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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后，粮食的重要性

愈加凸显。
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县，芮城连续 10 年荣获

“全国产粮大县”称号。全县拥有农业人口 28.9
万，耕地 90 万亩，年种植粮食作物 90 余万亩，总
产 3 亿公斤以上。2020 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91.05 万亩，总产实现历史性跨越达到 3.98 亿公
斤；水地小麦以 734.1 公斤单产刷新了我省水地
小麦单产纪录，旱地小麦以 371.4 公斤单产跨上
了 新 台 阶 ，规 模 种 粮 以 600 亩 连 片 平 均 单 产
610.2公斤创造了辉煌。

3 月 8 日，记者前往芮城，通过采访农业专
业人士，实地走访农户、合作社等，试图解析芮
城粮食生产连年大丰收的密码，探寻芮城粮食
生产一年一台阶、连年获丰收的妙策。

藏粮于“地”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车辆驶入永乐镇蔡村，经过弯弯曲曲的羊
肠坡路，行驶大约 15 分钟后，我们站到了该村
村北梯田的最高处。

“ 这 里 属 于 黄 河 二 级 台 阶 ，光 热 资 源 丰
富、土壤质地良好，但一直以来，由于没有像
样的道路，大型耕作机具无法进地作业，老百
姓地里种的东西运不出去，尤其是水利条件
落后，只能靠天吃饭，农作物产量不但低，而
且还根本没有保障。”芮城县农业农村局农机
农建股股长杨泽琦介绍道，今年他们在这里
实施千亩宜机化高效节水高标准农田项目，

“工程于去年 9 月 25 日正式启动，预计今年 5
月份竣工。项目实施内容不仅有通往田间的
宽敞水稳路，还更新了原有深井的扬水设备、
铺设了输水管道，还在种植集中连片区域建
设 500 亩 的 喷 灌 节 水 示 范 区 ，老 百 姓 听 说 水
的问题解决了，撂荒的梯田上今年全都种上
了小麦。”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建分
水阀，机耕路已经铲平了。杨泽琦说道：“很快
我们会将道路硬化成水稳路，方便大型机械上
来作业。”

在我们目光所及之处，是一块块田垄大小
不一、形状各异已经返青的麦田。往南望去，黄
河如一条衣带般向远方蜿蜒。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而高标准农田建设给
老百姓带来的则更多。

“我家在这块梯田有 3 亩地，往年种的就是
麦子，主要是靠天吃饭，一亩地也就能产二三百
斤粮食，劳烦一顿，收入很少。听说建了高标准
农田，不仅作业方便了，关键是庄稼能及时浇上
水了，产量就有了保证，我们都很期待。”蔡村村
民李战朋言谈间掩饰不住的兴奋。

李战朋家共有 7 亩耕地，其中旱地 3 亩、水
地 4 亩 ，水 地 小 麦 产 量 每 年 亩 产 都 在 千 斤 左
右。现在，3 亩旱地也要变成水地，这几亩地
的产量眼看就要翻番了，他心里别提多高兴
了。

像李战朋一样受益的，在蔡村，还有其他
200 多户村民，他们在梯田的地多的有十几亩，
少的也有一二亩。

“高标准农田建好后，会改变这里的农业基
础设施条件。原来的一年一季靠天低产田将变
为一年两季保收田，农民的收入、粮食生产更有
保障了。”蔡村村委会副主任李佐民无不憧憬地
说道。

“藏粮于地”，土地作为粮食安全的最根本
资源，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是重要抓
手。

“ 截 至 目 前 ， 我 县 已 经 建 成 高 标 准 农 田
34.1 万亩，正在续建的有 3.8 万亩，‘十四五’
期间，我们还要建成 30.7 万亩。到‘十四五’
末，全县将建成高标准农田 68.6 万亩，覆盖粮
食生产功能区划定的 58.68 万亩的每块地。到
那时，一季一千斤、两季一吨粮的高标准农田
每年可产粮食 6.86 亿公斤，将比目前粮食的总
产增长近一番。”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任翮
介绍道。

除了抓高标准农田建设，芮城县还努力抓
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和耕地质量提升工程。通
过一系列的工程建设，耕地地力提高了 0.5 个—
1 个百分点，产能提升了 50 公斤—100 公斤。“藏
粮于地”发挥出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藏粮于“技”

用现代科技支撑粮食产能

技术赋能、科技同行。
保障粮食安全，增加粮食产量，不仅生产条

件要好，还要向高科技、新科技要单产、要品质、
要效益，农业实用新技术的集成应用是粮食安
全的重要支撑。

记者在芮城县陌南滩涂地一带了解到，该
镇夭头村一村民在 2019 年盲目引种“新麦 26”
种植 40 余亩，因为不适宜当地气候条件，遇到
倒春寒，冻害十分严重，每亩最后仅收获 500 余
斤，较同类田块其他品种减产 40%以上，减产损
失 2 万余元。同村另一村民去年盲目引种“吨
麦”种植 200 余亩，因为不适宜当地气候，单产
仅 800 余斤，与同类田块的其他品种相比单产
低 100 余 斤 ，与 当 地 规 模 高 产 1200 斤 相 比 低
400斤，少产粮食 8万余斤，少收入近 10万元。

芮城县农业农村局技术站站长李峰潮现场
查看后，心痛不已，说这就是不懂科学、不用科
学的结果，农户一定要信科学、学科学、懂科学、
用科学。以后要种还是种农业部门推荐的良
种，这才能保证丰产丰收啊。

“种庄稼不用学、人家咋干咱咋干”的年代
早已成为历史，现在在芮城，学技术、用技术、按
照技术专家提供的方案进行生产已经蔚然成
风。

芮城县农业农村局与时俱进，不仅充分用
好电视、大喇叭、报纸等主流媒体，还利用微信
平台，专门建立了“种粮大户微信群”，根据农事
季节、作物长势、气候条件等及时指导麦农进行
针对性管理，从而确保了种在田、收在人。

在小麦播种前，县农业农村局技术站就及
时制定《小麦播种技术意见》，不仅为麦农提供
了适宜当地的优质高产品种，而且集成了播种
技术、播种时间、播量，施肥配比，还有播后管理
等一套完善技术。在春节前就制定宣传了《小
麦春季管理技术意见》，根据今年的特殊气候，
引导群众早动手、早管理，促苗早发。据李峰潮
讲，今年全县小麦管理较往年提前了 20 余天。
截至 3 月初，全县 38 万亩水地麦田已经全部完
成灌溉，较往年提前了近一个月，为小麦早返
青、早生长、奠定丰产苗架打下了坚实基础。

提起科学种田的好处，陌南镇夭头村村民
陈钻康有说不完的话。

“只有科学种地，才能在地里挣更多的钱。
现在，县农业农村局在我们村建设了集病虫害、
温湿度监测等于一体的农业物联网系统，还派
专家对村民在土地施肥、庄稼病虫害防治等方
面进行指导，积极引导大家科学种地，提高效

益。”陈钻康说，农民现在科学种地的积极性比
较高，因为大家都看到了科技投入的高效益。

“ 以 前 种 地 ，大 家 都 施 化 肥 ，一 亩 地 施
100 斤—150 斤化肥，大约需要费用 130 元；去年
农业农村局在我们村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技
术，合理科学配比肥料，只需约 100 元费用，而
且土壤不板结，还养地，增加了土地肥力，今年
农业农村局又在我们村推广使用控失肥，还有
补助，每亩地少用了 20 斤肥料，少投入了 36 元，
从现在麦苗长势看，要明显好于往年。”陈钻康
接着说，“前几天，土地承包时，一亩地的承包费
用最高都到 700 多元了，就这大家还在抢着承
包地。我们村及周边村，承包了 500 亩以上的
大 户 就 有 七 八 家 ，承 包 500 亩 以 下 的 就 更 多
了。”

为推进实施化肥使用量负增长行动，推动
农业绿色发展，县农业农村局结合种植结构、土
壤测试数据和田间试验结果和本年度气象预
测，发布了《芮城县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
行动方案》和《芮城县 2020 年主要农作物科学
施肥指导意见》，以测土配方施肥为抓手，以推
广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新型肥料替代传统肥
料、机械化施肥替代传统人工施肥以及种肥同
播技术为着力点，大力开展化肥减量增效示范
推广。

“2020 年，我们共计完成化肥减量增效项
目 3 万亩，有机肥替代化肥 0.5 万亩。在陌南
镇、东垆乡、永乐镇等河滩集中连片区域，采取
生物有机肥+配方肥+秸秆还田种肥同播模式
进行补贴，项目区化肥用量减少 10%，利用率提
高 5%。”该局土肥站站长姚培发介绍。

姚培发说，2020 年全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覆盖面积 115 万亩，技术覆盖率达到 92%，全县
化肥用量为 1.99 万吨（折纯），化肥用量减少
2%，肥料利用率提高 1.5%，肥料利用率平均达
到 40%，化肥用量实现负增长，降低了化肥过量
施用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

“病虫草害”是影响粮食产量和品质的重要
影响因子。在病虫害防治上，芮城县以统防统
治与绿色防控相结合，农药使用实现连续两年
负增长。

“我们主要通过农业措施、物理措施以及化
学 措 施 ，坚 决 做 到‘ 两 提 前 ’‘ 四 替 代 ’，全 县
2020 年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在 50%
以上，统防统治比例在 50%以上，2020 年农药使
用量为 166.435 吨，比上年用药量减少了 1.986
吨，减幅为 1.18%，比前三年农药年平均使用量
190.174 吨减少 23.739 吨，减幅为 12.48%，农药
使用量实现负增长。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申报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芮城县农业
农村局植保站站长任照国介绍道。

在病虫害防治上，该县大力引导采用高地
隙植保机和植保无人机进行标准化作业，不仅

大幅度减少了农药的用量，提高了作业速度，提高
了防治效果，还减小了劳动强度和施药风险。化
学防控中，该县坚持绿色防控替代单一化学防治、
专业化统防统治替代小农户分散防治、现代高效
植保机械替代传统落后药械、新型高效安全农药
替代传统高毒高残留农药。

该县还在黄河滩地建成小麦病虫绿色防控及
农药减量增效示范区 3 个，累计建设面积 3000 余
亩，辐射带动 20000 余亩。示范区内，集成抗病品
种+播期拌种+化学除草+理化诱控+立体防控的
小麦全程植保方案，绿色防控覆盖率 100%，统防
统治比例 100%，化学农药减量 15%以上，亩均增
产 100公斤以上。

农业植保现代化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
也保护了麦农的生命安全。

藏粮于“机”

粮食生产的出路也在于机械化

一路走来，在宽阔的麦田里，不时闪过一个锄
草的农民的身影，或是一台正在麦田里作业的机
械……

踏进芮城县东恒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业的根
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几个大字首先映入眼帘。

合作社大院里，旋耕机、深松机、深翻机、植保
机、中耕施肥机，还有很多我们叫不上名字的农耕
机械，在安静地等待主人派活。

“ 院 子 里 一 共 有 十 几 个 种 类 、56 台 机 械 。
2010 年合作社成立，现在有 220 多户社员，主要从
事庄稼耕、种、管、收‘一条龙’作业和土地托管服
务。”合作社理事长张东东介绍道，合作社的业务
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县，主要区域是陌南镇、东垆乡
和古魏镇。农时错开的话，还会承揽河南、陕西、
甘肃等地的农活。

陌南镇湾里村村民阴耀宗是东恒农机专业合
作社的客户之一。

“我在黄河滩承包了近 100 亩滩地种小麦，这
两年机械化程度更高了，除了浇地，打药、耕、种、
收全程机械化，几个小时就全面收割完毕麦子入
库，当天就能全部种上。不用雇人，我一个人就行
了。”66 岁的阴耀宗直感叹“变化太大，这在以前，
想都不敢想”。

阴耀宗回忆道，以前，农耕机械还没有普及的
时候，他在黄河滩承包了 20 亩地。平时的管理，
不仅需要全家人一起参与，农忙时还需要雇人。

目前，东恒农机专业合作社已承包了 70%滩
地的农活。在秸秆旋耕农忙时节，社员还会通宵
干。合作社依靠地域优势、技术优势和农机资源
优势，改变了当地的种植传统，优化了现代农业结
构，荣获“2020 中国农机行业年度合作社农机化
杰出服务奖”。

芮城县农机发展中心主任张鹏军介绍，芮城
县是“全国农机平安示范县”“全国主要农作物生
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山西省率先实现农业机械
化综合示范县”。全县机耕、机播、机收面积分别
达到 86 万亩、89.55 万亩、87.75 万亩，实现了主要
农作物机械化耕种管收及收获后处理“一条龙”作
业模式，促进农机农艺深度融合。

全县农机总动力达到 36.8 万千瓦，大中型拖
拉机、联合收割机保有量分别达到 2865 台和 861
台，拖拉机配套农机具达 8334 台（套）。新机具自
走式高效植保机械 62 台，粮食烘干设备 13 套，无
人机 10 架，大型农田节水灌溉喷灌机械 5 台，基本
农田整地机械激光平整机 7 台。建立了智慧农机
平台，大型机车安装卫星监控设备 250 台（套），使
智慧农机充分应用到农业生产中。

该县还建立了万亩小麦——玉米连作生产
全程机械化示范区 2 个，建立了 1 个国家级农机
专业合作社，4 个省级示范农机专业合作社，实
现了农机合作社乡镇全覆盖。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农机操作手）580 余人，为全县农业生产培育
了科技带头人。

藏粮于“智”

为粮食生产装上“智慧大脑”

东垆沿黄滩涂小麦生产区是芮城县目前规模
种粮即种粮大户最为集中的区域。经营耕地种植
粮食作物面积单季在 50 亩以上的大户就有 120 余
户，种植规模大户胡天妮 2020 年种植小麦 623 余
亩、玉米 623 余亩。2020 年 6 月，市农业农村局组
织 7 名专家实收测产平均亩产 610.6 公斤，创造了
规模经营高产高效的典范。

来到东垆乡滩涂小麦高质量发展标杆项目
区，在项目核心区映入眼帘的是麦田里一排排竖
立的铝合金水管，头部是一个可以左右摆动的喷
枪。胡天妮告诉我们，这是他今年才投资建设的
800亩高效智慧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智慧农业一马当
先。

胡天妮说：“项目建成后，800 亩地里将安装
500 个传感器，及时监控田间的土壤温度、土壤墒
情、土壤肥力、空气湿度、温度、风力等，将数据反
馈回中央系统，根据田间监测数据。结合作物需
水需肥规律，采用手机 App 或者控制程序指挥深
井和灌溉设施、配肥设施运行，实现按需给水、按
需给肥，达到精准施用的目的。”

“建成后，不仅能提高土地利用率 10%左右，
节水 50%以上，减少化肥 30%左右的使用量，还能
增加土壤透气性，大幅度减少人工投入，有效提高
灌溉覆盖速度。”胡天妮高兴地说。

胡 天 妮 给 记 者 算 了 一 笔 账 ，今 年 在 种 植 的
800 亩麦田投资近 180 万元，其中自筹资金 126 万
余元，全部安装了固定式喷杆涡轮喷灌设备，实现
了智能监控、自动化控制、水肥一体化灌溉。目前
主体工程已经完成，智能设备在操作间建设到位
后安装。通过在越冬前喷灌补水促进了小麦生
长，实现了因施工影响播期推后而形成的弱苗的
转化升级，使弱苗由越冬前的三类苗转化为一类
苗。经计时核算，亩喷灌 24 立方米/次、费用 2.4
元，全生育期喷灌 4 次，仅需用水 100 立方米—120
立方米/亩，成本 9.6 元—12 元/亩，亩可节水 200
立方米以上，节支 90 元/亩左右，亩节约灌溉用工
0.5 个，节约劳动力成本费 50 元。结合水肥一体
化按需供肥，提高肥料利用率 20%以上，亩节约化
肥 10公斤、节支 30元/亩。800亩麦田仅节支就达
13.6万元。

东垆沿黄滩涂是山西省小麦高质量发展芮城
基地建设标杆项目高效节水标杆项目区暨农产品
安全创建生产基地。胡天妮的 800 亩地就在其
中，项目区建成小麦 8088 亩，占到滩涂总小麦播
种面积 2.2 万亩的 36.76%。其中试验对照展示区
80 亩，核心区 508.49 亩，示范区 7500 亩，辐射区
8000 亩。项目建设以智能节水、节肥为主要突破
环节，通过项目建设，旨在引导粮食生产走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节约成本、优质高效的道路，改变传
统的大水漫灌、盲目施肥、品种混杂、品质均一性
差的生产短板，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进而实现播种
统一、品种统一、用肥统一、技术统一、病虫害防治
统一和收获销售统一“六统一”。

“我们要把小麦高质量发展标杆项目作为黄
汾百万亩粮食优质高产高质示范基地芮城段建设
的有力抓手，开创粮食生产新局面。”芮城县委副
书记、县长尚玉良说。

目前，核心区 508.5 亩固定喷杆涡轮式喷灌已
经全部安装到位，示范区 200 套简易移动式涡轮
喷杆喷灌也已经有 150 余套投入使用。截至目前
已完成麦田喷灌万余亩，节约用水 60 万余立方
米，节约投资 40 万余元。3 月 10 日，央视对芮城
县“智能科技”助力春耕春管进行了相关报道。

“我们要持续扛起粮食安全重任，强化基础、
科技、农技和组织‘四轮驱动’，推动粮食生产由传
统向现代转型，打造‘山西面食 运城面粉 芮城
生态小麦’品牌，让粮食安全有保障，粮农生产有
收益。”芮城县委书记张建军如是说。

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芮 城 看“ 藏 ”
本报记者 范 娜 李 斌

观 察 提高粮食供给保障能力

东恒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在为附近村庄的小麦追肥 本报记者 范 娜 摄

在 2020 年 12 月召开的郑州中国甘薯博览
会上，河津山农农业科技公司一举斩获多项殊
荣。该公司的甘薯脱毒原原种育苗技术得到了
大众的一致认可，目前，首批原原种甘薯试管苗
通过移植进入大棚，长势喜人。

甘薯在长期种植过程中极易受到病毒的侵
染，并代代相传，最终导致品种退化，全国每年
因此损失达 40 亿元以上，如何扭转这一局面？
在河津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河津山农农
业科技公司董事长任英杰经过多年的试验，成
功创办脱毒甘薯苗工厂，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今 年 51 岁 的 任 英 杰 是 河 津 市 樊 村 人 。
1995 年，他高中毕业后主动进入设施农业领
域，多次外出取经，大胆引进大棚无土栽培技
术，并进行试验推广。2015 年春，他再次扬帆
起航，自建脱毒红薯繁育基地，新建 8 个共 5000
平方米的育苗大棚，两个大型储窖，引进了日本
红东、秦薯系列、济薯系列等多个良种进行繁

育。短短三年时间，他自培自繁，累计向国内市
场提供各类脱毒优质红薯苗上千万株，直接增
产商品红薯上万吨。英杰脱毒红薯家庭农场成
为晋南最大的优质红薯苗供应基地，他也被业
内人士誉为“河东薯王”。

传统育苗设施投资大，历时长，栽培季节又
适逢春旱低温，影响成活率，2017 年，任英杰打
破常规育苗模式，投资 50 万余元，按省级标准
建起了自己的组培实验室，对甘薯的育种方式
进行改良和优化。历经三年的努力，目前已熟

练掌握甘薯茎尖组织培养脱毒原原种全程技
术，成功培育出各种脱毒优质薯苗 20 多个系列
品种，涵盖甘薯产业开发各个领域，年育苗达
300 万株以上。除了满足本地市场外，每年外
销脱毒薯苗 150 余万株，买家遍布全国各地。
2019 年，任英杰注册成立了山农农业科技公
司，以脱毒组培实验室为研发龙头，带动农户发
展脱毒良种生产基地、高端优质商品薯生产基
地、烤薯及加工专用甘薯生产基地。目前拥有
3 个组培实验室（1000 平方米），16 个日光温室，

10 个春秋大棚，面积 17 万平方米。他研究出的脱
毒微组织直播技术、新型甘薯药茶制作方法、甘薯
新型育苗方法等新型技术，目前正在申报国家专
利。

从 2020 年开始，任英杰主抓脱毒原原种试
验工作，成功培育出试管苗、脱毒微型薯、原原
种 薯 等 。 脱 毒 原 原 种 微 型 薯 ， 单 个 重 10 克 左
右，拥有 10 个以上芽眼，涵盖了试管苗的所有
优点，同时具有体积小、量轻、芽率旺盛出苗
多、耐存储等固有特点，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达

70%以上。每亩定植 4000 株苗，用 10 斤左右微
型薯育苗就可以满足需求，大大缩减了甘薯育苗
时所需要的种薯量。经检测，其生产的脱毒原原
种微型薯的脱毒率高达 99.0%。根据测算，每亩
地平均可增产 2000 斤左右，同时还可以减少 100
斤以上的种薯投入。目前，该公司年可生产脱毒
种苗 2 万瓶，通过炼苗移栽可获得试管苗 12 万
株，再加上温室大棚快繁所得试管高剪苗，年可
生产 12 万斤脱毒微型原原种种薯，而这些脱毒
微型原原种种薯来年能满足 1.2 万亩的甘薯种植
需求。这一技术大大缩短了种薯培育周期，打破
了育苗的时间限制，首开国内甘薯脱毒原原种育
苗先河。

为扩大种苗辐射面，河津山农农业科技公司
开展线上线下服务活动，打破市场原原种苗垄
断，打造出全国性甘薯脱毒试管苗和微型薯直销
平台。目前产品已经销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
自治区。

河津打造全国一流甘薯试管苗生产基地
吴晓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