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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兴安盟水稻主
产区——扎赉特旗吹响插秧“冲锋
号”。稻农们抢抓天气晴好有利时
机，马力全开，依托高速插秧机、无
人机等科技手段抢抓农时，加快水
稻栽插进程，为全年水稻丰产和农
民增收开好局、起好步。

走进扎赉特旗好力保镇水
田村水稻集中育秧基地，大棚内
一片翠绿。水稻种植户孙良和与
家人正紧张起运秧苗，搬运、装车、
运送一气呵成，机耕手将育好的秧
苗一盘盘放入插秧机，伴随着机器
的轰鸣声，一块块空荡荡的水田
换上了崭新的“绿装”。“现在秧
苗有‘三叶一心’了，大概有 15
厘米高，达到了适合插田的高
度。”孙良和笑着介绍。

伴随着轰鸣的螺旋桨声，在
扎赉特旗巴彦扎拉嘎乡农场村
水稻田的地头，一架满载水稻秧
苗的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
下，腾空而起后转瞬间降落到了
待插地块的田埂上，空降的稻苗
整齐摆放着，传统挑苗运苗的

“体力活”在农场村种植户赵红
海的操控下变成了“技术活”。

赵红海盯着无人机屏幕说，
利用无人机运送秧苗不仅节约
时间和人工成本，还能保护秧苗
在运输过程中不被压坏，提高成
活率。同时无人机还能进行喷
洒农药、精准施肥等工作，为农

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赋能。
如今在扎赉特旗广袤的田野

上，无人机运送秧苗成为智慧农业
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每
架无人机每次可运送12—15盘秧
苗，每天可以完成近100亩地的插
秧任务，每亩节约成本100元。

运苗有无人机上阵，插秧有
高速插秧机助力。从“会种地”
变成“慧种地”。自动驾驶水稻
插秧机已经成为扎赉特旗农业
提质增效的“利器”。在水稻插
秧现场，多台高速插秧机同时开
工，稻池边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摞
摞水稻秧苗正等待“上机”，农机
手们熟练地操作着水稻插秧机
来回穿梭，绿意盎然的稻田与勤
劳耕种的稻农勾勒出一幅美不
胜收的田园美景。

“我家今年种了100亩长粒
香水稻，今天开始插秧了，全部
采用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非
常方便，5天时间就能完成插秧，
1小时的成本在50元左右，比起
过去‘手把青秧插满田’的农忙景
象，种地变得更有效率、更加轻
松。”说起农业机械化带来的变
化，好力保镇水田村稻农吴宏雨
侃侃而谈。在他看来，采用机械
化作业插的秧苗行距、苗距比人
工插秧更准确、更高效、更轻松。

“去年‘旱种水管’我们成功
实验了 600 亩，今年又扩种了
1500 亩，总面积已达到 2100

亩。”扎赉特旗绰勒银珠米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朴哲君说。

朴哲君口中的“旱种水管”
种植技术是在旱整地情况下进
行水稻直播，出苗后再建立水层
进行田间管理。与传统“水种水
管”种植模式相比，免去育秧、泡
田、打浆、插秧等前期作业和用水
环节，大幅度减少人工投入，具有

“省事、省工、省时、省水”的特点。
“‘旱种水管’省人工还节

水，比正常插秧每亩减少成本
300元左右，‘水种水管’种植需
要育秧、插秧，现在我们只需要
把种子肥料直接播到大田就可
以了，下一步，我们还要把我们
研发的‘旱种水管’设备进行专
利申报。”扎赉特旗绰勒银珠米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朴哲君说。

扎赉特旗地处北纬 46 度，
是世界公认的“寒地水稻黄金种
植带”。近年来，扎赉特旗持续推
进水稻种植科技化、机械化、规模
化，逐步实现了从水稻种植传统农
业向现代智慧农业的华丽转身。

“为促进水稻丰产丰收，我
们扎赉特旗各地抓住今年水情、
苗情好，气温适宜的有利时机，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主力军的作
用，推广水稻机械化育秧技术，
及时帮助农户解决机插秧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助力扎赉特旗90
万亩水稻优质高产。”扎赉特旗
农牧和科技局局长陈健说。

□本报记者 薄金凤

芒种时节，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双河镇进步村的麦田里，麦畦
规整，绿浪起伏，小麦长势喜人。

种粮大户高瑞和往常一样，在
田间地头来回穿梭，仔细察看麦苗长
势。“芒种时节是小麦灌浆的关键期，
一定要及时管护。”高瑞告诉记者。

今年，临河区在进步村创新
推出“我在河套有麦田”体验认购
活动，高瑞所在的凯誉合作社种植
的1800多亩小麦正处于集中连片
区核心区域。“只需要从微信小程
序上下单，就可以认领麦田，我们
负责种植和管护，方便大家第一
时间尝到正宗的河套面粉。”进步
村党支部书记陈茂伟说。

为保证认购活动中小麦的品
质，临河区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的模式，由村党支部统一流转土
地，选用河套地区自育的红粒硬质
小麦“巴麦13号”，开展小麦规模
化、标准化、订单化生产，实现“从
农田到加工厂到餐桌”全程追溯。

“订购的价钱不贵，每个月只需
要60多元就可以吃到正宗河套面
粉了。”远在杭州的李先生多年前就
曾品尝过用河套小麦制作的酿皮，
一直念念不忘，看到网上有人转发

“我在河套有麦田”体验认购活动
后，认领了2分麦田。“今年7月小麦
成熟后，我和家人就能吃上正宗的
河套面粉了！”他表示，河套面粉做
出来的面食类产品，口感特别好，他
们全家都非常喜欢，以后有机会要
带着孩子来认领的麦田里看看。

近年来，每当麦收时节，临
河区都会举办传统镰刀割麦等
一系列趣味活动，引导市民们走
进麦田体验农耕乐趣。

作为我国小麦主产区，河套小
麦的蛋白质含量、面筋质含量、粉
质指标、拉伸指标、沉降值等综合
指标都优于国内其它地区的小麦，
是名副其实的“五项全能冠军”。

据了解，临河区依托独特的
区位和气候优势，建立以种业研
发、生产、推广、运用为主体的全产
业链，打造科技智慧农业。眼下，
临河区近10万亩小麦已陆续进入
拔节期，临河区积极推广以小麦为
母田的间套复种、玉米密植技术等
10项“吨粮田”技术，为今年的小麦
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确保粮食
单产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郝飚
通讯员 曹艺

连日来，乌海市海勃湾区王
元地村的赤芍迎来盛花期，13公
顷的赤芍花灿烂若锦，美不胜收。
然而，这些赤芍的主要作用并非
观赏，而是作为中药材售卖。

“90 后”创业者杨超是乌海
市弘泽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自2016年起，杨超在王元地村先
后种植了中药材黄芪、苍术等，
丰富的中药材种植经验，让他最
终将目光投向中药材赤芍。

赤芍是芍药的一种，其根茎
可以入药，具有降血脂和抗动脉

硬化等作用，能够保肝、镇痛。
“赤芍产品在市场上十分紧缺，
需求居高不下，不仅西药需要赤
芍，更有 120余种中成药含赤芍
成分。”杨超说。

赤芍的生长周期为 5年，今
年恰好是杨超种植赤芍的第 5
年。“乌海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
大，特别适合赤芍生长。我们将
合作社种植的赤芍送到相关部
门检测，结果让人惊喜！我们的
赤芍根茎要比原产地同年种植
的粗 1.2 倍左右，而赤芍作为药
用，卖的就是根茎。”杨超说。

如今，合作社种植的赤芍长
势喜人，预计秋天就可以收获，
从观望到看见前景，有几个村民

已经表示要和杨超一起种赤芍。
据介绍，一株赤芍的根茎可

达 1.5至 2.5 公斤，亩均收入 4万
至6万元。“赤芍这样的经济作物
要比常规农作物价值高出好几
倍，现在很多居民都有意向和我
们一起种植，我们会免费把技术
分享给大家，争取打造集种植、
农资供应、技术服务、物流于一
体的赤芍种植基地，带动大伙儿
一起致富。”杨超说。

芍药花开灿烂，也为乡村聚
了人气，如今，大片赤芍花海不
仅带来“钱”景，也推动形成了

“上赏花，下卖药，中间还有农家
乐”的产业新模式，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肖璐

又是一年瓜果飘香季。赤峰
市林西县十二吐乡达康设施农业
产业园区万亩番茄陆续进入成熟
采收期，种植户忙着采摘、分拣、包
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走进暖棚，红彤彤的番茄在
秧子上一簇一簇悬挂着，棚里的
采收工人麻利地摘着成熟的番
茄，打包装箱后搬上农用车送往
附近的番茄交易市场。

“园区有了番茄交易市场，
种出来的番茄根本不愁销路。”
种植户房文峰说，通过市场线上
实时大数据平台，全国市场价公
开透明，番茄价格非常可观。“我
原来为了能卖个好价格拉着番
茄在周边市场各处跑，去除运费

价格也没高出多少，现在有了番
茄交易市场真是太方便我们种
植户了。”房文峰今年种了 15栋
暖棚，番茄市场价 1.8元每斤，一
个棚纯收入9000元，算下来这茬
番茄纯收入能达13万元。

“今年春茬产业园区种植番
茄暖棚1200余栋，有种植户640
余户，其中种植大户 70余户，按
照目前的市场价，这茬又是一个
丰收季。”达康产业园区管理人
员刘建利说。

在产业园区，一个个数字化
智能应用监测设备 24小时监测
番茄实时生长情况以及气象、土
壤、水质、虫情等数据。“园区
2000多个日光温室大棚都用上
了‘科技大脑’。”种植户李秀林
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手机上的

“智慧农业”管理小程序。

智慧赋能科学种植，正是解
决产业痛点的有效途径。“新技
术使每亩番茄棚增产 20%、节水
30%、减肥 25%、减药 30%，农业
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产品品质得
到提升，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共
赢，设施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十二吐乡党委书记李宇楠说。

种植番茄拓宽农民致富路，
园 区 万 亩 番 茄 预 计 产 出 番 茄
3000万斤，产值5000万元，纯利
润达2500万元。

□本报记者 鲍庆胜

进入 6月，通辽市科尔沁区
钱家店镇前西艾力村万亩数智
农场项目区玉米地里成片的玉
米苗长势喜人。

正在用手提播种机进行补
种作业的通辽市汇民盛丰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工作人员王付
说：“趁玉米苗3叶期进行补种，确
保每亩出苗量7000株左右。”

通辽市汇民盛丰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从 2018年起通过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对接，在通辽市率先采用

“密植高产”种植技术，这项科技

含量高的新技术，与传统生产方
式相比，每亩要多种2000株左右
的玉米，多收200公斤左右。

“我们通过采用这项新技
术，在2022年和2023年，平均单
产 分 别 达 到 1087.93 公 斤 、
1183.47 公斤，连续两年创东北
地区万亩大面积单产纪录。”通
辽市汇民盛丰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 合 社 理 事 长 马 忠 臣 自 豪 地
说。今年，该合作社除了以托管或
土地流转的方式经营包括前西艾
力村在内的周边4个村1万多亩土
地外，还以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对
钱家店镇42个村的10万亩耕地
进行技术指导，从该项技术的

“受益者”发展成“推广者”。

今年，科尔沁区以中国农科
院李少昆专家团队为技术支撑，
依托中国农大、中交一公局，以
通辽市汇民盛丰农民合作社为
建设主体，打造了一个万亩数智
农场示范基地。该基地通过配
置立体式监测感知、智慧农机装
备、大田智慧灌溉等系统，使整
个生产过程耕、种、防、收实现全
程智能化和数字化管理。

“就水肥智能化控制这块来
说，系统通过传感器捕捉到的信
息，对玉米进行定量、定时的水
肥供应，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和管理水平。有了这个项目，今
年增产增收更有保障了。”马忠
臣高兴地说。

□本报记者 郭奇男

夏天正是万物生长的关键时
节。连日来，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的农
民抢抓农时，进行西兰花幼苗移栽、
施肥、除草、大田定值等管护工作，田
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喜人场景。

在卓资县西兰花育苗基地的
温室大棚里，一排排整齐排列的育
苗池映入眼帘，工人们正在井然有
序地铺设育苗盘、装培养土、点种、

平整土地、分区域给幼苗浇水、修
剪幼苗……大棚外的种植基地，
一垄垄西兰花青翠欲滴，长势喜
人，务工农民正忙着给西兰花田
除草、浇水，一派忙碌的景象。

“从5月8日起，我们开始在
大田定值西兰花，现阶段主要进
行第二批西兰花育苗工作和第一
批西兰花苗的大田定值工作，现在
大田里的西兰花长势不错，目前第
一批西兰花苗已经移植1000余
亩，预计到7月10日左右进入采

收期。”卓资县久安农牧业开发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魏毛小说。

西兰花是卓资县冷凉蔬菜产
业中的特色主导品种。近年来，卓
资县立足地区禀赋，将西兰花作为
优势产业大力推进，引进市场竞争
力强的龙头企业带动种植大户集
聚发展，形成了集育苗、定植、采
收、加工、储存、销售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体系，西兰花也成了卓资县群
众增收“致富花”。据悉，今年卓资
县种植西兰花面积近2万亩。

︻
编
者
︼赴

农
事
，为
农
忙
。
芒
种
时
节
，北
疆
大
地
拉
开
了
夏
种
、夏
收
、

夏
管
的
大
幕
，从
西
到
东
，欢
快
的
﹃
田
园
交
响
曲
﹄
此
起
彼
伏
。

仲
夏
至

芒
种
忙

旗县融媒
执行主编：韩继旺 责任编辑：徐跃 版式策划：苏昊 制图：安宁

2024年6月11日 星期二 7

扎赉特旗

卓资县

林西县

科尔沁区

土默特左旗

一场雨刚过，呼和浩特市土
默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内紫花苜蓿草清香阵阵。

3000 多亩优质苜蓿迎来了
收割季，连片的紫花苜蓿流青溢
翠，大型收割机在地里来回穿梭。

紫花苜蓿草被称为“牧草之
王”，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20%以
上，是一种非常适合奶牛吃的牧草
品种。与其他经济作物不同，紫花
苜蓿草一年可以收4茬，眼下正在
进行的是第一茬的收割。

“收割完的苜蓿草会用多层
的拉伸膜打包成高1.2米、宽1米
的圆柱形‘草罐头’。由于形成了
密封厌氧的环境，封闭性比较好，
发酵后的牧草不易腐烂变质，可将
保质期延长至2到3年，也避免了
苜蓿营养物质的损失。”在收割现
场，苜蓿草种植基地负责人告诉记

者，“草罐头”发酵后会产生乳酸
菌，且在饲喂过程中不存在二次氧
化、腐烂、霉变等问题，提高了青贮
饲料的品质与利用率，同时还会产
生一种非常浓郁的芳香味道，不仅
营养价值更高，而且能帮助奶牛提
高产奶量。

“从苜蓿选种、精量播种到水
肥一体化灌溉、大型机械收割、晾
晒搂草、打包成‘草罐头’，这里面
科技含量很高。”土默特左旗农牧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旗近几
年不断加大饲草种植科技投入力
度，加快补齐饲草业高端智能农机
装备和种植技术的短板弱项，拓展
牧草种植耕整地、播种、植保、收
获、加工全程机械现代化生产，不
断构建苜蓿高质高效机械化生产
现代模式，实现草畜产业深度融合
发展。土默特左旗独特的地理优
势，再加上所产的苜蓿草中维生

素、矿物质和粗蛋白质含量高、品
质好，深受饲草市场青睐。

今年土默特左旗积极建设苜
蓿产业化种植示范基地，增加优质
饲草种植面积，新增青贮玉米3万
亩、优质牧草 2万亩，总量达到
54.3万亩，自给率分别达到100%
和55%。通过系列举措不断提升
优质饲草自给率，激活牧草业高质
量发展“绿色引擎”，擘画“苜蓿花
开”美丽图景，为奶业全产业链发
展提供重要保障。

水稻插秧忙 沃野披“绿装”
□本报记者 高敏娜

苜蓿“草罐头”的科技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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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摄

扎赉特旗好力保镇水田村水稻种扎赉特旗好力保镇水田村水稻种
植户吴宏雨正在进行水稻插秧作业植户吴宏雨正在进行水稻插秧作业。。

赵艳红赵艳红 摄摄

种下西兰花 开出“致富花”

番茄“映红”致富路

林西县十二吐乡达康设施林西县十二吐乡达康设施
农业产业园区内农业产业园区内，，工人正在进行工人正在进行
番茄分拣番茄分拣。。 肖璐肖璐 摄摄

智能化管理促增收

海勃湾区

赤芍花开香满园

临河区

“我在河套有麦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学良郑学良 通讯员通讯员 杨鑫杨鑫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土默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内土默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内，，机械车辆正在收割苜蓿机械车辆正在收割苜蓿。。

搂草除尘机械正在作业搂草除尘机械正在作业。。

苜蓿草长势喜人苜蓿草长势喜人。。

码放整齐的码放整齐的““草罐头草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