 月 19 日 ，

村民在怀宁县江

镇镇新合村黑木

耳基地采摘新鲜

木耳。 近年来，

江镇镇积极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现代施

农业，通过政策、

技术、资金帮扶

等措施，助推农

民增收致富。

檀 志 扬
刘庆生 摄

大棚甜瓜如何育苗
可采用常规营养基质育苗，也可用孔穴盘育苗。基质

不要有结块，经消毒处理后的营养土可预防霜霉病及猝倒
病的发生。

播种前将种子放在阳光下曝晒2天，50℃温水烫种清
洗，冷却后再用2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30分钟，随后将
残留药物清洗干净，用湿布包好，催芽、萌芽后进行播种。

播种前将苗床浇透底水，覆薄土，放在苗床上后盖上地
膜拱起大棚，一般5天出苗，当出苗率达到70%时就应将地膜
掀开，降温并保证充足日照，确保长势。

幼苗出齐后炼苗，早揭膜晚盖膜，及时清除膜上的尘
土，并延长光照时间和强度。

定植前7~10天，要防治苗期猝倒病和立枯病的发生，
如若发现随即拔除，并
及时喷施药物治理。

（周山）

在沉睡了一个冬天后，冬闲地是时候该被

“唤醒”了。眼下，正值春耕春播、农田管护的关

键时期，早谋划、早安排才会有好收成。如何科

学打理好“春田”，是庄稼人当下要紧之事。

春管有了新模样

3月的东北春寒料峭，黑土地上，春天的田

管有了新模样。

3月13日，在吉林省公主岭市刘房子镇山

前村，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的科研人

员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播种工作做准备。“我们

这台无人玉米小区播种机采用全自动电驱动

控制，结合北斗系统，可沿着设定路线实现无

人化作业。”该研究所所长黄威说。

黄威介绍，这种办法在提高作业质量的同

时，可以确保种子水分、养分、通风条件等均匀

一致，比传统人工播种的效率提高8—10倍。

眼下，吉林的农业科技人员正抓紧播种前

的时间，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操作演示，并结合

直播讲解、互动答疑等方式，实现零距离技术

指导。

“我们针对吉林省农时准备了各项技术，

进行贴心‘云助农’服务，为现代农业生产提供

技术支撑。”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马国成说。

春风南下，吹至荆楚。

3月 14日，华中农业大学植科院教授孙

超、章元明和信息学院副教授翟瑞芳，来到占

地万亩的湖北潜江碧农智慧农场。碧农智慧

农场生产技术员、华中农业大学植科院22届硕

士毕业生倪明理现场演示无人机巡田。

碧农智慧农场先行建设1万亩智慧农业基

地，规划3—5年内辐射周边，形成5万亩级智

慧无人农场。

“智慧农场已安装了苗情监测、气象监测、

土壤墒情监测、虫情监测、智能光感与管理系

统。”倪明理说，如今的田管变了新模样。

“精准农事用数据说话。”翟瑞芳说，比如

病虫害发生时，通过监测仪观察，再精准施用

生物农药，既节约又有效。

随着集约化生产，病虫害种类危害日趋严

重，生物防控如何与智慧植保创新融合？“开发

数字化生物防控智能决策平台，可实现生物防

控技术的精准指导。”湖北省生物农药工程研

究中心研究员曹春霞说。

地里来了“田管家”

地谁来种？田谁来管？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小农户为

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

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

生产经营队伍。

惊蛰过后，大地苏醒。春耕的“加速键”同

样在江西按下。

“小胡，低洼地要全部搞平整，按标准把田

埂打直，育秧之后好蓄水。”3月15日，江西南

昌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内，

“田管家”李明星正叮嘱农机手。

他对笔者说，庄稼人想端稳饭碗，经验和

技术都不能少。

随着农机下地，一会儿的工夫，李明星负

责的田块就显现出流畅的田埂线条。

“‘田管家’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水稻生产方

面的一些细节，做好技术工作。”鄱谷农业大田

负责人熊雪楚说。

“‘田管家’模式有大队长、小队长、组长，

还有包片人。大家各司其职，从种子购买到农

资购进、田间管理，再到收割销售，提供‘一条

龙’服务。”李明星说，一年收入差不多10万元，

比之前高多了。

熊雪楚说，有了这些“田管家”，不仅节约

了生产成本，还有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亩均效

率能提高20%以上。

近年来，江西粮食生产正在经历从“散户”

模式向“大户”模式的转变，“田管家”种田组织

管理模式在各产粮区已成新常态。

三分建，七分管。笔者发现，我国各地在服

务以及提高农田管护水平上下足了功夫。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超过107万个，服务面积超过19.7亿亩次，服务

小农户9100多万户。 （魏依晨 吴纯新 杨仑）
【智慧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