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苗大 棚 里 ，装 满 营 养 土 的
育秧盘在地面平整铺排，自动播
种机快速移动，一粒粒稻种均匀
入土。

摆盘、装土、播种、覆土……在
“机器人”的操作下，水稻育苗播种
一气呵成。

从良种选育到科学催芽，从利
用微生物菌剂改良黑土地到“机器
人”高效育苗 ，再到“数联网”智
慧 乡 村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的 全 程 应
用，长春市九台区龙嘉街道红光
村 的 春 耕 ，科 技 范 儿 拉 满 ，处 处
彰显着黑土地上的新质生产力发
展。

科技范儿
让水稻单产和品质更上一层

水田里，摄像头、传感器林立。
“数联网”智慧乡村综合服务平

台实时显示水田土壤情况、湿度、PH
值等各种数据。

“大棚温度控制在28度至32度
之间……”

“水要一次性浇透……”
长春市农科院水稻所研究员

金 玄 吉 在 数 十 栋 育 苗 大 棚 里 穿
梭 ，不 断 提 醒 着 正 在 劳 作 的 农
民。

“金博士种稻说道多啊！”种稻
“老把式”马璧嘴上开着玩笑，心里
却十分佩服。

这几年，金玄吉带着农户改种

食味值高的优质水稻品种，利用微
生物菌剂改良黑土地，还带着大家
利用大数据分析墒情，再根据墒情
调整适合的种植方式，不仅让红光
村水稻单产提高了，也让大米的品
质和价格提升了不少。

“金博士调的育苗土又松又软，
摸一把油汪汪……”自动覆土机
将一条条蓬松的“黑棉被”盖在稻
种之上，马璧忍不住在翻斗中抓
了两把黑土，又凑到鼻尖处闻了
闻。

“育好苗非常关键，苗齐苗壮将
来才能长成好水稻……”金玄吉和

“老把式”们讨论着影响水稻成长的
每一个环节，他们今年的目标非常
清晰——不断探索创新，让水稻单
产和品质更上一层。

以创新为主导，红光村利用科
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新品种、栽
培技术，创新“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经营模式，摆脱传统生产力发展
方式，黑土地上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崭露头角。

高效能
品牌之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试验室里，各种颜色的稻种琳
琅满目。

“这些红稻子、绿稻子将来可以
做成五彩米……”

“低谷蛋白米是功能性米，主要
针对糖尿病、肾病、痛风等慢性病患
者……”

金玄吉细数着他的“宝贝”。未
来，这些“宝贝”都将在红光村试种。

“普通大米很难摆脱市场同质
化因素，只有在源头上创新，进而实
现产品创新，才更容易打出我省自
己的农产品品牌。”本着这样的追
求，金玄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曾选
育并审定水稻优良新品种 13 个，其
中“长选 808”“长粳 616”“长乐 520”
被省农业农村厅推荐为我省农业水
稻主导品种，“长乐520”获省优质食
味品种评比三等奖，填补了我省长
粒优质香型水稻品种空白。

水稻种得好，更要卖得好。

2021 年，红光村引进拥有 30 年
粮食销售经验的吉林省合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带动红光村水稻产业，
打造中高端大米品牌。

2022 年，红光村生产的大米进
驻多家欧亚超市，同时成为“驻华使
节国际高端晚宴指定用米”和“中国
企业家博鳌论坛晚宴指定用米”。

2023 年，红光村生产的大米在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大厦热卖。

创新思路，变“卖产品”为“卖品
牌”，红光村摆脱传统稻米产业经济
增长方式，实现了产业深度转型升
级，进一步推动黑土地上的新质生
产力发展。

高质量
网红打卡地再“写”新文章

育苗大棚的西北角，覆土机正
为一批特别的稻种“盖被”。

“温度和湿度一定控制好，这是
专门做稻田画的稻种。”金玄吉向

“老把式”们仔细交代。

红光村位于饮马河西岸，村中
的稻田公园一直深受游客喜爱，成
为长春市网红打卡地。

网络“流量”如何变成游客“留
量”？

游客“留量”如何变成产品“销
量”？

近年来，红光村在“田园变公
园、农区变景区、产品变礼品”上下
足功夫。

村里以稻为媒，结合农田建设、
乡村旅游、休闲采摘，搞出了不少新
名堂——在田里种植彩稻，绘制一
幅幅美丽的“稻田画”；在稻田边种
植鲜花、修建栈道，精心打造景观小
品；配合稻田风光，深挖农耕文化，
建起村史馆和稻米产业展览馆，通
过逐步完善耕种体验、民俗文化、稻
米产业、特色餐饮等功能，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观光农业新业态，增加了
农民致富的渠道。

“今年，我们利用稻田的美景和
‘流量’打造了‘熊猫田私人订制’项
目，鼓励企业和个人来红光村认领
水田，只要在我们村认领了水田的
消费者，都将成为这里的‘庄园主’，
可以享受旅游、度假、餐饮以及其他
的农产品配送……”4月8日，吉林省
合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聂艳
华，带着顾客来红光村认领水田。

“金博士”成了消费者最信任的
“熊猫田管家”。

送走顾客，金玄吉急匆匆钻进
大棚，继续他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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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日报记者 孙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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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争光 罗浩 报道 通榆
县鸿兴镇前程村党支部依托“东北粮
仓”优势，积极探索农田托管合作社
的模式，实现了“机械化种植、科学化
管理、代收代卖”等全方位服务，为农
民增产增收提供了保障。

党建引领，凝聚新发展共识。为
充分发挥土地最大效益，前程村党支
部多次召开会议，确定依托合作社、
为村民耕种做好各项服务的模式，为
村民增产增收保驾护航。一种是全
托模式，也叫“保姆托管”，针对劳动
力较少或外出打工的村民进行全方
面服务。另一种是半托模式，也叫

“农机托管”，针对缺少农机设备但自
身有种地意愿的农户，农户只需结算
相应的农机等费用。合作社的运作
过程中，优先雇用本村村民，多渠道
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实践、宣传，到
效益对比，从开始的4户托管，到如今
的110户，得到村民的认可。

大田托管，实现农业“现代化”作
业。前程似锦养殖种植农机专业合
作社，作为引领全体村民共同致富的
合作社，共有大马力翻地机2台，小马
力拖拉机10台，免耕机10台，旋转大
犁2台，条耕机2台，深松机2台，玉米
收割机2台，玉米脱粒机1台，大疆无

人机1台。该社作业能力，深翻达到
每天35公顷，免耕达到每天70公顷，
实现“种、管、收、卖”一条龙服务。

增产增收，生财有道拓新路。现
在，前程村耕地托管面积达510余公
顷，其中“保姆托管”面积为370余公
顷，“农机托管”面积147公顷，占全村
耕面积一半以上。土地的规模化、集
约化经营，提高了土地效益，也降低
了生产成本，仅合作社统一采购种
子、化肥这一项，每公顷为农户节省
近450元；采取密植种植、科学管理每
公顷为农户增收近万元，让村民得到
了实惠。

“农田托管”开辟增收路

眼下，长白县金华乡村民
正抢抓农时忙农事，一幅“人勤
春来早，田间耕作忙”的春忙图
徐徐展开。

金华乡立足“早”字，早谋
划、早安排、早部署、早动手，动
员农民迅速行动，做到不误农
时。

统筹规划，调整优化种养结构

生产计划早谋划。今年全
乡稳定播种粮食作物5490 亩。
合理规划特色优势种植产业，
积极引导农民发展高效特色优
质经济作物，做好新农业产业
综合开发，大力宣传种植粮食
和大豆种植的优越性，引导农
民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完成大
豆油料扩繁种植2600 亩，在梨
田村不老莓地推广示范大豆
113.7亩。

在保证农田种植粮食的基
础上，大力种植黏甜水果玉米、
虎眼万年青、天麻等特色经济
作物，棚膜种植黄菇娘、情人果
小柿子 26 栋 20 亩。积极发展
农村养殖业，引导农民“秸秆换
牛”的过腹转化，完成千头黄牛
养殖任务，广积农家肥，改善土
壤结构，目前运送农家肥到田
1000立方米。

科技助力，确保产业增收增效

技术推广早部署。加大农

业科技培训工作力度，因地制
宜提出技术指导意见，积极推
广农业先进新技术，通过集中
授课、现场学习、生产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为种植户“开科
技小灶”，根据“稳粮油、保供
给”黑土地保护、耕地质量保
护、测土配方施肥、化肥农药
减肥增效等工作要求，计划培
训 500 人次，现已开展线上、
线下培训 4 期，发放资料 300
余份。

专项行动，全力护航春耕生产

专项行动早动手。乡农科
站积极配合县农业执法大队开
展农资价格调查和种子倒查工
作，切实加强种子、化肥、农药
等农资市场的整顿和管理，坚
决查处各种坑农害农行为，有
效保障农资市场的稳定。

扎实开展春耕农机具安
全、检修工作，截至目前，拖拉
机农机具检修10台次，灌溉机
井检修 6 处，输电线路检查 2
处。

认真做好冬春季农田沟渠
专项整治工作。结合农村田
沟、村沟、房沟以及农田斗渠、
毛渠等排灌基础设施实际情
况，全乡专项整治农田沟渠 22
公里，通过整治达到沟相连、渠
通畅，实现涝能排、旱能浇的目
标。

打好粮食生产“第一仗”
——金华乡备耕见闻

□ 本报记者 郭小宇

不负春光不负春光 万象万象““耕耕””新新

近年来，长春市双阳区积极引进特色樱桃品种进行棚室栽植，种植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形成当地优

势产业，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图为当地一采摘园里红樱桃已挂满枝头。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