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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这得感谢省农科院的支持！”
在铁岭县新台子镇西三家子村

的水稻收割现场，万鑫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聂明在丰收时刻想到
了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引进高产
新品种，按测土配方施肥，在专家支
持下，今年合作社不仅进一步降低了
生产成本，水稻亩产量还较去年提高
25公斤以上。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靠
科技。为了引导科研人员把论文写
在铁岭的黑土地上，鼓励农民接受
新技术、引进新品种，促进科研成果
在铁岭转化，铁岭市推出了一系列
务实举措。

加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省农业
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的
合作，充分发挥铁岭市农业科学院的
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确保每年引进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都在 20 个以
上。与农资、农艺部门紧密联系，指
导和鼓励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理施肥、科学
减肥，积极推广水稻二化螟、玉米螟
生物防治技术，扩大高效、低毒、低残
留环境友好型农药使用规模。

在新技术、新品种推广中，很多
时候农民要看到效果才会信服。因

此，铁岭各县（市）区的农业农村部门
和科技部门，每年都会免费举办各种
观摩会、现场会和培训会。邀请农民
到大型农机专业合作社，在水稻插
秧、免耕播种、玉米机收等作业现场，
直观感受新技术、新机具的优越性；
把农民请到种植合作社的试验田里，
现场对比不同品种的不同特点，推广
高产新品种。

为了方便农民与农业专家交流，

铁岭市还组建了由种植专家、养殖专
家和农业政策专家组成的专家服务
团，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遇到问题可以
直接与专家联系，获得指导。

举办农民愿意参与、乐于接受
的观摩活动，以农民“听得懂、学得
会、用得上”的方式推广新技术、新
品种，铁岭农业的科技水平不断提
升。这也成为今年铁岭市粮食获得
大丰收的又一个“密码”。

让农业科技“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如何在更高水平上确保粮食安
全，把党中央的战略要求转化为具体
的项目，转化为发展壮大自己的具体
行动，一直是铁岭市主要领导思考和
探索的重大课题。

10 月 26 日，铁岭市召开涉农企
业发展座谈会，邀请15位涉农企业代
表，与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共
聚一堂，结合铁岭实际谈企业未来发
展，围绕亟待解决问题提可行性建
议，共同谋划农业大市转型农业强市
的发展路径。

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有机统一，形
成发展合力，让铁岭的农产品在创新
思维的影响下得到质的提升。政府
鼓励涉农企业坚定信心，充分利用国
家及省、市重大政策机遇，努力实现
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
响力更大的发展；企业家则胸怀强烈
的责任感，主动为铁岭发展提建议，
结合企业自身特点上项目。

辽宁益海嘉里地尔乐斯淀粉科
技有限公司针对铁岭地区农产品较
多的特点，在提高农产品核心竞争力
上提出建议，从品种上划分，对某种
产品的下游深加工方向作出产品规
划，打造农产品深加工基地。例如，
玉米下游产品有2000多种，花生下游
品种也涵盖了花生酱、花生蛋白、休
闲食品等产品，可以围绕某一种产品
在园区打造一处集原料、运输等优势
为一体的大型花生产业基地，这样对
农产品发展非常有利。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
内食品包装行业的翘楚，与红牛紧密
合作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作为旗
下全资子公司，坐落于铁岭开原市的
辽宁奥瑞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提出，
力争用 5年时间打造以食品生产、饮
料生产、保健食品加工、农产品深加工
为主的综合性食品生产基地。目前，公
司计划以开原大米地理标识产品作为

重点，开发铁岭特色农业深加工产品。
贵州茅台集团下属核心子公司——

贵州茅台集团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在
西丰县稳健发展，保健酒、配制酒产
品投产上市后，迅速获得市场认可。
下一步，公司将启动中药饮片 GMP
认证，实现中药饮片、鹿茸饮片生产，
打造西丰鹿产业、中药产业特色品
牌，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完善
供应链体系，实现省内除酱香型基酒
外的全链供给，带动本地养殖产业、
食品深加工业产业发展。

像生产红牛饮料那样对开原大
米进行深加工，像生产茅台酒那样打
造西丰的中药饮片、鹿茸饮片……当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互
补充、相互促进，铁岭的水稻、玉米、
花生、大豆等农产品，正渐变为顺应
电商经济发展的休闲食品、健康食品
和保健品。

如何打好“农”字牌、大力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全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此次座谈后，明确了思路，找
到了抓手。铁岭市委提出，全市上下
要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
要求，始终坚持以发展的措施解决前
进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农业发
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向改革要动力，
以创新添活力，用融合挖潜力，踏踏
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把铁岭农业资
源的优势转化为农业发展的胜势。
在项目建设上，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
的示范带头作用，创新经营，以农产
品标准化建设为重点，抓好产品的包
装和营销，不断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
响力。在服务保障上，相关部门要帮
助和指导企业用好用足政策，金融机
构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全力为农事
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把丰富的原生态农产品转化为高
品质的商品，继而形成产业优势和品牌
价值，铁岭农业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用“潮”理念赋能“土”资源
——铁岭市涉农企业发展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李 波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10
月26日，在铁岭市涉农企业发展座
谈会上，昌图县阳宇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李忠华在介绍今年的
生产情况时，提到了一个名为“二比
空”的种植术语。

近年来，阳宇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与中国农科院、中国科学院、辽
宁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持续
引进先进技术模式，采用“二比空”
增密种植技术（即种植二垄空一垄
栽培法），充分发挥空垄的边际效
应，不仅解决了密植与通风透光的
矛盾，而且提高了光能利用率，每亩

保苗5100株。
试验区域作为中国科学院“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的示范区，日前
经专家测产，每亩产量达到 954 公
斤（标准水分），达到近年来的最佳
产量。

不仅要向耕地要粮，向科技要
效益，还要向产前产后延伸服务。
据李忠华介绍，下一步合作社将在
完善玉米种植产中服务基础上，不
断推动服务环节向产前、产后延伸，
积极探索建立托管农户畜禽粪便集
中处理模式，探索建立小农户粮食
银行模式。

“二比空”密植技术带来高产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11
月1日，铁岭的最低气温已至零下，
可丰收的喜悦依然在延续。农田里
捡地的农民，正将遗落在田间的粮
食捡拾归仓；粮食烘干和深加工企
业门前排着长队的运粮汽车，以粮
食不落地的方式实现“减损增产”。

“ 今 年 粮 食 贵 ，捡 地 的 可 多
了。这都11月份了，地里还全都是
人呢。”昌图县种粮大户王飞被问到
在秋收过程中如何节粮减损时，笑
着给记者描述了大田里热闹的捡地
场景。

遇上“埋汰秋”，铁岭市的气象
部门、农业部门全动起来了。一方
面及时发布气象信息，帮助农民根

据天气变化，科学安排粮食作物收
获顺序，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另一方面深入乡镇做好技术指导，
避免粮食收获后因为没做好通风透
气出现损失，同时倡导粮食不落地
的收贮方式，以各个生产环节的无
缝对接，实现节粮减损。

近几年，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
不断提升，农机手规范操作能力也
随之提高，在收获环节有效减少了
损耗。在粮食产后服务上，随着粮
食烘干和深加工企业的稳步发展，
全市贮粮仓建设水平、粮食运输专
业化和烘干服务专业化水平都得到
明显提升，消灭了“地趴粮”，减少了

“霉变粮”。

强化秋收服务节粮减损

伴随着“隆隆”的农机声，收
割、脱粒同步进行，装车、归仓一气
呵成……10月25日，在铁岭县双井
子镇泡东村，水稻机收一派繁忙。

“每天一台机器可收割四五十
亩，今年我们 10 台机器同时作业，
合作社自种的800亩水稻不到一周
就可以收割完毕，能产水稻50万公
斤。”宏伟阳光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洪勇男边指挥收割机作业
边介绍。

两村合并在一起的泡东村是
水稻种植专业村，有水田 3800 亩。
2011 年，洪勇男回乡创业，成立合
作社，流转了整村水田。

“合作社自种800亩水田，其余
3000 亩由入社的种粮大户分散种
植。合作社统一育苗、插秧、收割，

这样可以把成本降下来，让合作社、
社员同时受益。”洪勇男告诉记者。

为做好水稻这篇文章，叫响
“稻香小镇”品牌，洪勇男率先开展
了鸭稻共生、一地双收的种养模
式。“在水田放养鸭子，可以除草、肥
田、防病虫害，水稻不喷农药，稻米
纯绿色。此外，我们选购的都是

‘稻花香 3系’优良稻种，一斤 25块
钱，效益远远高于普通稻种，所生
产的稻米品质高、口感好，现在我
们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回头客。”通
过鸭稻共生，宏伟阳光合作社不仅
实现了一地双收，就连稻草也变废
为宝。统一打包，或出售给养殖户
用作牛羊饲料，或卖给生物质发电
厂、供热单位，其中一部分还销售到
了国外。

鸭稻共生 一地双收
本报记者 狄文君

11 月 1 日，走进铁岭县平顶堡
镇小红石村中草药专业种植合作
社，一阵菊花香扑鼻而来。在理事
长刘玉环的带领下，记者在库房中
看到了一袋袋烘干好的菊花。

“今年菊花收成不错。”刘玉环
扒开一个袋子捧起一把菊花笑着
说，“9 月开始采收菊花，10 月菊花
采收基本结束，陆续进行烘干等工
序。像现在这样，烘干、包装之后的
菊花就可以卖给客商了。”

该合作社的菊花产品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胎菊，也就是花骨朵，
另一种是开花后采摘的成菊。这两
种一种适合泡茶，一种适合药用保
健。每到秋天，小红石村的菊花田
里，朵朵菊花犹如满天繁星，或含苞
待放，或灿烂盛开，村民们拿着工具

采摘菊花，场面十分火热。
5 年前，合作社开始流转土地

从事中草药种植，今年单菊花一项
就种植了 80 多亩，每亩地收入在
1000元左右，菊花价格高时一亩地
能收入 1500 元至 2000 元。刘玉环
介绍，菊花耐旱，受天气影响较小，
且菊花种植管护过程省工省力，不
用上化肥、打农药，这几年种植菊花
切实增加了农民收入，大家种植、采
摘积极性都很高。

刘玉环介绍：“这几年，合作社稳
步发展，效益越来越好了，除了菊花，
我们还开始种植苍术、白薇等药材，
在种类上更加丰富，经济效益也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等这些药材全部
进入丰产期，合作社将实现更大的
经济效益，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小红石村里菊花香
本报记者 王晓波

今年秋天，铁岭
市遭遇了历史同期罕
见的连续降雨天气，
大部分地区偏湿偏

涝，地势低洼的农田甚至出现了
较为严重的内涝。

即便如此，铁岭市还是取得
了粮食生产大丰收。据农业农
村部门统计，今年，铁岭市粮食
种植面积共 738.6 万亩，总产
量有望达到43亿公斤，较上年
增长4亿公斤。

为了解开辽北粮仓的丰收
“密码”，记者深入抢收作业现场
采访种粮大户，到合作社晾晒场
看节粮减损举措，在一个个带着
泥土气息的小故事中，体会“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给农业
生产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感
受党员干部作风的转变。

铁岭县平顶堡镇团山沟村的
一处山坡地，红彤彤的苹果压弯了
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不一会
儿，又大又红的苹果就堆成了小
山。果园负责人马洪俊介绍：“今
年，园里 50 余亩苹果树进入盛果
期，总产量能达到5万余公斤。”

今年是果园的第 7 个年头，园
里培育了 3000 余棵苹果树，全部是

寒富。“这片沟岔里早晚温差大，光照
充足，寒富苹果又红又甜，为果园积攒
了不少回头客，每年一到下果期，都
不愁销售。”马洪俊爽朗地说道。

今秋，铁岭县的 3 万亩苹果陆
续迎来丰收，李千户镇、镇西堡镇、
大甸子镇等各类采摘园区都让人流
连忘返。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摄

团山沟村苹果喜获丰收

图说 TUSHUO

速览 SULAN

喜看辽北粮满仓
——写在铁岭市今秋粮食丰收已成定局之际

本报记者 李 波

“今年是个好年头，亩均增产 75
公斤。”

在铁岭县双井子镇范家窝棚村
的一片玉米地里，群发农作物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雒铁良现场测产的
结果显示，合作社种植的 2560 亩玉
米，亩均增产 75 公斤。在昌图县亮
中桥镇东兴村，丰满源玉米种植合作
社以逐车过秤的方式测产 3天，测出
的数据同样是每亩增产75公斤以上。

抢收大幕在“因灾减产”的担忧
中开启，田间、晒场传出的却是丰收
的喜讯。全国人大代表、昌图县丰满
源合作社理事长吴艳良将丰收归功
于铁岭市坚决贯彻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

作为我省的粮食主产区和重要
商品粮生产基地，铁岭市最大的优势

就是拥有得天独厚的黑土地。为了切
实把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
利用好，铁岭市高标准实施了秸秆还
田、保护性耕作、高标准农田建设“三大
工程”，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秋收后，引导农民把部分秸秆打
碎还田，以“盖被子”的方式减少黑土
地水分和养分的流失；春耕时，鼓励
农民开展保护性耕作，不翻地起垄，
用免耕播种机一次性完成开沟、施
肥、播种、覆土作业；全年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通过土地改良、灌溉与排
水、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旱
能浇、涝能排”的稳产田、高产田。

尽量增加秸秆还田比例，尽量减
少对土壤扰动，科学推进农田林路渠
建设，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保护举措，

让“耕地中的大熊猫”越种越肥沃。
“今年后期雨水特别大，保护性耕作
的优势特别明显。玉米抗倒伏能力
明显增强，有的低洼地块，玉米秆在
水里站了好几天，也没太影响产量。”
吴艳良高兴地说。

2021 年，铁岭市新建设高标准
农田 104.68 万亩，规模全省第一，累
计建设面积近 450万亩；实施保护性
耕作面积182.09万亩，超额完成了省
里年初下达的指标。

随着黑土地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农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铁岭农业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在
连绵不断的秋雨中，高标准农田“旱
能浇、涝能排”的稳产高产作用和保
护性耕作“旱时能保墒、涝时抗倒伏”
的减灾减损作用都得以充分发挥。

让“耕地中的大熊猫”更加肥沃

“上周我市平均降水量 77.5毫
米，较常年偏多近6倍，为1960年以来
同期第一多值；预计未来一周多阵雨
天气，土壤湿度仍然较大，‘埋汰秋’特
征明显，秋收作业难度明显增大。”

9月27日，秋收在即，铁岭市气象
局下发了今年第46期铁岭决策气象
信息，对全市秋收生产提出建议。同
一天，连接昌图县亮中桥镇武胜村与
开原市金沟子镇和气堡村的一段村
路，也在秋收之际建成通车。

看似毫不关联的两件事，却在
增强铁岭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发挥
着同样的推动作用。

推进铁岭振兴，关键在干部。
铁岭市委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
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工
作能力。对于乡村振兴、污染防治
等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
扭住不放、一以贯之、一抓到底，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

今年秋天，铁岭市气象局就扭
住罕见的连雨天不放，以秋收专题
的形式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的气象
服务；亮中桥镇和金沟子镇则以钉
钉子精神盯住了一段村路，最终这
条连着两个村却涉及两个县（市）的

“两不管路”在秋收前顺利通车。
积极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玉米、大豆、稻谷生产者补贴和农机
购置补贴等惠农补贴及时发放，确
保农民种粮积极性；积极引导农民
适时早播，以“一早躲多灾”的方式，
有效抵御春旱、伏旱和早霜，为全年
粮食丰产丰收打基础；积极培育农
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积极引进粮食深加工
企业，鼓励农事龙头企业不断拉长
产业链，以产业集聚带动粮食产业
高质量发展。

面对频发的极端天气、面对积
水的农田，铁岭市各级党员领导干
部提前预警，积极奔走，以务实的工
作作风给农民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种
粮环境和市场环境。铁岭县鑫昇地
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生，在细
数了身边不断向好的变化后感慨：

“虽然天气给秋收带来了不便，但现
在这地是越来越有种头儿。”

让好政策好服务
成为丰收保障

铁岭县蔡牛镇张庄玉米新品种推广专业合作社秋收场景。 关伟明 摄

银州区龙山乡柴河西村水稻收割现场。 董 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