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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蹲点笔记

由一户到多户，由星星点点到

集中连片……从 2007 年开始，白

城市洮北区实施保护性耕作试

点，截至2022年底，全区保护性耕

作面积已达 76.3 万亩，占玉米种

植面积的69%。这不仅仅是简单

的数字变化，更是农民思想认识

的 跃 升 ，是 农 业 新 技 术 的“ 裂

变”——

保护性耕作在洮北
□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夏日乡村，处处是蓬勃生长的
姿态。

5月29日一大早，白城市洮北区
青山镇生产村一组的郭晓光，走进自
家门前整秆覆盖的保护性耕作地块
里，眼瞅着4公顷多玉米苗沐浴着阳
光雨露茁壮生长，脸上挂满了笑容。

“你看，包括我们生产村在内，
这周围十里八村实施保护性耕作
的户数可不少！说起来，最早接触
这个‘新鲜’事物，村里绝大多数人
都觉得，啥保护性耕作？留着满地
苞米茬子能种好地？你别听外人
瞎说。”回想起当年接触保护性耕
作的情景，郭晓光记忆犹新。

从认识到发展从认识到发展

保护性耕作出现“蝴蝶效应”

原来，2010年郭晓光到区里参加
由市农委专家讲授的保护性耕作课，
心里豁然开朗。他满心欢喜地把带
回来的宣传材料给村民看，跟大家讲
保护性耕作的种种好处。可惜，乡亲
们对此毫无兴趣，认为郭晓光说的什
么保护性耕作，纯属“忽悠”。

令郭晓光意外的是，乡亲不认，
家里人也不认。父亲一向对他的工
作最支持，但这回，反对得却最激
烈。在最艰难的时候，郭晓光的舅舅
朱汉国心动了。朱汉国说：“我仔细
看过资料了，保护性耕作咱虽没搞
过，可人家国外都干几十年了，好处
明明白白摆在那。人家行，咱咋就不
行？再说了，你是念过大学的人，看
的肯定比我们远，舅舅跟着你干。”

就这样，郭晓光和舅舅再加其
他几户亲戚，成了生产村第一批“吃
螃蟹”的人。

农民信的不是说得有多好，而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很快，这

“螃蟹”滋味就被别的农户咂摸出来
了。

当年同组的老孙头对此最有发
言权。因为他的地块，就在郭晓光
的耕地旁边。春播时，老孙头早早
来到了地头，收拾秸秆、拖茬子、搂
茬子、翻地、打垄……忙得不亦乐
乎。令他纳闷的是，相邻地块的郭

晓光，却一点动静也没有。直到半
个月后，累得筋疲力尽的老孙头，才
看到郭晓光出现。人家种地前的活
儿一项也没干，仅用机器深松了土
壤，就直接播种了。

那个时候，从春播到秋收，老孙
头就一直细心观察，最后整明白了：

“这保护性耕作真厉害啊！”
“晓光从春到秋没干几天活，柴

油用的比我少一半，还少灌了一次
水，可庄稼长得比我的好，收成也比
我的多。我一公顷地产量8000-8500
公斤，晓光的地均产1万多公斤，有些
户更厉害，公顷产竟能达到1.3万公
斤左右……还有，这一层层的玉米根
茬烂下去，地越来越肥，再过几年，我
就更没法和人家比了……”

郭晓光和几名农户的成功，使
保护性耕作一下子引来村民争相效
仿，开启了洮北区保护性耕作大面
积连片作业的先河。

从生产到生态从生产到生态

保护性耕作实现“资源永续”

经济账、环境账，都要算得清。

为了让群众有更直观、更真实
的感受，今年春天，洮北区东风乡金
宝村农机化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热闹
非凡，周围十里八村的村民都赶来
这里，抢占“有利地形”，参加洮北区
2023 年保护性耕作现场会，瞧瞧区
农机技术推广站今年带来的“新技
术”。

“突突突……”随着拖拉机的轰
鸣声，现场会拉开了帷幕。只见拖
拉机牵引着条耕机在试验田上来回
作业，走过之处，耕地上的秸秆都被
归拢到两侧，并在农机正后方留下
平整干净的黑色种植地带。“这个办
法好，条耕技术还能这么用！”保护
性耕作新技术演示引得农户啧啧赞
叹。

一直以来，秸秆打包离田后，碎
屑残留在地表，给苗期的幼芽生长
带来困难，也给春耕的农户带来不
少困扰。此次推广的秸秆覆盖隔垄
休闲宽窄行技术模式很好地解决了
这一难题。该技术模式可以实现秸
秆大量还田，针对播种前开展秸秆
归行整地作业，可以提早提升地温，
保证出苗率和出苗质量。

“这样就能高产？”“秸秆留在地

里没事吗？”现场农户不时发表着疑
问。

为了适时为农民解疑答惑，洮
北区农机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在讲
解各项技术时，还专门邀请了实施
保护性耕作受益人“现身说法”。

“刚开始我也害怕保护性耕作
时间长了会减产，可连续种了好几
年，一年比一年增产，去年每公顷产
量达到 3.2 万斤。”家住在青山镇的
杨金宝从2019年开始实施保护性耕
作，拥有多年耕种经验的他受益良
多。

“把秸秆或秸秆茬子留在地里
做覆盖物，在土地休闲期间可以起
到防风固土、抑制大风扬尘的作
用。在作物生长期，秸秆覆盖地表
后，可以减轻土壤水分自然蒸发，减
少水土流失，腐烂后还可以增加土
壤有机质，这是可持续的多赢啊！”
杨金宝介绍起来，头头是道。

从精耕到细作从精耕到细作

保护性耕作让黑土“生金”

保护好黑土地，筑牢粮食安全

“压舱石”。切实保护黑土地的肥
力不减、粮食增产，装满农民的“米
袋子”“钱袋子”。

洮北区从 2007 年开始试点开
展保护性耕作，经过十几年示范推
广，已经在域内的 12 个乡镇、3 个
农场全面展开。让农作物秸秆全
量还田，确保黑土地保护工作得到
扎实推进。

水稻种植户徐东作为秸秆全
量还田技术的受益者，现场为大家
介绍了秸秆还田的实际效果。“我
采用秸秆全量抛洒还田技术种植
水稻已经两年了，效果很好。土地
越来越松软，土壤越来越肥沃，每
亩地能增产近 70 斤，还能减少化
肥使用量，节约成本。今年，我又
扩种了土地，希望秋天能实现大丰
收。”

秸秆还田是秸秆资源化利用
的主要方式，也是颇为经济的方
式。秸秆富含丰富的营养元素，
秸秆科学还田能够有效改良土壤
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
耕地质量，还能够破解秸秆禁烧
难题，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洮
北区现代农业服务中心正高级农
艺师吴俊龙告诉记者，此项技术
能提高水稻产量 5%到 10%，节肥
10%到 20%，如果这项技术在全区
推广，将会对改良盐碱地，保护黑
土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水稻秸秆还田技术，
除了可以通过在联合收割机上加
装粉碎抛洒装置，将秸秆粉碎后
均匀抛洒在田间，还可以采取秸
秆统一回收加工。

今年，洮河镇大六家子村尝
试用这一方法改良盐碱地，让盐
碱地焕发生机。眼下，稻田已经
插秧完毕，绿油油的稻苗藏着农
民丰收梦想，长势喜人。

“我们将秸秆进行简单加工，
统一堆放，利用秸秆腐熟剂，将秸
秆腐熟后，全量还回到田里，这样
既能实现盐碱地改造，增加土壤
有机质含量，实现增产增收，还能
起到长期保护土地的作用……”
讲起精耕细作对待黑土地，吴俊
龙兴致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