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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

夏至时节，正是“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也
是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夏种夏管的关键
时期。

6 月 19 日，全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现场
推进会在运城召开。来自农业农村部、全国农
技推广服务中心、四川农业大学等的专家学者，
以及河北、内蒙古、山东等地的农业农村部门相
关工作人员齐聚运城，通过实地观摩、技术培训
等形式，针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展开
了热烈的交流学习。

一个全国性质的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充分体现了农业农村部对山西、对运城工作的
关心和支持，更是对运城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那么，自 2022 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启动以
来，我市都进行了哪些积极实践，取得了怎样显
著的成效？

机具优种双到位

当天的全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现场推
进会上，参会人员先后前往山西董村农场有限
公司、山西红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虞乡基地、山
西滴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地观摩了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播种、夏播净作大豆示范田播
种以及农资农机装备展示。

在山西滴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资农机装
备展示现场，农哈哈大豆玉米间作精密施肥播
种机、河东雄风大豆玉米免耕施肥播种机、大疆
植保无人机、收割机具等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全程机械化的专业机具让人眼前一亮。

“今天我们展示的除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玉米、大豆播种、施肥、除草、控旺、灌溉、病
虫防控、收获等种植环节的全程作业机具外，还
展示了玉米和大豆专用品种、专用肥料、封闭除
草剂等农资。”山西滴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郭勇革介绍道。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稳玉米扩大豆的
有效途径。2022 年，农业农村部在 16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以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提高大豆产能。我市
承担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 12 万亩，占到
全省任务面积 82万亩的 14.6%。

作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的山西滴滴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号召，在盐湖区建设了 5
个农机装备站，拥有 300 余台套智慧农机，并配
套了带状复合种植全程作业机具，为全市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

发展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先进农机具研发
刻不容缓。

在习惯了小麦玉米两茬平作耕作制度且玉
米净作产量高、效益好的区域推广这一技术难
度较大，但早在 2021 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一结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就敏锐地
意识到，一场“硬仗”即将来临。

“我们提前联系了市域内河东雄风农机有
限公司、永济大旺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等农
机制造企业研制机具。2022 年春节假期结束
后，河东雄风就赶制出了样机，并在当年 4 月全
省春季农业生产现场会上作了展演示。”市农业
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徐隽铭说，随后，永
济大旺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等公司也相继研
制生产出各种模式的大豆玉米复合播种机具。

农机具研发诚然重要，种源保障工作也不

可忽视。
面对 2021 年华北最强秋汛造成的大豆合格

种子减产、2022 年全国大豆种植面积剧增的矛
盾，我市在 2022 年春节刚过就组织本地 5 家种
企定购种源。由于准备时间充足，不仅满足了当
年全市的大豆供种需求，还支援了兄弟地市。

2022 年，我市成立了运城市农业科学合作
研究院，将大豆特优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研究
列入攻关课题。近 3 年来，运豆 101、运豆 202、
运豆 303 等耐高温、高油优质品种相继育成，耐
盐碱大豆品种选育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种源、机具等物资方面充分的准备工作，
为顺利完成每年的种植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我市再次提前谋划，加大了高油大豆品种
的订购力度。预计 7 月 5 日之前，全市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工作将结束。

模式服务双创新

在董村农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观摩

点，一个在地里用砖块围起来的微缩版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5+4”模式演示，引起了参会人
员的浓厚兴趣。

今年，董村农场示范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 1000 亩，其中 500 亩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省级示范样板区。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5+4’模式，即种
植 5 行玉米、4 行大豆。大豆选用的品种是邯豆
13，玉米品种选用的是 MY73，采取分离式方式
播种。‘5+4’模式是晋南复播区的主推模式，也
是带状复合种植推广的创新模式。”董村农场农
贸经理史国良说。

在其他地区都推广“3+2”“4+2”主流成功模
式的同时，我市充分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
性，因地制宜创新推出了“5+4”模式，即把现有
玉米播种机具稍加改装，在实现一机两播的同
时，不仅依靠宽窄行种植实现了玉米的边行效
应，而且能够轻松做到两作分期播种，并做到了
大豆、玉米分别浇灌、分别施肥，有效解决了两
作的水肥需求矛盾，也有利于同一地块两带之
间的轮作倒茬。

徐隽铭说，“5+4”模式是充分发挥群众智慧

的技术本土熟化的积极创新。两年来，我市依
靠群众智慧，持续推进技术本土熟化，继“5+4”
模式后，“6+4”“4+4”等多种大豆玉米种植模式
均已成为本地的主推模式。

但每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背后必然也会
产生许多问题。

比如水肥需求矛盾，玉米是需水较多作物，
大豆浇水过多却容易无序生长，玉米需要高氮
肥，大豆需要低氮肥；比如复播区出苗问题，硬
茬播种玉米好出苗，大豆却不易出苗；又比如出
苗后的驱鸟问题，大豆好不容易出苗了，兔子、
野鸡、鸟又会把豆苗的子叶吃掉……

面对每年推广 12 万亩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的
新任务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我市成立了包括
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大豆、玉米栽培、植
保、农机等多方面的专家和市、县两级农技人员
在内的 34 人组成的专家指导组，连续 3 年，每年
分 3 批组织技术人员和种植主体进行播种机具
演示和关键技术的现场培训。

3 年来，专家组成员累计下乡指导 180 余次，
开展培训 30 余场次，培训 600 余人次，解决实际
问题 40余项。

充分的技术指导服务保证了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的效益。2022 年起，我市连续 3 年每年
承担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 12 万亩。2022
年 落 实 任 务 12.08 万 亩 ，平 均 亩 产 大 豆 53.2 公
斤、玉米 546 公斤；2023 年落实任务 12.083 万亩，
平均亩产大豆 65.8 公斤、玉米 564.1 公斤；均实
现了预定生产目标。

政策推广双保障

在山西红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虞乡基地夏
播净作大豆示范田播种现场，伴随着机器的轰
鸣声，一台现代化播种机在田地里匀速前行，精
准地将一颗颗饱满的大豆种子播撒入土。

山西红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虞乡基地夏播
净作大豆示范面积 125 亩，并建设了百亩高油大
豆——长豆 35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样板田。

当天，虞乡基地还筛选展示了汾豆 93、品
豆 22、晋豆 50、晋豆 53、运豆 101、运豆 303
等大豆品种，集成了大豆种子包衣、根瘤菌菌
剂接种、免耕覆秸、水肥一体等高产稳产轻简
栽培技术，配套推广了大豆专用播种机具、北
斗辅助驾驶系统、播种作业智能监测终端、水
肥一体合理调控系统，这些新技术在良种推
广、技术集成、绿色生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打造全省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样板田，毫
无疑问离不开政策保障。

在两年多的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推广实践
中，我市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但依然被两大
问题困扰，一是群众对种植效益的担忧，二是大
豆有价无市销售难的问题。

如何提升种植效益，保障农户的种植积极
性？我市积极联系各大保险公司，开设政策性
险种，普及政策性成本保险，积极开展产量保险
试点，充分发挥保险兜底保障作用，宣传引导群
众投保，解决大家的效益顾虑。

同时，我市强化组织领导，加大督导考核力
度和监管力度，保障各级补助资金的有效利用。

此外，我市联合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
大豆育种、栽培、植保等方面的专家，组建了运
城市大豆科技指导专家组，强化科技指导服务，
解决生产难题。

面对大豆销售问题，我市结合近年来当地
西瓜种植产业迅猛发展的实际，积极引导群众
压榨销售豆油，同时把豆粕销售给西瓜种植企
业，以解决“卖难”问题。

今年，我市又积极筹措高油大豆种源，从品
种入手帮助群众实现生产有效供给，试图彻底
解决销售困难问题。

同时，我市狠抓产业链条延伸，积极支持企
业进行品牌建设，不断延长大豆加工产业链，进
一步加大大豆销售力度。目前，我市已成为全
国最大的麻辣串加工产地，全市年大豆加工量
达 2.2万吨。

“2022 年是摸索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的一年，
2023 年是复合种植的提升年，今年是复合种植
的第 3 年，也是见效的一年。下一步，我们将在
示范引领大豆播期，适当调整旱地复合种植的
玉米密度、复合种植玉米带集成沟播技术等方
面进一步加大探索力度，使大豆玉米复合种植
技术更加成熟完善，从而实现更高的产量和更
优的种植效益。”徐隽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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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 娜

本报讯（记者 王新欣）近日，市市场监管局
召开全市市场监管领域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
条整治行动阶段性工作推进暨专班成员会。会议
通报了全市市场监管领域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
链条整治行动阶段性进展情况，对下一步重点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盐湖区、永济市、夏县市场监管
局作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清整治工
作的重要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
强做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工作
的紧迫感、责任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要结合岗位职责，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牵头
科室要进一步压实责任，把责任分解落实到各条
线、细化到各环节，确保每项任务都有人抓、有人
管。专班成员要认真履职尽责，狠抓落实，发挥统
一大市场监管的体制优势，加强沟通、密切配合、
形成合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要严格监
管执法，切实拿出工作成效。以查问题、办案子、
治乱象为目标，杜绝走过场和“一阵风”现象发生，
对督导检查和交叉检查发现问题要责令相关企业
尽快整改和纠正，对发现的案件要依法依规进行
查处，扎实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
取得实效。

市市场监管局

整治市场监管领域
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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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图① 全国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现场推进会上，参会人
员实地观摩山西滴滴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农资农机装备展示。

图② 董村农场的微缩版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5+4”模
式演示，引起了参会人员的浓厚
兴趣。

图③ 山西红日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虞乡基
地百亩高油大豆——长豆 35 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样板田打造
情况。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近日，万荣县在持续推进“千万工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乡村振
兴描绘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新画卷。

万荣县自启动“千万工程”以来，坚持全域整县推进，通过财政投
入、群众自发改造以及撬动社会资本等方式，累计投入资金达 8.8 亿
元。目前，已建成 215 个高品质美丽乡村，这些村庄不仅颜值高、气质
佳，而且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在“千万工程”的推动下，万荣县的乡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厕所革命、垃圾治理、污水处理“三大革命”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村
级集体经济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壮大，农民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大幅提
升。万荣县“千万工程”的持续推进，不仅让乡村变得更加美丽宜居，也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图① 临河村村民在村图书馆看书。
图② 坐落于黄河边的庙前新村。
图③ 乌停村乡邻中心。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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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县持续推进“千万工程” 打造美丽乡村新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