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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是世
界公认最肥沃的
土壤，因为肥力充
足，产出质量高、

产出能力强，被誉为“耕地中
的大熊猫”。然而，由于用养
脱节、风吹雨蚀，黑土地肥力
退化问题越来越突出，采取
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迫
在眉睫。

在地处世界“黄金玉米
带”的铁岭市，铁岭县蔡牛
张庄玉米新品种推广专业
合作社（以下简称“张庄合
作社”）结合实际，综合采用
农艺、农机、科技等方面的
举措，以高水平种养结合解
决黑土地保护中的观念问
题、技术问题、效益问题，探
索出一条养好地、种好田、
多打粮的实用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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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市的很多农民已经习惯了精耕细作，
每年春天都要把自家耕地收拾得一根毛刺儿
都没有，然后再经过“两翻两压”把玉米种子播
种下地，用地的同时也在破坏地力。

同样是使用土地，保护性耕作强调的恰恰
是地不深翻、免耕作业，用“懒汉种地法”留住
水分养分，通过用地实现养地。

不言自明，此番“勤”与“懒”的博弈，后者
占据了上风，在黑土地保护上作用更为突出。
要想把保护性耕作在更大范围内铺开，首要的
还是引导农民更新观念。

赵玉国爱种地，也会种地。同样是秸秆还
田，他因不同生产场景细分出覆盖翻压还田、
粉碎覆盖还田、归行覆盖还田、过腹还田等多
种还田方式，力争单产只增不减；同样进行免
耕播种，他会在不同气候条件、土壤墒情下，组
合使用大垄归行、粮豆轮作、密植精播、少耕精
播等耕作技术，确保单产稳中有升。

出实招、求实效，真正把黑土地当作大熊猫
一样进行保护，赵玉国种出的田就成了样板田，
不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地不深翻、免耕作业，还
通过各种耕作技术的组合，实现了产量递增。

近两年，张庄合作社的保护性耕作样板田
已经进入高产稳产期，正常年景下玉米单产较
常规耕作对比田净增 100 斤以上。由于生产
中省去了秸秆离田、整地、起垄三个作业环节，
亩均还能减少支出 50 元以上。这样的保护性
耕作示范，自然引发效仿。

用养结合、以用促养。在实施保护性耕作
过程中，张庄合作社以高水平的“种”实现了高
标准的“养”，再以降本增效示范，推动以用促
养、以用促保，带动犹豫、观望中的农民更新观
念，加入到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的行列中。

在张庄合作社带动下，实施保护性耕作已经
成为蔡牛镇及周边乡镇普遍选择的生产方式，围
绕秸秆还田、免耕播种等作业环节，很多村还自
发地搭建起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从典型示范引领，到村民自发参与，达到
以用促养、以用促保的目的，在推进实施黑土
地保护工程的进程中，铁岭市迈出了扎实的
一步。

以用促养
以用促保

李 波

观与思

在通往张庄合作社的一条村道边，有一片玉米试验
田，这两天正洋溢着喜庆。一棒棒尚未完全成熟的玉米，
在秸秆上被扒开，还系上了红色丝带，远远望去红黄交
织，在阳光照耀下格外惹眼。

原来，张庄合作社正在筹备秋收观摩会，而主会场就
是这片玉米试验田。

这样的观摩会，张庄合作社每年都要举办。年初时，
引进各科研院所培育的最新品种，在试验田里试种，秋收
前把附近的村民请来现场观摩。几十个品种，有的抗旱，
有的抗倒伏，有的耐密植，村民可以根据自家耕地的实际
情况，挑选适合的种子，现场下订单。这种看得见、摸得
着的现场订货方式，不仅让农民买到了优质的玉米种子，
还能享受到团购的价格，深受当地农民欢迎。

除了现场观摩订购种子外，张庄合作社还有团购化
肥、农机作业、销售粮食、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用赵玉
国的话说就是，只要在种地上遇到了困难，合作社都会帮
着解决。

“现在种地都是全程机械化，农民种地不愁，收地不
愁，最愁的是秋天卖粮。卖早了，害怕后市来个大涨价；
放在家里，既担心储存不好有损失，还担心价格出现下
跌。”

面对农民有粮不敢卖、不会卖的现实，赵玉国想出了
一个好办法。

“现在我们合作社有粮食托管服务。秋天，村民收完
地，可以直接把玉米拉到合作社，如果觉得价格不满意，
可以先不结算，等到价格高时再结算。这样，既解决了农
民无处储粮的问题，又降低了低价卖粮的风险。”

乍一听，会觉得合作社搞这样的托管服务，就是一笔赔
本的买卖，但在赵玉国心中，这是一个三方受益的好办法。

“我们合作社虽然承担了点风险，但托管服务同样
解放了合作社大量流动资金，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经
营成本。”

站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这样的托管服务还可
以让农民手中的粮食尽早进入烘干收储环节，避免个人储
存因地趴、霉变等因素造成损失，具有减损的重要意义。

在土地流转中随行就市，尽可能提供较高的流转价
格，与农民形成长期稳固的土地流转关系，然后，通过全
程机械化作业提升效率，通过黑土地保护作业提高产量；
在粮食收储加工中，尽可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在确保两座
烘干塔平稳运行的同时，也形成了数量上的优势，这也让
合作社在销售粮食时有足够的底气与收购商讨价还价。

真诚服务周边农民，在生产中带动农民种好地，在市
场上带动农民卖好粮，以玉米产业为链条，张庄合作社与
农户联结得愈加紧密，带动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实现
了有效衔接。

为了助推张庄合作社发展壮大，把合作社打造成具
有更强带动能力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单元，铁岭市创新组
织机制，依托张庄合作社成立了蔡牛
镇玉米产业联合党委。

随着联合党委的成立，赵玉国的
干劲也更足了。他说：“我们合作社一
定要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做好现代
农业科技的转化工作，带领更多的农
民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多
作贡献。”

抱团发展 实现深度融合

让“耕地中的大熊猫”更肥更壮
——铁岭县张庄合作社用养结合走出黑土地保护利用双赢路

本报记者 李 波

9 月正是玉米的灌浆期，行走在铁岭
市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四周大田一片葱葱
郁郁。

在铁岭县蔡牛镇北地村，有十几垄玉
米却显得与众不同，叶片发黄、结棒偏小，
与叶片墨绿、秆高棒大的相邻地块中的玉
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片长势存在明显差异的玉米地
里，来自沈阳农业大学耕作制度团队的师
生正抱着实验器材坐在玉米地里做实
验。带队老师宫香伟告诉记者，“这片实
验田，主要是在秸秆还田条件下进行一些
对比实验。”

张庄合作社共有5片这样与科研单位
共建的实验田，每一片都在研究黑土地土
壤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每一片的合作年份
都在10年以上。

合作社党委书记、理事长赵玉国说：
“有这些科研院所提供技术支持，我就放心
大胆地种，给周围的村民打个样。”

赵玉国所说的“打个样”，就是想让更
多的村民改变观念，加入到保护性耕作行
列中，一起保护黑土地。

多年来，当地农民习惯了对自家农田
的精耕细作，每年秋后春耕前都要反复翻
整，把地里收拾得一根草刺儿都没有。而
被称为“懒汉种田法”的保护性耕作恰恰相

反，秸秆还田、地不深翻、免耕播种，把耕地
整得又脏又乱，很多农民不相信这样种地
能增产，甚至担心减产。

赵玉国说：“耕地翻来翻去的，风一刮
就会破坏地力，尤其在铁岭，十年九春旱，
春季风大、回暖快，黑土层全被刮跑了。采
用不翻地的耕作技术，能有效地保护黑土
地。即使头两年会对产量有一些影响，但
从长远看，利绝对大于弊。”

张庄合作社的经验得到了5家科研单
位的认可。针对黑土地的研究显示，保护
性耕作确实能起到减少土壤有机质流失、
抗旱保墒的作用。

有科研成果助力，张庄合作社围绕黑土
地种养结合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在不同
气候条件、土壤墒情状况下，组合使用免耕
播种、秋后深翻、粮豆轮作、秸秆过腹还田等
生产技术，张庄合作社总结出三种保护性耕
作模式，即玉米秸秆覆盖条带耕作密植精播
模式、秸秆粉碎覆盖免耕或少耕精量播种模
式、秸秆覆盖深松少耕精量播种模式。

赵玉国在介绍这三种保护性耕作模式
时，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经过几年的坚
持，实行保护性耕作的地块增产效果十分
明显，正常年景亩产基本可以达到 100
斤。而对于种植大户，采用保护性耕作还
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秸秆离田、整地、起垄

作业环节都免了，亩均可节省费用50元。
在推广这些保护性耕作模式时，赵玉国

特别注重实用性，耕作的每一个步骤都考虑
到当地常用的农机具，以便可以实现全程机
械化作业。“农民在种地上都是专家，在地头
一站，看垄宽、算株数，马上就把产量给你估
出来。如果你整得太复杂，还得添置农机啥
的，可能就不划算了。”赵玉国说。

正是因为每名农民心里都有一本账，
合作社打完样后，很多村民都看到了实
惠，也都跟着一起干。今年，作为辽宁省
保护性耕作县级示范基地，张庄合作社展
现出强大的带动作用，合作社实施保护性
耕作土地面积 3600 亩，辐射带动周边村
民实施保护性耕作土地面积达3.8万亩。

由于背后有科研力量的支持，张庄合
作社的保护性耕作技术处于持续优化中。

“经过去年的对比，我们今年更换了玉
米大豆套种的品种。去年种的品种柯杈率
高、产量高，但更适合清种，今年改种的品
种无柯杈，更适合套种。”

“大豆玉米套种，最难的就是打药。有
时候给大豆打除草剂，却给玉米苗打死了；
给玉米打杀虫药，却影响了大豆的生长。
如今，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持，我们可以放心
大胆地除草打药了。”说起保护黑土地，赵
玉国滔滔不绝。

科研助力 深耕种养结合

在张庄合作社，有一片被称为“基地”
的连片耕地，共有 1060 亩，是合作社与众
多科研院所、涉农部门共同打造的智慧农
业基地。

站在基地的智能虫情信息采集设备
前，赵玉国详细地介绍了虫情测报灯在无
人监管下自动完成诱虫、杀虫、拍照、上传
云平台的工作流程。

而在一路之隔的合作社办公区，接收
到信息的5G数字农业园区平台，会通过人
工智能算法对捕获害虫进行分析，获得虫
害种类和发生密度，一旦某种害虫达到预
警密度就会将信息同步送到市县植保站和
相关科研单位。随后，合作社再根据各方
面反馈回来的信息，采取最科学的处置方
式。由于预警及时，防控精准，虫害总能在
发生初期就得到有效控制。

一边是亩均一台仪器设备的智慧农业
基地，有智能虫情信息采集设备、多功能气
象站、农情信息采集仪、四处张望的摄像头
不间断地采集信息，还有与各种探针一起
插入地里的各种传感器，监测土壤温湿度，
实时检测土壤氮磷含量。

一边是5G数字农业园区平台，不断地
将智能终端采集的信息转化为农业生产

“指导图”，土壤肥力分析、出苗巡检、苗情
长势监测、天气预警、土壤墒情曲线、降雨
量分析对比、虫情发生预警，每张图都为合
作社提供生产指导和辅助决策。

在张庄合作社，智慧农业基地里收集
的所有信息都会迅速转化为具体的生产行

为，真正实现了数字赋能。有入社村民笑
称，过去种地是“靠天吃饭”，现在种地都跑
到“老天爷”前面了。

农情采集系统将土壤湿度、温度、墒情
等农田信息精准转化为最佳播种时期，与
以往靠经验种地相比，出苗率明显提高，增
产增收效果十分显著。

“2023年可以说是近几年种地最难的
一年，由于去年水大，地温始终上不来，开
春时，谁也不敢种地。我们合作社就不一
样，农业生产管理系统每天都会收集到详
细的地温信息，当地温稳定到 12.8摄氏度
以上时，我们率先开犁。”赵玉国说。

当然，收到开犁指令的还有周边的种
植大户和村民。他们不用监测地温，只关
注张庄合作社的动向，看到农机手开着播
种机下地了，也就跟着开始了一年的春播。

赵玉国善于算账，同样一亩地，经他一
算就能增产。

“有的农机手种地干活不细，种出来的
地，垄都不一样宽。这么种，有宽有窄的，
肯定影响通风和采光。”为了进一步说明把
地种直了可以增产，赵玉国举了无人驾驶
拖拉机种地的例子。

“以前种地，常出现垄宽不一、垄高不
等的情况，出苗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光
照不一、水肥供应不均匀的问题，产量根本
上不去。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定位后，无人
驾驶拖拉机把地种得像线似的，垄距相等、
株距一致，每亩地最少能多种 100 株苗，
100亩地就能多规划出4亩用地。”

赵玉国用通俗的语言，把北斗导航协
助解决的播种不直、行距不匀、种子深度不
一、出苗不齐等问题解释得简单明了，甚至
直接量化为“每亩能多种出100株玉米”。

按这样的种法，张庄合作社的部分地
块，今年单产有望突破2000斤。

数字赋能 提升亩均效益

铁岭县蔡牛张庄玉米新品种推
广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现有社员 106 人，专业技术人员 32
人，经营面积 3.6万平方米，固定
资产2560万元。2023年，共流转
土地2.26万亩，种植玉米2.01万
亩、大豆0.25万亩。

一起认识下
张庄合作社

规模

作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合作社近年来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
学、沈阳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持
续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坚，共创建试
验基地700亩，打造5G无人驾驶试
验示范基地 500 亩，县级保护性耕
作应用基地1000亩。2021年，合作
社打造了占地 1060 亩的智慧农业
基地和5G数字农业园区平台，目
前，平台已汇集农情信息采集、虫情
监测系统、气象预警、农机作业服务
监测等多项应用功能。

2022 年，合作社实现经营收入
3200万元。

定位

合作社设有土地流转服务部、
农资经销服务部、农机作业服务队、
粮食收储加工服务部，是一家集农
资经销、农机作业、粮食生产、科技
服务、技术咨询等服务于一体的综
合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实力

面积达1060亩的连片耕地，是张庄合作社与科研院所、涉农部门共同打造的智慧农业基地。本报记者 韩卓航 刘芋彤 摄

来自沈阳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的成员在玉米试验田中采集样本。
本报记者 李 波 摄

赵玉国演示如何利用5G数字农业园区平台指导种田。
本报记者 李 波 摄

虫情监测系统是张庄合作社精准控制虫害的利器。
本报记者 李 波 摄

张庄合作社对玉米进行烘干加工。 本报记者 韩卓航 刘芋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