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绵万里逐春光，麦苗青青展新颜。

春耕备耕正当时，记者驱车穿越河北、河

南和山西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沿途地平野

阔，沟通渠畅，农田监测站和大型喷灌设备林

立田间，处处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

随着我国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各地掀起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热潮。田成

方、林成网、电安全、智共享……这样的高标准

“标配”让一方方粮田真正变成了良田。

高标准孕育新希望

“砰砰砰……”

3月13日，在河北省高碑店市半壁店村农

田里，一台开沟机正在开挖全自动地埋喷灌管

道沟。说话间，一条深1.3米、宽0.15米的管道

沟挖掘完成。

“这种水肥一体机喷灌头埋在地下0.4米

处，浇水时水压将其顶出地面。设备的智能

性，让田间耕种与管理更便利。”半壁店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庞国宽告诉记者，该设施

建成后，将支撑起村里150亩农田浇灌。

“这与传统的滴灌设施相比，不仅节约了

水肥和人工，还能实现平衡施肥。”在农田改造

提升现场，高碑店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

长夏广明自豪地说，“这是当前建设高标准农

田的‘高配’。”

在河南省西平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麦田

里，记者看到，这里沟渠纵横交错，平移式水肥

一体化喷灌机与田间沟渠相连。

“这片1.2万亩的麦田，由我们统一流转、投资

和运营。”河南水投柏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台晓林介绍，高标准农田建设让这片原先旱不能

浇、涝不能排的“望天田”变成了高产稳产麦田。

台晓林边检修喷灌机边对记者笑言：“改

造后的麦田亩均增产300多斤，这一片就是

300多万斤。”

高科技赋能新增长

土壤墒情监测、病情信息监测、虫情信息

监测……这是记者在高碑店市方官高标准农

田智慧监测站里看到的现代种田“黑科技”。

“我们建了3个这样的监测站。”夏广明尝

到了通过科技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的甜头，他告

诉记者，今年将再建2个监测站。

“向科技要单产是增加粮食产量的根本出

路。”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处长唐世

民告诉记者，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河北不仅着力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设施，还添加了智慧农业元素。

在河北省曲阳县西流徳村集中连片麦田里，

记者看到一台正在加紧调试的中心支轴喷灌机。

“手机就能远程操控这台设备完成周边

1500亩农田的喷灌。”太行城乡建设集团高标

准农田项目指挥部负责人陈冬兵告诉记者。

如今，手机成了种田新“农具”。而智能喷灌设

备，让我国集中连片农田的喷洒效率更高、更

均匀、更节省人力。

农田输配电是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重中

之重。在高碑店市军庄村高标准农田配电施

工现场，记者看到几名供电人员正在组立电

杆、安装引线、紧固螺栓……

“这是为军庄村千余亩农田增容的农灌变

压器。”国网高碑店市供电公司新城供电所所

长张建永说，改造后，能为大型伸缩式喷灌机

提供强劲电能支撑。

“现在的农田是‘聪明田’。”河南省郸城县

种粮大户王雷指着改造后的农田说，田间有物

联网控制中心、气象观测站等，这些都是他粮

食增产稳产的“法宝”。

高效能释放新活力

去年，庞国宽有了一个新身份——高碑店

市高农土地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他笑盈盈

地告诉记者，联合社托管了6个村的3100亩土

地，实现了“小田”变“大田”。

“大田可以推平田埂。”庞国宽说，这意味着

扩展了农田面积，“这在之前是不敢想的事。”

庞国宽的“规模种粮”，正是高碑店市探索

党建引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新模式。

“我们通过支部引领了合作社与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深度结合。”高碑店市方官镇党委书

记崔爱民说，他们以此新增粮食生产能力和产

值15%以上。

与高碑店市一样，山西省翼城县创新实施

了“高标准农田+土地流转”模式，变“碎片经

营”为“规模发展”。

2023年，翼城县新增土地流转面积1万

亩，土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3万亩，累计“减

垄增地”300亩，在4个种粮大户集中连片流转

区域建设高标准农田5000亩。

“我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要体现在耕地

肥力恢复和地力提升上，更要将‘地’与‘技’有

机融合起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

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平说，只有突破粮田

重大科技瓶颈，补足土地“短板”，才能提高我

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科技日报记者 陈汝健 韩荣 孙越）

长期处于温暖潮湿的环境，大多数棚室的土壤会长
出面积不等的绿苔，很多菜农对此习以为常，并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其实，大棚土壤长了绿苔，说明土壤中盐分
已经超标。

勤划锄。划锄的主要目的是将土壤表层的绿苔锄
掉，打破地表板结层，起到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
透气性的作用。

平衡施肥。通过测土施肥，可减少化学肥料的用量，
避免土壤盐渍化。

深翻土壤。使用深翻机深翻土壤，最好使用能翻地深度
在45厘米左右的深翻机，以打破犁底层，增加耕作层深度。

使用滴灌设备。有条件的菜农可安装滴灌设备，采用
膜下滴灌的方法提高肥
料利用率，降低土壤湿
度，减少绿苔的出现。

（朱磊）【大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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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春耕】

高标准良田里绘“丰”景

“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每一

批次黄山毛峰的产地信息、生产加工过

程、质量检测报告等详细内容，确保茶叶

来源的真实性和安全性。”3月19日，笔者

从第十六届黄山毛峰茶文化节暨安徽春

茶直播节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黄

山市茶产业大脑已经建成并即将于3月底

上线运行。

黄山市茶产业大脑旨在构建数字茶

园、数字茶厂系统，内容涵盖茶树种植、茶

青收购、茶青加工、成品包装、仓储物流、

茶叶销售等场景，提供集产品防伪溯源、

全流程全生命周期追溯、智慧生产、可视

化大数据展示、一物一码精准营销等功能

于一体的一站式解决方案。除了具备产

品质量追溯功能外，还具备数字茶园精细

化管理、茶业资源要素整合、行政效能升

级等多项功能。

今年1月，黄山市茶产业大脑项目一

期建设启动，并首先在徽州区范围内开展

了茶园基础数据采集。截至目前，已完成

52601.122亩茶园、7916户茶农的信息采

集，以及97家茶企的数据导入、核对工作。

茶产业大脑还对与茶业有关的各种

资源要素进行了整合。通过这一智慧载

体，茶农可进行政策咨询，还可以了解茶

叶交易、金融保险、市场分析等方面信息；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对监管流程进行优化

重塑，实现对茶企运营等各类涉茶事务的

智能化服务和管理。

目前，黄山市茶产业大脑已围绕鲜叶

交易、茶叶加工、茶标申领等环节，进行了

反复测试。茶产业大脑投入运行后，将进

一步整合黄山市茶产业信息资源，提高决

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强化茶叶质

量的安全监管，严禁外来茶叶以次充好，

稳步提升黄山茶产品溢价能力，持续提高

黄山茶品牌价值。

（袁中锋）

构建数字茶园 产品防伪溯源 一物一码营销

黄山市建成“茶产业大脑”强化质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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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来安县科技特派员深入该县芸泰大英镇耘泰农场，针对春季油菜管护开展农技指导。连日来，该县组织100余名科技

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指导农民及时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解答政策疑问，为农民做好科技服务工作，助力春

耕生产。 吕华 摄

3月24日，笔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获悉，

该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甘蓝类蔬菜遗传育种创

新团队，开发了快速创制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的新方法——“一步法”。相关研究论文日前

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植物》上。

论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研究员李占省表示，目前，甘蓝类蔬菜

规模化杂交制种主要依赖于一种来自萝卜的

细胞质雄性不育源。因此，在育种过程中需要

培育纯合自交系和纯合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纯合自交系可以通过多代自交、小孢子培养等

方法获得，而纯合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只能依靠

杂交后连续多代回交获得。这两种育种过程

均具有周期长、投入高、效率低等缺点。

该研究首次创制了青花菜父系单倍体诱

导系。借助基因编辑等技术，通过与青花菜

自交系进行杂交，能在后代中成功筛选出父

系单倍体，可作为纯合细胞质雄性不育系亲

本使用。

“该研究首次在芸薹属作物中开创了一

种利用体内单倍体诱导技术介导细胞质替换

的新途径，能够快速实现创制植物细胞质雄

性不育系的育种目标，可将十字花科作物的

自交系、双单倍体系通过‘一步法’转变为相

应的雄性不育系。”李占省说。

相较传统的育种方法，李占省表示，该生

物育种途径可缩短育种年限4-5年以上，节

省大量劳动力，极大地提升青花菜及其他十

字花科作物育种效率。这为传统育种向高效

生物育种新方向稳步快速转变提供了一项有

力的技术支撑。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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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大棚土壤长绿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