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初晴。”当前，一幅美丽的“春耕图”正在江淮大地

徐徐展开，一大批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大批新型农机大显身手，推动“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助力夏粮稳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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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吴丽丽

2月24日，在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鲁

楼村，伴随着“嗡嗡”的机翼旋转声，一架

满载肥料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上空匀

速飞行。

“ 无 人 机 施 肥 就 是 好 ，既 可 以 定

量施肥达到精准均匀的目标，也

省 时 省 力 。”鲁 楼 村 种 粮 大

户夏宪策告诉记者。

自 2018 年开始，

夏宪策流转 800 多

亩 土 地 ，种 植 小

麦、玉米、大豆

等 粮 食 作

物。据其介

绍 ，他 以 前

喷洒返青肥，一个人一天也干不了几亩

地，现在用无人机一天能喷洒 1000 余

亩地。

谈起无人机施肥，渠沟镇郭王村村

民徐振奋同样深有感触。以前每逢施

肥打药，老徐就得身背喷雾器，在地里

一忙活就是好几天。

“现在不用‘肩上背’，改成‘天上

飞’了。掏一点服务费，我就可以放心

出去打工了。”老徐告诉记者。

渠沟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农技专

家李影说，经过近几年的推广应用，无

人机这一新兴农业机械被越来越多的

村民和种粮大户采用。

为抓好春季田间管理，该镇组织

15 名 科 技 特 派 员 到 各 村 查 看 小 麦 苗

情、墒情等，因地制宜对农民进行春季

麦 田 技 术 指 导 和“ 科 技 壮 苗 ”措 施 宣

传，通过短信、微信，把天气信息和技

术措施发送到农户手中，提前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做到早调查、早发现、早

预防。同时，开展农业机械使用技术

培训，指导农机手安全操作，抓好“促

弱转壮、稳壮控旺、化学除草、防治病

虫、防御倒春寒”等关键技术措施落实

落地，坚持日报告、周总结。

“镇里确保在田作物应管尽管、优

质耕地种足种满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农

业科技，助力农业增效，全力实现稳产

增收。”渠沟镇经济发展中心负责人孟

文丽告诉记者。

据其介绍，今年以来，渠沟镇积极

开展进村培训、科技下乡和科技咨询等

活动，培训职业农民、种粮大户、农机人

员、农技人员共 200 人，确保技术到户、

科技成果到田、技术要领到人，助推春

季种植提质增效。

“肥水跟得上，防好病虫害，再加上

农技人员的专业指导，今年又是个丰收

年啊！”夏宪策说。

植保无人机 施肥更轻松

■ 本报记者 罗 鑫
本报通讯员 吴 鹏

2 月 24 日，安徽省熙沣源种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周诚从宣城市区赶往

位于宣州区双桥农批市场的公司营

业部。他最近很忙，批发商、种植

户纷纷来公司购买种子用于春耕

生产。与此同时，宣州区农业农

村局工作人员正在例行开展种

子市场检查。

“春耕生产，农资先行，种子

更是重中之重。我们正在开展种

子发芽试验工作，一定会严把种

子质量关。”周诚对宣州区农业农

村局工作人员说，“从近期进行的成

品 种 子 发 芽 实 验 来 看 ，发 芽 率 都 在

90%以上，全部达到了国家标准。”

为保障宣州区农资质量，该区农业

农村局工作人员奔赴各乡、镇、办事处

开展农资检查，抓好市场监管。

“我们组织人员开展春季农资打假

专项执法行动，重点检查种子品种审

定、授权、假劣农资、禁限用高毒农药等

情况，保证农民买到放心种子、放心农

药、放心化肥。”宣州区农业农村局执法

大队副队长贺亮说。

位于宣州区寒亭镇的宣城市国强

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在开展春耕备

耕工作。今年，该合作社提早谋划行动，

继续开展再生稻“一种两收”和“油稻稻”

水旱周年轮作模式等新技术应用，发展

优质杂交水稻新品种订单化生产。

“我们经常和宣州区种植业局专家联

系，向他们请教种植技术，保证农资使用

落在实处。”该合作社理事长李国强说。

“国强合作社常年用工 30 余人，外

加零散用工，充分利用了闲散劳力，带动

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合作社重视种粮水

平的提升和示范带动引导，并在粮油生

产关键时节，召开由周边种植大户参加

的现场观摩会、培训会。示范人次150人

以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宣

州区种植业局粮油站站长黄磊说。

为确保春耕生产有序进行，宣州区

共调运储备水稻种子 270 万公斤，占全

年需求量的 90%；玉米种子 5.4 万公斤，

占全年用种量的 90%；各类蔬菜种子 18

万公斤；库存和调进化肥总量 0.75 万

吨；储备农药 1290 吨，充分满足全区春

耕农资需求。

严把质量关 农资有保障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2 月 23 日，固镇县农业农村局组织

的“送技到田头”活动走进杨庙乡任胡

村，工作人员现场对种粮大户任启良的

麦地开展化学除草技术指导。

“根据当前小麦苗情，气温达到8℃，

就可以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用药。”固镇县

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高仕朋告诉记者。

当前正值小麦返青期，也是抓好小麦

春季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的关键

时期。该县成立2个县级技术指导组，分

片包干，开展技术巡回指导；各乡镇分别

成立相应指导队，深入田间地头送服务。

任启良家的数千亩小麦绿油油一

片，麦苗长势喜人。

“小麦要丰产，三分种，七分管。按

照农技人员的指导，我们小麦田管主要

以控旺促弱转化、防病治虫除草为重点，

目前需要追施返青肥的地块已经全部追

施一遍，正在推进除草、病虫害防治措

施。”任启良告诉记者，今年一类、二类苗

好于往年，他对午季丰收充满信心。

固镇县是皖北产粮大县，目前冬小

麦在田面积 122 万亩。由于前期低温

天气较多，部分田块遭受冻害，麦苗出

现发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该县农业

农村局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技术指

导组，因地因苗施策，根据不同苗情，分

类指导田管工作。

“我们制定分类技术指导方案，组

织县乡两级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加

大苗情墒情病虫情监测频率，开展分类

指导，对一类、二类苗适当推迟追肥；对

受冻苗、三类苗等追施尿素，促弱转

壮。接下来，根据麦田杂草发生

情况，适期化除，小麦拔节后重

点追施拔节肥。”高仕朋说。

在固镇县刘集镇刘集

居委会崔庄组，镇农技员

徐家忠耐心地指导村民

王天宇田管技术，特别

叮嘱小麦生长关键节

点。得益于农技员及

时上门指导，王天宇家

的 16亩小麦安全越冬。

目前，固镇县共组

织县乡农技人员、科技

特派员 200 多人，科学指

导田管工作。

“ 我 们 还 将 依 托 县 农

广校的‘专家课堂’‘线上课

堂’，开展增产提质、防灾减损

和 重 大 病 虫 害 防 治 等 技 术 技 能

培训，为夏粮丰产丰收打好基础。”固

镇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送技到田头 丰收有盼头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这是一个土壤墒情检测点，下面

埋了传感器，通过手机扫码，就可以知

道不同土层中的水分和温度。”2 月 20

日，在涡阳县店集镇宋牌坊村的麦田

里，农技专家戚从清正在指导种粮大户

宋来宝，运用手机连接管式无线墒情监

测站查看土壤墒情，根据土壤墒情检测

点提供的数据，为田管提供科学指导。

去年以来，涡阳县在全县范围内建

设 5 个土壤墒情检测点，为种植户提供

精准的土壤数据。

“通过手机扫码检测土壤旱情，及

时浇灌不耽误田管，现在小麦长势良

好，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宋来宝查

看手机数据后高兴地说。

“按照 10 万亩建设 1 个土壤墒情检

测点，全县已建设 5 个。今后，每年建

设 5 个检测点，4 年后实现 230 余万亩

耕地全覆盖。”涡阳县农技推广中心土

壤肥料工作站站长刘加廷说，该县土壤

墒情检测将逐步实现数字化，更加精准

地为农户服务。

“以前种地靠经验，只能凭眼睛来

观察农作物长势，然后再用手扒开土壤

来判断是否干旱。”宋来宝对记者说，随

着技术进步，农技专家到田间取土，带

回烘干后，通过仪器检测土壤水分，再

依据检测情况通知农户采取下一步田

管措施。

“农技专家取土测数据，虽然精准，

但是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刘加

廷说，现在手机与检测站联网后，农户

在家里就能实时查看土壤的水分和温

度，既精准又及时。

去年，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宋来

宝种植的 3000 亩小麦亩产超过 900 公

斤，秋季玉米和大豆也喜获丰收，成为

远近闻名的种粮“状元”。如今，依靠无

线土壤墒情检测点，他可以通过手机实

时了解土壤数据，再加上科技种植，今

年小麦亩产争取达到 1000 公斤。

今年立春以来，涡阳县组织 170 余

位农技专家、400 多名科技特派员分赴

各乡镇，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

田管，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助力夏粮高

产稳产和农民增收。目前，该县 185.25

万亩冬小麦长势良好，春季田管工作正

在有序开展。

扫码测墒情 精准又及时

■ 本报记者 周连山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种田变

得更轻松。”2 月 23 日，贾兴柱一边调试

新改进的秧床一次性成型机，一边向记

者介绍。贾兴柱是来安县施官镇张储

村赵庄村民组的皖苏农业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负责人，这段时间公司正围绕育

秧全程机械化，对原有的育秧系列机械

进行改进优化，使其更加方便快捷。

记者看到，生产车间里摆满了旋耕

机、插秧机、收割机、植保无人机等不同

种类、不同型号的农机农具。机器轰

鸣，贾兴柱和工人们不停地忙碌着。

今年 49 岁的贾兴柱是位“农机达

人”，曾先后获得“来安县‘十佳’科技英

才”“安徽省农机一线‘土专家’”等多项

荣誉。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2012年至今，贾

兴柱先后研制或改进了多款新式农机农

具，有的还获得国家专利证书。他攻克

了印刷播种机断纸、叠盘等技术难题，解

决了育秧过程中播种不匀、运输不便等

问题；他利用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研发了

电动遥控轨道运输车，解决了秧盘等物

品人工搬运费时、费力、成本高等问题；

他研制的新一代旋耕、播种、施肥、开沟

等多功能一体机，不仅提高了作业效率，

播种误差率也大幅降低。

目前，他正在开展插秧覆膜一体机及

节肥减药机械设备的研发前期准备工作。

“这段时间，来合作社洽谈育、插秧

托管服务的农户不断。”贾兴柱告诉记

者，目前，他成立的苏皖农机专业合作社

成 员 达 116 人 ，拥 有 各 种 农 机 183 台

（套），对外开展耕、种、管、收等全周期社

会化服务工作，年作业面积 9万亩（次），

辐射 900多个农户或种植大户。合作社

还做好农机农艺的融合示范工作。

“眼下，合作社农机农艺融合示范

基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推

进。我们要把好项目建设的质量监督

关，为下一步合作社的无人农场建设打

下良好基础。”贾兴柱告诉记者，无人农

场科技含量较高，人在办公室遥控指

挥，就能实现耕、种、管、收等全过程无

人驾驶作业。他们争取

把 示 范 基 地 打 造 成

农机农艺融合、

智能智慧作

业 的 无 人

农场。

研发新农具 服务全周期

■ 罗 宝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江淮大地

处处可见农技人员田间指导，广大农民

施肥除草、修枝育苗、购机育种的繁忙

景象。一年之计在于春，打好全年粮食

生产的首战，为全年的好收成奠定基

础，为稳增长、增信心提供支撑。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抓

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并强

调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

以上。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强化科

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的提升来促进产量和效益提升。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完善基

础设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

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必须加强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耕地保护和用途

管控，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

设施建设，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我

省各地结合“小田变大田”“大托管”改

革，对农田进行大面积改造提升，农业

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吨粮田创建、大豆

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设施农业建设等得以顺利开展，

为粮食丰产丰收夯实了基础。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推进

制度创新。“藏粮于地”还包含土地制

度的创新。近年来，我省各地发扬改

革 创 新 精 神 ，以 土 地 制 度 改 革 为 牵

引，吸引资本、人才、信息、科技、服务

下 乡 ，推 进 了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让土地潜能释放，让农村活力迸

发。随着城乡融合步伐不断加快，生

产要素资源不断投向“三农”，土地制

度创新的效应将进一步凸显，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振兴的好经

验和好做法将进一步涌现，从而在制

度层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强化科

技装备。无人机施肥洒药、卫星定位精

准耕种、工厂化育秧、水肥一体化、无土

栽培……我省各地新型农业机械和农

业技术不断涌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投身其中。随着“两强一增”行动

计划的持续推进，农业技术员、科技特

派员将大有用武之地，新型农业科技将

得以推广，农业科技装备将得以提升，

从而加快推动“藏粮于技”落实落地，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本版策划：记者部

稳粮拼开局 科技备耕忙

◀ 2 月 25 日，在黄山市徽州区农资经营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正在检查

农资产品。 本报记者 潘 成 摄

◀ 2 月 24 日，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种粮大户正在选

购高效、适用的农业机械，为春耕生产做好准备。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梅建广 摄

2 月 18 日，蒙城县小辛集乡农民利用自走式喷雾机为小麦

防治病虫害。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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