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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正月里来好春光，人勤春早备春耕。春节刚过，年味正浓，当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与
温馨之中时，绥化的备春耕已按下了“快进键”，购良种、备农资、下订单、检修机械……农人们为一年的好收
成做准备，忙碌的场面绘就了寒地黑土上一幅备春耕的锦绣图景，快马加鞭中追逐着金秋的好“丰”景。

2月7日上午，黑土地上覆盖着一层新雪，
农资市场已涌动起备耕的热潮。在北林区田
地源农资市场内人头攒动，农户们正忙着选购
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生产做准备。

双利农资商店内多种农药化肥整齐摆放，
琳琅满目。在齐齐哈尔种地的北林农民刘波
正在仔细查看硫酸铵化肥的颜色和质地，他抓
起一把化肥，在手中轻轻揉搓，又凑近鼻子闻
了闻，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店主姜明峰也热
情地向他介绍着化肥的品质和特点。

姜明峰介绍，去年“十一”之后，店里就
开始准备农资、农药、化肥共100余种，确保
数量充足，质量有保障。多年来，凭借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商店赢得了众多回头客的信
任，老客户们通过“线上预约+线下配送”新
模式，足不出户就能完成采购。

一粒良种，万担好粮。离开双利农资商

店，记者来到北林区盛昌种业公司。老客户
刘继来一行三人刚刚采购了2100多斤新品
种“盛禾19”。销售经理林丽华一边整理着
手中的订单，一边介绍：“‘盛禾 19’是 2024
年 6月最新审定的品种，自上市以来就深受
农户欢迎。这不，刚开年就接到了不少订
单。”盛昌种业高级农艺师卢国臣说，农户们
都有“求新、求高、求变、求好”的心理，每次
老客户来都会询问有没有优质的新品种。
公司每年推出十几个新审定通过的新品种
供农户选择，目前“盛禾 19”的销量非常可
观，去年测产时，每公顷产量达到了9至 9.5
吨，获得了农户的认可。

卢国臣介绍，盛昌公司的种子不仅在绥化
本地销售，还销往哈尔滨地区的巴彦、通河、方
正，以及齐齐哈尔等地，希望好品种多打粮，打
好粮，农民增产又增收。”

北林 良种农资齐就位
刘洋 全媒体记者 李欣杨 孙一博

一夜清雪飘洒，北林城乡一片洁白。
2月 7日上午，北林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办公楼内静悄

悄，只有“嗒嗒”的电脑敲击声不时从办公室内传出来。主任
李连文正忙着制作课件，“正月初八一上班，我就给各个业务
站布置备春耕的培训任务，大家和我一样都在忙着备课呢。”

新春佳节刚过，北林区农技人开始了忙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李连文说，我们现在正在紧

锣密鼓筹备种植业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全单位包括乡镇
农技推广站的农技人员都参加，预计本月下旬正式授课，同
时，线上通过快手同步播出，对广大农民进行培训。培训内
容涵盖水稻、玉米、大豆的栽培技术，以及病虫害防治、肥料
的科学使用、黑土地保护等知识技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
将2024年农业生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让农民
引以为戒，在今年尽量避免发生，同时教农民如何应用科学
的方式方法，选择新品种、新肥料、新机械，让科技赋能春耕
生产，使得科技备耕，高质高效。

“农业科技技术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最实用、最好
用。我们农技推广人员既要仰望星空，了解全国、关注全世
界前沿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新机械，也要手抓泥
土，将自己掌握的知识转化为服务当地的实用技能，让农技

培训接地气，助农增收护好航，全面推进北林高素质农民队
伍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让农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行得
更稳、走得更远。”结束采访时，李连文如是说。

农技人 厉兵秣马备课忙
文/摄 刘洋 全媒体记者 廉红 沈雪

喜庆的年味还未消退，海伦市的备耕“先
手棋”已下子布阵，从农资储备到科技支撑，从
农机保障到技术培训，各套“组合拳”齐头并
进，全力保障新一年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海伦供销合作社抢前抓早储备农资，目
前，已储备入库化肥1.5万吨、农药150多吨、
种子 600余吨；个体农资经销户储备化肥 2
万多吨、农药200余吨、种子2000余吨。同
时，交通运输、铁路等部门积极协调，为春耕
农用物资运输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农资及时
送达农户手中。

种子的品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粮食产量
的高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究所寒区大豆育种学科组组长李艳华说：

“2024年，我们在海南省三亚市南滨农场的大
豆育种田有1万多份育种材料，涵盖高油、高
蛋白、高异黄酮等多种类型。通过南繁加代，
加速了育种进程，使后代材料快速稳定。新审
定的‘东生16’已在我省第六积温带种植，深
受农民欢迎。”

自2024年秋收结束后，海伦市还大面积举
办了农业科技培训课程。通过电视讲座、网络
传播、村大喇叭等多种途径开展培训，并建立
6个技术咨询微信群，广泛宣传农业种植技
术。“科普之冬”和高素质农民培训活动聚焦
大豆、玉米、水稻专业栽培技术，培训人数累计
达到10万人次以上。同时，推进科技园区建
设，园区在秋收后就进行秋季整地，深翻、深
松，达到黑色越冬标准。

据悉，今年海伦市耕地总面积 465.2 万

亩，计划落实大豆种植面积 181.1 万亩。全
市现有拖拉机 3.85 万台，配套农具 8.31 万
台，农机总动力 194.57 万千瓦，其中小型拖
拉机 1.05 万台、大中型拖拉机 2.80 万台、
精量播种机 2 余万台、谷物联合收获机械
1980 台、大豆收获机械 685 台、玉米收获机
875 台，各类农机具完全能够满足农作物
耕、种、收生产需求。

海伦市前进镇东兴村种植大户刘春生满怀
信心地说：“今年预计种植大豆2500亩，选用了
抗逆性强、高产、高油、高蛋白的大豆品种，蛇年
金秋，一定会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季”。

海伦“组合拳”齐头并进
文/摄 马明舒 全媒体记者 王宏妍 宋博文新春伊始，大地复苏，只待春耕。明水县崇德镇光华村思彬

种植合作社传出阵阵欢声笑语。一辆货车载满了玉米种子驶进
院内，村民不惧寒冷，笑呵呵地加快脚步往仓库搬运。

“人勤春来早，过了新年，我们就开始对接各农资厂家，从价
格、质量、资质等多方面进行比较，确保以最低的价格购入最优
质的种子、化肥。这个迪卡玉米种子是我们合作社近几年严挑
细选的种子，它抗病能力强，亩产可达1700多斤。去年9月初
就交的定金，前几天补齐了尾款，今天我们先运回了2200袋，能
种3300亩地。”合作社负责人董思彬介绍。

明水思彬种植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统一种植、统一管理，
抢前抓早准备农业生产物资。目前，合作社有成员30多户，并

拥有自己的烘干塔，收购玉米烘干外销，让村民不愁玉米销路。
“自从加入合作社，干啥都不用我操心，农资统一订购，

玉米种子款先由合作社垫付，冬季卖粮后再跟合作社结算。
而且价格高于市场一至二分钱。今年我家就订购了700多亩
地的玉米种子。”社员丁艳龙说。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加入合作社抱团取暖。“我们合作社已
经成立5年了，每年都有村民加入。我们每年都会出去考察学习，
让大家享受农资统一采购价格优惠的同时，农资的质量有保障，
粮食在销售上价格高于市场价。”社员张树才说。

临近中午，一大货车的种子，在村民共同努力下已卸载一
半。瑞雪迎春到，今年必有好收成。

明水 合作社里笑声扬
于海静 全媒体记者 陈骁 陈俊杉

“签下今年的大订单，备足良种种好粮。”蛇年正月，大地
还未褪去冬日的寒意，捧着火热的订单，庆安一些知名的米
业公司就忙着准备春耕物资。

订单稳，春耕信心足。庆安大力推进农产品市场大宗集团
定制业务，以稻米产业作为核心突破口，积极“走出去”，与域外
高校、企业、社区等建立起紧密的合作网络。在合作过程中，精
准把握客户品牌需求，以定制化服务为特色，精心打造并提供优
质庆安大米，成功搭建起长期稳定的市场供需关系。

庆安县双洁米业已与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北京各大
高校展开深度合作，每年直供优质大米5000吨以上。博林鑫农
业集团则将目光投向社区市场，与苏州社区携手合作，年销量达
3000吨以上。同时，通过巧妙借助“五谷杂粮下江南”活动的东
风，庆安县与南京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高校成功签订订单，

进一步拓展了集团定制农业的版图。
“一年好景在春耕，春耕关键在良种。今年我们重点推广了

几个新培育的水稻品种，这些品种抗病性强、产量高，米质也更
出色。”正在三亚繁育基地田间查看实验品种情况的庆安县北方
绿洲稻作研究所的技术员郭中原通过微信视频向记者介绍。

庆安持续优化种植业结构调整，始终将粮食作物种植放在首
位，积极落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确保粮食面积稳定。同时，大力
推广大垄密植等“五良”融合增产技术，持续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在277万亩以上，预计年底粮食产能增加1.5亿斤以上。

在庆安的各个农资店内，热闹非凡，农户们穿梭其中，仔细
挑选着种子、化肥、农药等各类农资。“我们通过对比选的化肥，
肥效持久，而且对土壤的改良也有帮助，有了好肥料，这春耕心
里就更踏实了。”一位农户说。

庆安“订”下一年好“丰”景
崔倩宁 特约记者 刘加明 全媒体记者 许宏伟

抢前抓早备春耕
快马加鞭追春光

欧亚达农机大市场整装待发。全媒体记者 刘华鹏 摄

盛
昌
种
业
农
艺
师
卢
国
臣
（
右
一
）
向
农
户
们
推
荐

优
质
稻
种
。
全
媒
体
记
者

刘
华
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