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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节气临近，广袤田野上，生机
盎然的春耕画卷正由南向北徐徐展
开。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各地及早
落实各项举措，加强对农民技术指导，
着力稳面积、增单产，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绿色发展，为做好全年粮食生产
夯实根基。

粮食播种面积力争17.7亿亩以上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
庆丰镇，时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育秧
中心十分忙碌，浸种、催芽、覆土等环
节有条不紊进行。“通过工厂化育秧，
不仅育秧成本低、质量好，育秧时间还
比传统人工育秧缩短7至10天。”合作
社负责人季孟加介绍，目前合作社已
接到早稻育秧订单8000多亩。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食播种面
积，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
高单产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
亿斤以上。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在河
北衡水，500余万亩冬小麦已进入返青
期；在江西赣州，油菜花开正盛；在广
西贵港，农民育秧备耕一片繁忙。

“目前全市冬小麦长势良好，土壤
墒情充足，大部分地块土壤相对含水
量在 75%到 80%左右，能够满足小麦
返青期生长对水分的需求。”衡水市农
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李欣华说，有
关部门抓好农机深松作业，提早预防
病虫草害，加强测土配方、精准备肥、
直通式气象服务，保障春耕生产顺利

展开。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

全国冬小麦一二类苗比例89.3%，同比
高 1.1个百分点，比常年高 2.6个百分
点。据 3月 13日最新农情调度，全国
早稻已育秧 32.6%，已栽插 3.2%，北方
春小麦已开始播种，预计4月上旬东北
开始中稻育秧、“五一”前后玉米大豆
大面积播种。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
重点抓好稳面积、提单产、优服务、强
政策等工作。今年要努力把粮食播种
面积稳定在 17.7亿亩以上，集成组装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重点推
广密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措施，大力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补助水平，实现全国三大主
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全
覆盖。

深入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农业稳产增产，科技是关键。
“一定要及时清沟沥水，防止根系

冻伤，并追施肥料。”在江西省赣州市
石城县小松镇千亩油菜基地，县农业
农村局农技员杨炳一直在指导农户做
好油菜抗寒工作。为降低低温多雨天
气对3万多亩油菜的影响，石城县组织
了 1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做
技术指导。

返青后适时镇压，因地因苗分类
管理，科学肥水运筹，做好干旱、倒春
寒等防控……近日，在衡水市枣强县
恩察镇的节水优质小麦麦田里，县农
技站站长详细讲解了麦苗生长特点和

管理建议。
为更好将试验田、示范田产量转

化为大田产量，农业农村部 2023年启
动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
动，把各类单项增产技术措施组装起
来，覆盖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
全链条全环节，提供综合性技术解决
方案，今年将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在主
产县整建制推进。

好技术真正让农民用得好，需要
绵绵用力、持之以恒。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
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加强农业社会
化服务平台和标准体系建设。

各方力量正在汇聚。近日，在宁
夏、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区，先正达
集团中化农业MAP（现代农业技术服
务平台）围绕播种、耕作、施肥等关键
环节组织春耕技术培训 1000余场，参
与农户超过 2.8万户；在湖北荆州，全
国农技中心联合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等
单位举办2024年百万农民科学安全用
药培训启动会，将全年围绕大面积单
产提升、重大病虫害防控、现代植保机
械应用等开展培训；农业农村部遴选
发布高产稳产、耐密抗倒等主导品种，
精密播种、水肥精准调控等主推技术
296项，为春耕备耕提供有力支撑。

七部门联合部署确保农资质量

春季农业生产，种子、化肥、农药
等是重要保障。

不久前，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戴
坊镇农民邹永豪一大早赶到集镇的农
资店，详细询问优质早稻品种和农药、

化肥价格。
“农事时间紧，我需要 600多斤早

稻种子，和公司谈好数量和价格，他们
会送货上门。”邹永豪说，县里对早稻
种植大户和稻田“单季改双季”扶持力
度大，他对今年种稻有信心。

农时不等人。在贵港市芭田生态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伴随着机器轰
鸣，一袋袋肥料被打包下线、装车运往
各地。“每天 30多辆车到公司装货，生
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天生产超 2000吨
肥料，保障化肥及时供应。”公司负责
人余一清说。

在春耕备耕关键时期，农业农村
部等七部门近日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
农资打假新措施新办法。其中，农业
农村部派出 10个调研指导组分赴地
方，组织各地开展大排查，采取针对性
的治理措施，着力整治农资“忽悠团”
进村兜售和网络非法售种等违法违规
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将化肥
产品纳入民生领域“铁拳”专项执法行
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指导供销
合作社系统农资企业进一步完善农资
质量管理制度。

据农业农村部农资保供专班调
度，截至 3月 13日，省、县两级化肥下
摆到位率分别为 82.3%、70.2%，主要
化肥品种供应稳定，能够满足春耕用
肥需要。

放眼生机勃勃的大地，农民在田
间抢抓农时、辛勤劳作，工厂开足马
力、抓紧生产。人们种下一粒粒种子，
用汗水浇灌希望，共同培育新一年的
好收成。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春好正是耕种时
——各地春耕备耕一线见闻

新华社太原3月15日电 3月 14日
晚，一列编组 38节、满载 2500吨化肥的
专列，从山西稷山站驶出，开往东北粮食
主产区，以满足当地春耕播种用肥需求，
这也是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今
年开行的首趟化肥专列。

山西南部是重要的化肥产区，每年
有 200 多万吨化肥通过铁路运往全国
各地。

“今年东北地区客户需求急，化肥运
量较大，以往的铁路零散运输中间停站
较多，时间长，没法完全满足我们的需
求。”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现场负责人刘云峰说。

针对化肥企业提出的运输需求，
国铁太原局研究货物集中到达方向，

开行稷山直达沈阳方向的化肥专列，
途中不解编，运输时间也从 5至 7天压
缩至 3天。

太原铁路物流中心河津营业部负责
人赵东旭说：“为满足化肥企业运输需
求，我们全力调配车辆，优先取送、优先
挂运，为春耕农资运输专门开辟绿色通
道，组织开行专列，让运输时间缩短三分
之一以上。”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农业专
家表示，粮食作物播种时间的把控对最
终的产量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需要根据
多种因素最终确定，专列运输确保了化
肥第一时间运送到客户手中，对今年目
标地区春耕开好局、起好步发挥了积极
作用。

国铁太原局开行今年
首趟化肥专列保春耕

3月13日，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大庆车务段肇东站货场，工作人员
在装卸化肥。 新华社发

人勤春来早。走进辽宁省田间地
头，比拼农机技术、优选良种良技，种粮
大户正抢抓农时、比拼农技，在黑土地
上铺开新的画卷。

随着一声哨响，3米多宽的玉米收
获机，在狭窄的环形赛道内“穿针引
线”，直行、转弯、倒库，用分禾器摘下
不同高度的小环。日前，在 2024 辽宁
省职工农机装备职业技能大赛上，85
位农机手同台竞技，争夺今年的“辽宁
机王”。

38 岁的农机手赵剑是佼佼者之
一。记者见到赵剑时，他正在铁岭县蔡
牛镇靠山村忙着检修农机。农家小院
里，免耕播种机、玉米收获机、无人驾驶
拖拉机一应俱全。近年来，赵剑不仅自
己承包种植了 400亩农田，还加入了蔡
牛镇张庄农机专业合作社，每年为 3000
余亩农田提供农机服务。

耕地平坦、集中连片，是东北地区
农业生产的天然优势。辽宁省农业农
村厅数据显示，2023年辽宁省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3%以上，登记在
册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达 16 万
个。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扩大规
模化作业的同时，优选良种，勤学农技，
通过服务辐射更多小农户。

“科技服务春耕备耕启动仪式暨
送科技下乡活动”日前在铁岭市铁岭
县开幕。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联合相关
单位，展出了多个玉米、大豆优良品
种，大家围在种子展台前，根据自家情
况详细咨询。

逛一圈下来，来自铁岭县的种粮大
户王明奎手里多了几张宣传单。去年，
王明奎在专家指导下试种了玉米新品
种，好的地块一亩能打 1800 斤粮。“今
年，我还想找专家咨询一下，多选几个
好品种，多产些粮。”王明奎说。

种子展台右侧，一堂农技专业课正
在开讲。来自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的多
名专家现场授课，赶在春耕之前，就选
种、上肥、打药给种粮大户们释疑解惑。

45岁的郭勇早上 8点从 40多公里
外的开原市八宝镇赶来，就为了听这堂
课。好琢磨、爱研究的他，哪里有农技
培训哪里就有他的身影。这几年，郭勇
还考取了植保无人机操作证，为万亩农
田做田间管理服务。

农时不等人，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日
前印发《2024年全省粮食油料生产行动
方案》，明确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5303万亩以上，正常年景全省粮食产量
达到500亿斤左右，力争多增产。

为满足农户对农技的需求，辽宁省
农业科学院通过新媒体平台直播授课，
详细介绍适合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实际
需求的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的品种
40余个，并讲解相关配套技术 50余项，
在线观众达到85万人。

“现在讲究的是现代化农业，比的
不仅是规模，更是科技。”郭勇说，4 月
起将正式开始春耕，配好农机、用好农
技，做好充足的准备，今年秋天一定能
再获丰收。

新华社沈阳3月14日电

万户“争春”赛农技
——辽宁备耕一线见闻

3月12日，在重庆市永川区仙龙镇双星村的智
能育秧基地内，秧苗在水肥一体化系统的精心照料
下长势喜人。 新华社发

3月9日，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技术人员杨亮亮操作植保无人机给冬小麦施肥。新华社发

3月15日，在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
谊分公司第五管理区的育秧大棚里，职工在进行水稻
育秧前的摆盘覆土作业。 新华社发

3月14日，两辆拖拉机在进行无人驾驶测试（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3月7日，农民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平溪
街道舞阳村管护土豆苗（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3月12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史召乡北高五村农民驾驶农机在麦田喷洒农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