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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技术】

项目实施成效显著 小麦单产再创佳绩
——天长市建设省级指挥田助力“三农”高质量发展纪实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多种粮、种好

粮”的重要回信精神，实现全市粮油生产“稳粮、

扩油、提质、增效”的目标，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

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4年省财政农业

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精神，为

推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天长市农

业农村局和市农技推广中心就先后精心谋划实

施了天长市稻茬小麦省级指挥田的建设，即在天

长市各镇街集中打造一批“百亩攻关田、千亩示

范方、万亩创建片”，扎实开展精耕细作工作，做

好“四新”示范，辐射带动全市粮食增产。

建立生产基地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稳产高产的高标准基地是支撑粮食安全

和农产品稳定供应的有效载体。

为落实好省级指挥田项目，天长市在永丰

镇三元村、桥湾社区建设了一个6800亩的省级

指挥田核心区，在核心区内建设两个500亩以

上的精耕细作示范点，在全市16个镇街各建1

个“百亩攻关田”，主攻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亩

均生产效益，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粮

食生产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在6800亩的省级指挥田核心区中，重点支

持建设一个千亩稻茬麦高产攻关片，在镇街“百

亩攻关田”中。以打造粮食作物周年均衡高产田

为主要内容，创建一批吨半田（2季1500公斤），

带动全市粮食单产（分作物）增加5‰以上。稻

茬麦的目标产量：指挥田达到550公斤/亩以上，

核心示范区达到600公斤/亩以上。

集成四新技术 持续挖掘增产潜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唯有加快农业“四

新”科技成果转化，集成推广一批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新装备，提升农业机械装备水平，

才能将专家产量转化为农户产量，把典型产量

转化为大田产量，辐射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

如今在稻茬小麦省级指挥田项目示范基

地，集成了“四情监测”、良种良法、药剂拌种、化

控防逆、统一社会化服务，全程机械化作业、秸秆

全量还田、测土配方施肥、氮肥后移、病虫草害综

合绿色防控技术等引领性新技术，实现了良田、

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配套。通过精细化管理，

做成高标准的示范园区，做给农民看，指导农民

干，定期组织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成员观摩培

训，推动天长粮食产量持续丰产稳产。

2024年6月2日，天长市仁和集镇稻茬麦

省级指挥田“百亩攻关田”参加了省农业农村

厅组织的实收测产，亩产达606.3公斤，再创高

产佳绩。

强化组织指导 打造“金字招牌”

该市坚持把实施农业高质量发展省级指

挥田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农业强市”的切入点，

聚焦顶层设计，细化建设内容、标准，建立健全

“政府领导、农业农村局牵头、部门协作、上下

联动”的工作机制。逐级落实责任，强化服

务。适时召开工作例会，推动政策资金和关键

措施落实，帮助解决实施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确保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组织由省市县乡四

级专家组成的专家指导组，定期组织省市专家

们来天长指导，研究项目进展情况、遇到的问

题和安排布置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对全市农技

人员和项目区规模户集中培训，为项目的顺利

实施奠定技术和人才基础。加大对责任落实

情况考核通报，倒逼各成员单位齐心协力唱

“大戏”，打造实施粮食发展专项“省级指挥田”

项目建设的“金字招牌”。

营造竞争机制 挖潜粮食生产潜能

设立以奖代补的形式，在全市16个镇街开

展高产竞赛活动，挖潜本区域粮食生产潜能。鼓

励和引导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粮油生产龙头

企业积极参与全国粮（油）生产高产竞赛，创建高

产竞赛示范点。结合天长稻麦生产的自身区域

优势和特色，推动农机农艺农信有机融合，充分

挖掘产能，把县乡两级高标准的指挥田示范片建

设成“样板地”，利用示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提

高天长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准。该市将

全面总结高产地块生产模式、关键技术、经验做

法，优化技术路径，加大示范推广力度，努力将专

家产量转化为农户产量，把典型产量转化为大田

产量，促进全市面上粮油均衡增产。

新的丰收正报捷，新的耕耘又启程。天长

农技人必将继续争当科技兴农主力军、乡村振

兴的服务队、农民增收引路人，聚焦主责主业，

强化责任担当，合力绘就仓满库盈的农业新画

卷，把“好丰景”印在农民的笑脸上。

（崇殿祥 陈学英 李福军）

全国首台纯电智能玉米去雄机器人“上岗”作业
近日，在昌吉市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制种玉米示范基地，纯电玉米去雄机

器人正以每次 4 行、每小时作业 7 至 11 亩

地的高效率持续作业。在远程操控下，机

器人的运行路线十分精准，抽净率达到了

90%以上。在田间工作的机器人，是我国

首台纯电玉米去雄机器人。相比传统玉米

去雄机械，这台纯电设备采用智能化和数

字化技术，实现无人驾驶，填补了国内在该

领域的智能农机空白。

据了解，玉米去雄能减少养分消耗，使养

分集中向果穗运输，从而增加产量，是制种玉

米生长的重要环节。早前，玉米去雄依靠人

工作业，费时费力。近年来，国内企业不断攻

克技术难题，成功研发出国产玉米去雄机。

去雄机已在新疆、甘肃等制种玉米主产区推

广使用。新疆昌吉市已引进110台玉米去雄

机，当地30万亩制种玉米去雄作业全部实现

机械化。

“我们通过前期调研发现，传统玉米去雄

机作业模式较为粗放，如果将智能化和数字化

技术应用在机械上，效率还将大幅提升。”新疆

九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波表示，经过两年

多的持续研发，首批纯电玉米去雄机器人于日

前下线。目前正值玉米去雄作业期，公司已将

设备运往塔城和昌吉的玉米种植基地，检验实

际应用效果。

马波介绍，纯电玉米去雄机器人采用高

精度北斗定位、激光雷达点云数据和AI图像

识别算法，可实时生成运行轨迹。这使得去

雄作业更加精准智能，可达到毫米级的控制

精度。此外，机器人能够适应1.5米至2.3米

跨度的株高，作业时会结合叶片、穗位自主判

断执行下探距离。机器人采用纯电驱动，国

产化率达到100%，使用和维护成本较低。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王

玉玺受邀在现场观摩了作业情况。他认为，

这台设备升降调节和机械臂控制都是电动助

力，能更好地模仿人工去雄动作。在保证较

高抽净率的同时，它还能将植株损伤降到最

低，为玉米高产提供更好的保障。他希望纯

电玉米去雄机器人尽快实现规模化量产，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盖有军）

林下种植助致富
7 月 18 日，芜湖市

南陵县家发镇联三村，

乡村运营公司的员工

正在晾晒金蝉花。芜

湖市南陵县家发镇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成立镇域乡村运营

平台公司，助力乡村产

业转型升级，依托当地

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林药、林

菌、林鸡”等林下经济

产业，解决当地群众就

近就业问题的同时，让

良好生态助力村集体

经济发展，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

王玉实 刘薇 摄

“这是最后一批虾苗，分3次投放，这样分

开投放可以保证虾苗的存活率。”6月25日傍

晚，在当涂县石桥镇团月村，养殖户邢磊在自

家养殖塘口投放了2万尾澳洲“小蓝龙”虾苗。

今年6月前，他已投放了4.7万尾虾苗。

邢磊告诉记者，他今年首次尝试养殖澳洲

“小蓝龙”虾苗，养殖水面共计30亩。之所以

敢于大胆尝试，是因为他看到了村里专业合作

社“小蓝龙”养殖的效益。

“小蓝龙”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味道鲜美，

最大个体重量可达100克以上，是普通小龙虾

的几倍，成熟时间正好赶上普通小龙虾下市、

螃蟹上市前的市场空档期。

去年6月，石桥镇在当涂县率先开展“小蓝

龙”养殖，该镇谢公村、团林村和团月村依托本

地资源优势，引进3万尾“小蓝龙”虾苗养殖，成

立梦幻小蓝龙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建设了养殖基地，当

年实现丰产丰收。“经过去年的养殖，扣除成

本，一亩地增加6000元到10000元钱收益，我

们决定今年扩大规模。”团月村党总支书记占

阳告诉记者。

今年1月，谢公村、团林村和团月村与浙江某公司签

订协议，成立了占地100亩的“水乡蓝龙”标苗养殖基地，

集虾苗养育、成虾养殖、稻虾轮作、技术推广服务、产品销

售为一体，在石桥镇实现批量投产。

位于团月村的“水乡蓝龙”标苗养殖基地内，育苗大

棚整齐划一，虾苗池里水流潺动，增氧机吹荡起阵阵涟

漪。“今年投放了约115万尾‘小蓝龙’虾苗，有技术人员

指导虾苗培育，虾苗存活率能达到70%以上。”占阳说，6

月以来，基地已经向宣城、芜湖等地销售标苗42万尾，销

售额70余万元。

在标苗养殖基地，已栽插1个多月的“巨型稻”秧苗

郁郁葱葱。这种巨型稻可为龙虾养殖提供足够的氧气和

遮阴空间，具有显著的种养结合优势。

（安徽日报记者 贾克帅 通讯员 王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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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西红柿谨防“高温病”
青枯病 防治效果较好的办法是使用

药剂灌根，如施用DT+新植霉素或农用链
霉素+生根剂。在使用药剂灌根时，对没
发病的西红柿可使用上述药剂进行保护
性喷雾，对已经发病死亡的西红柿植株，

应带到棚外深埋，同时对土壤进行消毒。
并且，适当喷施一些植物生长调理剂或叶
面肥，可有效促进西红柿植株恢复生长。

枯萎病 与具有辛辣味的蔬菜进行轮
作3~4年，如大葱、大蒜等。选用无病种
子或播种前用 52℃温水浸种 30 分钟消
毒，或用0.4%的50%多菌灵拌种。同时，加
强棚事管理，结果后增加通风量，降低温
度。发病初期施用50%多菌灵1000倍液

灌根，每株灌200毫升，每隔7~10天灌1
次，连灌2~3次。

根结线虫病 加强田间管理。在西红
柿生长期间，合理的肥水措施可增强抗病
能力。当根结线虫发生后，应彻底处理病
残体，集中烧毁或深埋。药剂防治，在播
种或定植时，穴施对症药肥、有机肥等，可
控制根结线虫危害。

（张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