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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长秋
通讯员 詹国兵

5 月 16 日，福建省南平市延

平区王台镇坋垱村一个山坳里，

农民李安元正在插秧，科技特派

员宗芳等人一早就来到田头指

导：“老李，今年这块基地第一次

种富硒稻，一定要重施基肥，今

天施一次面肥，一周后再追施

30%，下周我们科特派团队还会再

过来看下情况。”

坋垱村有 300 亩田地、40 户

农民，今年刚与南平市延平区福

丰稻谷专业合作社签订了优质富

硒稻种植产业链示范推广合同。

种植富硒稻，对于李安元等农户

来说是新鲜事，宗芳等几名科技

特派员组成的优质富硒稻种植产

业链示范推广项目团队为此专门

前来指导。

“近几年来，我们合作社富硒

稻推广到哪里，科特派团队就跟

踪服务到哪里，手把手地教农民

种，从种植教到收获。”福丰稻谷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彩宜说：“正

是有了科特派团队全程的技术指

导，我才对富硒稻种植更有信心

了。”

张彩宜的合作社探索种植富

硒稻，始于2014年。当时，她了

解到富硒水稻除留存了普通水稻

的全部营养成份，还具有提高人

体免疫力等多种功能。考虑到随

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稻米

的需求观念也向优质营养转变，

并且富硒水稻种植近年来发展迅

速，就萌生了探索种植优质富硒

稻的想法。

然而，摸着石头过河的张彩

宜走了不少弯路。延平区有关部

门知悉，派出专业对应的南平市

粮油质量监测站技术负责人宗

芳，南平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

心质量主管、高级工程师陈芸生

等 4 名省级科技特派员对接合作

社。2018 年 4 月，由宗芳牵头成

立了“产业技术开发与应用计划/

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组，邀

请到南平市农业技术推广站高级

农艺师陈春花等种植方面的专家

作为项目组成员，专门负责优质

富硒稻种植示范推广。

初期，每逢周末，宗芳小组

都会约上张彩宜到延平区南山镇

各乡村进行基地查看调研，对土

壤、水质进行重金属及微量元素

检验检测，敲定南山镇龙湾村、

岩溪村两个海拔高、水质资源丰

富的村，建立200亩富硒优质稻试

验田作为示范种植基地。

富硒农产品中硒含量的掌握

非常关键，必须严格遵循世界卫

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相关规定，富

硒 稻 谷 硒 含 量 控 制 在 0.04～

0.3mg/kg较为适宜。

张彩宜介绍，宗芳带项目组

为富硒水稻种植项目的研发制定

了详细的技术路线，指导合作社

在试验田基地划片种植了多达10

种不同的水稻品种进行富硒技术

研究，对每一片的富硒稻进行不

同硒含量叶面喷施、不同喷施次

数、富硒有机肥施用等正交试验

并实地监测，查看富硒稻生长情

况。

宗芳说，这么多年来，小组

组员按照项目计划和分工，一边

下田间地头，一边利用业余时间

刻苦研究，遇到不懂的棘手问题

就 向 国 家 粮 储 局 行 业 标 准 处 ，

省、市粮储局，以及武夷山等地

多位专家请教，从富硒技术路线

制定、硒含量监测到富硒稻入库

储存、富硒大米上市流通，每一

个环节，都严格把关，精准服务。

截至目前，宗芳所带领的团

队有效帮扶合作社在南山、王台

等乡镇推广种植富硒水稻面积超

过1500亩，稻谷总产量累计超过

150万斤，延平区粮食生产企业每

年生产富硒稻稳定在100万斤，每

斤富硒米市场销售价格为8元，带

动100多农户增收1600万元以上。

“传经送宝”到田头
——福建南平市延平区派出科特派团队助农民种植富硒稻

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李梦茹

初夏时节，走进河南省武陟县

三阳乡塚头村红薯育苗基地，映入

眼帘的是：一栋栋大棚坐落有序，

一座接着一座；大棚内，一棵棵红

薯苗长势喜人，绿意盎然，三三两

两的村民们正在忙碌。大棚前的生

产路上，停满了来买红薯苗的各种

车辆，人员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我是去年听朋友介绍说这里

的红薯苗好，专门跑来买了一些。

结出的红薯确实口感不错，产量也

很高。”大棚前，正在装车的洛阳

收购商魏省委对这里的红薯苗赞不

绝口：“这脱毒富硒红薯苗真不

错，种出来的红薯营养价值高，软

糯香甜，烤出来挺好吃的，根本不

愁卖，今年我又来这里买了两三万

棵。”

塚头村是魏晋名士“竹林七

贤”之一向秀墓所在地。红薯育

苗、种植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近年

来，塚头村立足红薯传统育苗优

势，推广种植新技术，栽种脱毒优

质红薯种苗、引进红薯深加工，推

进红薯规模化、产业化，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

基础。目前，塚头村建有132座红

薯育苗大棚，种红薯繁育基地达

700 亩，初步形成了集育种、种

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条，红薯产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

主要来源。

塚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常小刚介绍，以前当地红薯育

苗、种植的技术非常传统，多是火

炕育苗、平地竖栽，结果是苗弱根

细，力气不少出，收入没见涨。为

此，村“两委”带领群众代表多次

外出考察学习，发现外地日光塑料

大棚育苗不仅比火炕省力气，还能

精准控温。随后，村民们纷纷淘汰

传统火炕育苗，改为温棚冷炕现代

科学技术育苗，种植方法也由过去

的竖栽变为横栽，苗种质量大幅提

高，保证了一茬全苗，从而提高了

红薯产量。经脱毒处理的红薯苗成

活率高、产量高、杂病少，成为市

场“抢手货”，方圆几百公里的客

户都来这里购买。

育苗技术的改进让村民尝到了

甜头，红薯育苗面积不断扩大，品

种也不断改进升级。为了大规模发

展红薯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

济，去年村“两委”将全村 1000

多亩土地全部进行了流转，建立塚

头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将土地

租给育苗大户经营。同时，大力实

施“一村一业、一村一品”工程，

依托村里的启润农业开发公司和健

龙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种植模式，由农户种

植红薯，合作社提供红薯种苗和种

植技术，以市场价回收红薯，不仅

将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户的利益联

结起来，还吸纳了百余名富余劳动

力就业。

“一座大棚有 400 平方米，上

半年主要育红薯苗，下半年可以种

几茬小青菜。我今年育了 18 座大

棚，有商薯 19、西瓜红等品种。”

育收薯业合作社负责人孙俊杰介

绍，大棚里的红薯苗都是从河南省

农科院引进的，今年剪苗留种，明

年育苗，收益是一般农作物的几

倍。

为拉长产业链，让乡亲们多一

份收益，塚头村村“两委”对两处

空宅院进行改造，作为红薯粉条加

工车间，用传统工艺、纯手工加工

红薯粉条，并注册“富硒怀薯”商

标，打造绿色有机高端的特色农业

品牌。

如今，塚头村富硒红薯已小有

名气，并走出当地，与洛阳市的种

植大户进行合作，在那里建立了

300多亩种植基地。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向秀故

里这一历史文化，围绕红薯产业打

造集旅游、餐饮、采摘、民宿为一

体的乡村游，带动一二三产业发

展，从而使塚头村成为远近闻名的

特色高效农业村。”展望未来，常

小刚满怀信心。

守正赢商机 创新立品牌
——河南武陟县塚头村立足红薯育苗及种植优势推进产业升级

记者 王天武
通讯员 陈偲聪

立夏时节，吉林省镇赉县黑鱼泡镇黑鱼

泡村的农田里，一条条黑色的水管在刚播种

完的玉米地里延绵数百米，村民刘永站在地

头的水井边操作着灌溉设备。刘永介绍，地

里的黑管是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的一部分。

这个既能灌溉又能施肥的设备，是今年在镇

政府和村里支持下，他投入1万余元置备的。

只需要打开阀门，井水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

整个地块，以滴灌形式促进玉米生长。这套

设施不仅省时、省力还灌溉均匀。到了施肥

的时候，只需加入水溶肥，水肥就会直达作

物根部，节水增效，尤其在干旱年景能起到

保丰收的大作用。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2022 年镇赉县委、县

政府主推的新型农业生产技术，为了保证技

术的成熟与安全，县政府曾派农业技术人员

多次前往松原市学习，并带回丰富的资料。

为了让当地农民对新技术感兴趣、有信心，

2021 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在黑鱼泡镇岔台村

试种 100 亩示范田，供各乡镇种植户参观、

了解、学习。刘永就是在参观完试验田后，

第一批在自己的土地上应用这项技术的农

民。

水肥一体化技术具有节水、节肥、节

药、省工、增产、环保和改善农产品品质等

优点。去年秋季，在对黑鱼泡镇水肥一体化

100亩示范田进行效益分析和测产后发现，使

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后，用工数减少 60%，化肥使用量比原来减少

20%，灌溉用水量减少 50%，平均每亩可增产 480 斤，节本增收可达

32.3%，增产幅度在30%以上。

为保障技术的顺利推广，县委、县政府安排农业农村局、黑鱼泡镇

等单位组成技术服务队，专门为建立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的农民在设备

采购、安装、调试，测土配方施肥及软管回收方面提供服务指导。有了

实实在在的效果和政府的服务保障，黑鱼泡镇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延伸

到了每个村屯，玉米种植应用已达到3000亩。

黑鱼泡镇副镇长祁凤权说，黑鱼泡镇多方考察，发现水肥一体化技

术适合偏干旱农田，去年100亩试验田的成果也印证了这个设想，此技

术可有效解决农民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弊端。

针对水肥一体化技术，镇赉县将研究制定主要农作物的灌溉施肥

标准，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专业化建设并开展相关技术培训，继续

大力推广。目前全县应用该技术种植玉米 1.8 万亩、其他农作物 5.2 万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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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大 力 推 动 农 业 生 产 机 械

化、智能化，用科技赋能

农业。在成林农机专业合

作社的智能化育秧基地，

可基本实现自动化、精准

化、标准化，以及各个育

秧环节的可控制，实现了

水稻育秧的工业化生产，

将促进彭山区粮食增产增

收。

图为成林农机专业合

作 社 的 智 能 化 育 秧 基 地

内，技术人员查看秧苗长

势。

通讯员 翁光建摄

记者 余惠玲
通讯员 李德银

眼下，湖北省荆门市的40万

亩高油酸油菜喜获丰收，农民正

在抢收。

全国油菜看湖北，湖北油菜

看荆门。2014年，湖北民峰油脂

有限责任公司牵手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栋

及团队，选择在荆门市掇刀区试

种了50亩高油酸油菜。

“高油酸油菜的油酸含量比普

通油菜高 10%以上，经济价值非

常高。它是推动油菜高质量发

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方向。”荆门

市农技推广中心总农艺师许强

说，高油酸油菜栽培技术和生长

期与普通油菜基本相同，但需要

连片种植，以免与常规品种混

杂，降低油酸含量。

为推动大面积种植，荆门市

出 台 扶 持 政 策 ， 实 行 市 、 县

（区）和油脂加工龙头企业各出资

三分之一的办法，对高油酸油菜

籽按每斤补贴 1 元的价格收购。

油脂加工龙头企业购买种子，免

费向农户发放，政府再采取以奖

代补的方式对企业进行补贴；油

脂加工龙头企业出资请农机，免

费为农户耕种，并为种植户补贴

部分化肥费用。全市采取“企业+

基地+农户”订单生产模式，实行

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等“七统一”

的方式进行高油酸标准化种植，让

农户省工省时，种植、销售无忧。

2021年秋播，掇刀区种植高

油酸油菜面积达到 7 万亩，占全

区油菜种植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荆门市2021年秋播种植面积达40

万亩，占全市油菜种植总面积的

五分之一，高油酸油菜种植面积

占全国90%。

记者 吴昊
通讯员 陈晓浩

行走在安徽省界首市顾集镇

于庄村，目之所及全是郁郁葱葱

连片种植的艾草。“长得好的，比

人还要高。”指着一旁的艾草基

地，顾集镇皖地龙家庭农场负责

人牛灵说。

2020 年，牛灵想种植艾草

时，心里有些“打鼓”。“我也只

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的。”牛灵

回忆，外出参观艾草种植基地

后，又到工厂里参观，她发现，

艾草的茎、叶经过加工成为艾

绒、艾柱，可以卖钱，于是她对

艾草种植有了信心。

回到村中的牛灵将所见所想

与村民分享，并流转 30 亩土地，

带头种植艾草。牛灵的最后一个

顾虑是“销路”，这同样是大部分

村民的顾虑。“就怕卖不出去啊。

农民种地辛苦一年不容易，种出

来砸到手里就麻烦了。”为此，顾

集镇皖地龙家庭农场与相关艾草

制品生产企业签约了收购保护

价，从而打消了村民种植艾草的

最后顾虑。

如今，于庄村村民找到了新的

增收渠道，村里也有了立得起来的

支柱产业。顾集镇皖地龙家庭农

场提供种植技术，同时承诺按市

场价回收。村集体将村民的零散

土地进行集中，整合后再将土地

交给公司耕种。最后，公司按照

当年艾草的种植效益与村集体分

红，实现农民增收、公司盈利和

农村集体经济壮大的三方共赢。

青青艾草不愁销 火红日子节节高

记者 牛新建
通讯员 肖琴玉

日前，在甘肃省渭源县庆坪

镇庆坪村的万寿菊种植基地里，

机车隆隆，挖坑、栽苗、盖土、

浇水，田间好一派热闹忙碌的耕

种图景。

万寿菊是提取纯天然黄色素

的理想原料，与传统的经济作物

相比，成活率高、病虫害少、田

间管理简单，是壮大村集体经

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项特

色产业。庆坪镇党委、镇政府积

极抓项目谋发展，引进万寿菊种

植产业，全镇实行统一育苗、统

一进行技术培训，待移栽时再分

发到农户手中，减少农户种植顾

虑，可采摘时再由村种植专业合

作社统一收购。

“镇政府先来‘打个样’！”

庆 坪 镇 党 委 书 记 李 尚 智 笑 着

说，“万寿菊是去年引进的，许

多农户没种过，不敢贸然行动，

今年镇上流转土地先种个 200

亩，等种植成功了，也算是给农

户吃下‘定心丸’，规模发展指

日可待。”

樊家湾村村民王文和说：“我

家平时只种点蚕豆，收入来源比

较单一。早先时候，镇、村干部

来宣传万寿菊，我们去年种了一

点，种植、管理都不复杂，今年

我要种4亩。”

近年来，庆坪镇结合全镇地

域实际，培育发展万寿菊等产

业。全镇将种植万寿菊 1500 亩，

涉及农户 450 多户，预计村集体

经济增收 35 万元，农户增收 140

多万元。

政府先来“打个样” 农民增收“不打烊”

政策扶持有力度 油菜种植高质量

记者手记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延平区把粮食生产当做“三农”

工作的头等大事，在稳定生产的同时，全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为了推广富硒稻，延平区派出科技特派员点对点服务合作

社，并成立了相关项目组。团队在提升粮食生产效益、带动荒地

复耕复种、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促进作

用，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还推动了闽北特色农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