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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提升地力有妙招 粮食增产有信心
——河南原阳粮食稳产秘诀

张培奇 范亚旭 王帅杰

“三提三减”建设高标准农田

走进原阳县10万亩小麦单产提
升示范区，可见大型自走式喷灌机
矗立在田间，气象监测站增强了农
业生产的科技感，高标准农田内

“水、路、林、电、物联网”已实现五网
融合。

种粮大户周朋是原阳县源满农
牧专业合作社的项目经理，他所在
的合作社在示范区内流转了7000多
亩地。“浇灌、植保、收割都是自动
化、机械化，一人能管上千亩地。”有
了先进的农业科技和装备作支撑，
让周朋种地很有底气，“按照目前农
业最精细化的管理模式，跟以前传
统作业方式比的话，每亩地成本能
节省200元左右。”

在原阳县，不只周朋种地有底
气。为大面积提升小麦单产，原阳
县聚焦制约小麦生产的关键因素，
积极推进“良田、良种、良法、良机、
良制”有机融合，探索出了“提效率、
提地力、提单产，减水、减肥、减人
工”的小麦大面积单产均衡增产之
法。

聚焦良田，打好基础。原阳县
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
建设现代化灌溉设施，实现高效节

水，开展土地流转，以“小田变大
田”，实现大面积农业机械化作业。
目前，全县共建成高标准农田96万
亩，已规模流转土地34万亩，机械化
播种和收割率达98%以上。同时，实
施土壤改良工程，通过开展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增施有机肥、土壤调理
剂等方法，打破土壤板结，改善土壤
结构，亩均施加有机肥200千克，耕
地地力较之前提升0.5个等级，达到
4等以上。

与此同时，原阳县集成推广良
种良技良法，开展小麦水肥一体化
种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新
技术。数据显示，全县通过集成推
广良种良技良法所种出的粮食产量
平均增加 10%，小麦亩均增产 35 公
斤，玉米亩均增产30公斤。“通过实
际利用智能灌溉、节水节肥系统，有
效实现了农业减水、减肥、减人工

‘三减’，亩均减水达30%，节肥15%，
省工省时 30%，肥料费用可减少 45
元。”该县种粮大户吴振邦对科技赋
能农业生产赞叹不已。

“五方联动”建好“地力加油站”

“建上地力加油站，种养结合真
方便，秸秆粪污大循环，生态农业道

路宽。”在原阳县，当地老百姓编了
这样一句顺口溜。

何为“地力加油站”？原阳县农
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宝光解释，
当前，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农作物
秸秆无处去，畜禽粪污不处理，土地
地力难提升”的问题，对此，原阳县
开创了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新型经
营主体居间服务、养殖场受益、农户
增收的“五方联动”运行模式，在河
南省率先建设了“地力加油站”，对
玉米秸秆、畜禽粪污进行规模化处
理，生产的固体有机肥低成本还田，
生产的液态生物有机肥，通过地力

“加油罐”，并入灌溉系统直接还田，
通过“秸秆就地取材、粪污就地处
理、肥料就地还田”，实现了“种养双
循环，钱粮双增收”。

“我们今年用的是畜禽固体有机
肥，小麦前期分蘖多、根系发达，病虫
害明显轻，效果非常好，现在小麦的
穗大、籽粒多且饱满。”原阳县阔升农
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新坊说。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
当家。”为提升耕地地力，提高农作
物产量，原阳县统筹秸秆粪污资源
化利用、生物质能源推广，目前已经
建设“地力加油站”核心加工厂1个，
分秸秆、粪污、尾菜、动物食品加工
废料、植物食品加工废料五种类型
建设“地力加油站”10 个，预计年处
理玉米秸秆20万吨、年产生物质天
然气2090万立方米、固体有机肥7.5
万吨，实现全县畜禽粪污和玉米秸
秆消纳全域覆盖。

秸秆离田，化肥减量，让农业生
产实现绿色循环。阳阿镇韩庄村

“地力加油站”负责人牛犇说：“有机
粪肥的施用，能让农作物实现稳产
丰产有了‘根基’，通过施用有机粪
肥，不仅为农作物提供全面的营养，
对疏松土壤，耕地地力培肥都能起
到较大的促进作用。”2023 年，原阳
县还被确定为河南省绿色种养循环
农业试点县之一，全县共完成绿色

种养循环面积 10.5 万亩，消纳畜禽
粪污 6.3 万吨，化肥用量亩均减少
10%以上。

“两大平台”建优防减灾体系

走进原阳县阳阿农业综合服务
站，映入眼帘的是整齐排列的各类
现代化农业机械。这里建有智慧农
业运营管理平台监控大屏。“我们现
在要种给农民看，教会农民干，帮助
农民把钱赚。”作为服务站的建设方
和运营方，河南省豫资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天奇围绕“谁来种
地”和“如何种好地”的问题描述了
他心中的目标。

刘天奇的目标并非无本之木。
据介绍，阳阿农业综合服务站作为
一个市场化运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平台，能够提供集耕、种、管、收、烘、
储、售于一体的农业生产全过程服
务。“按照‘平战结合、平急两用’的
原则，通过‘群众购买、政府补贴’的
方式，我们储备了履带式收割机、移
动式烘干机等农业应急救灾装备
1200台套，平时市场化运作，急时由
政府补贴使用的综合应急服务平
台；还建立覆盖全县的智慧农业应
急管理平台，实现与省、市平台联
动，可调集 6000 多台装有北斗导航
的农业机械。”刘天奇说出了“两大
平台”在防减灾过程中的功能。

粮食要增产，三分靠种，七分靠
管。为此，原阳县依托阳阿农业综

合服务站积极组织专家根据不同区
域、不同作物、不同灾害种类制定相
应的应急预案，并提前做好救灾物
资储备和技术准备。在关键农时和
重大灾害发生时，组织100多名科技
特派员蹲点包片指导服务。通过线
上线下多种途径开展技术培训，不
断增强农民的防灾减灾意识，落实
好夏粮“一喷三防”和秋粮“一喷多
促”等关键措施。

“现在种田都是全程机械化、智
能化，不定时就能在微信群里收到
麦田管理的技术要点，还会有农技
人员到现场进行指导，享受到了‘保
姆式’的服务。”这让阳阿镇北裴寨
村种粮大户裴朝宾对今年小麦增产
增收有了更足的信心。

为筑牢防灾减损第一道防线，
原阳县还依托智慧农业应急管理平
台配备了智能化气象、病虫害等监
测设备，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会商
联动，一旦有重大变化，第一时间通
过农村大喇叭、微信、抖音等平台发
布预警信息，保证一旦发生重大灾
情，确保人员、机械、物资30分钟内
赶到现场。

“通过一系列措施，我们已经连
续多年保持了粮食面积、单产、总产
提质提效的良好态势。我们有信
心、有决心让今年粮食产量突破 15
亿斤的目标。”刘兵说，“下一步，我
们将持续提升农业生产综合能力，
争做粮食单产提升排头兵，为国家
粮食安全作出原阳贡献。”

位于黄河北岸的河南

省原阳县，全县耕地面积106万

亩，常年粮食种植面积165万亩，主要

种植优质小麦、水稻等，多年来粮食产量稳

定在14亿斤以上。原阳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持续在“增产”“防灾”上下功夫，去年以来，成功

获得了第四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国

（原阳）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示范区、全国

（原阳）小麦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县等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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