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者
按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电话：4396809 E-mail：xcrbzbs@sina.com 3值班编审 黄双燕 编辑 樊迎喜 校对 樊迎喜
2022年 6月 20日 星期一

TEBIEBAODAO

“真是没想到，今年我种植的优质强
筋小麦新麦 26 和万丰 269 一共 700 亩，亩
产达 1280 斤。本来以为去年受暴雨影响，
播期偏晚肯定会影响产量的，结果比去年
产量还要高得多！”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
万庄村种粮大户万子荣激动地说。

今年 47 岁的万子荣 2010 年注册成立
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有成员 49 名、
拖拉机 22 台、收割机 18 台、自走式打药机
6台、植保无人机 5台、烘干机 6台。

提起今年小麦高产的原因 ，万子荣
说：“这多亏了市农技站的专家们，在他们
的精心指导下，我今年才能大获丰收。这

其中有 200 亩地采用了宽幅精播技术，更
是达到了亩产 1400 斤！”

据悉，万子荣听从专家指导安排，在
今年播期偏晚的情况下，采取宽幅精播节
水降耗技术，以及测土配方施肥、氮肥后
移、中药制剂叶面喷肥等一系列配套栽培
技术，并且在返青期和孕穗期浇了两遍关
键水，这是今年小麦高产的主要原因。

受去年秋季不利因素影响，我市小麦
播种较晚、越冬期群体偏小、长势较差。针
对这一情况，我市农技专家以“科技强农、
科普惠民”为主题，把培训课堂搬到田间
地头，手把手、面对面讲解相关技术，为农

民朋友科学管理春季麦田当好参谋。
我市按照高标准粮田建到哪里，高产

创建跟进到哪里的要求，在高标准粮田内
推广统一技术培训、统一品种布局、统一
测土配方施肥、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适
时收获、统一秸秆还田的“六统一”管理模
式，让粮食种植科学、方便、高效。

此外，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还通过向
群众发放技术资料和小麦种植技术明白
卡、跟踪技术指导、现场指导、上门服务等
形式，加强对种植大户的技术扶持，提高
种粮大户的科学种田水平。

我市充分发挥好种粮大户、家庭农

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对重点户采取重点
帮扶服务，每年都会遴选一批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作为本年度“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
革项目”科技示范户进行重点指导服务，
开展“一对一”跟踪技术指导服务。

“在重要农时季节，我们都会上门服
务，对种植大户进行栽培技术提醒和实时
技术指导，提高技术服务的时效性和针对
性，强化技术服务效果。”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党支部书记、高级农艺师袁建生说，我
们的这些工作对于提高种粮大户的科学
种田水平和小麦增产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夏”时节，麦浪阵阵，麦穗飘香，
许昌大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在许昌
市农科院试验田内，收割机来回穿梭，
金色的麦穗被卷入机械中，粒大饱满的
麦粒尽收囊中。

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关系着中
国人的粮食安全，对于农业现代化更是
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作为全国重要的粮
食生产核心区之一，多年来我市在小麦
育种工作中投入大量精力。

“昌麦 20”等 4 个高产、稳产、抗病
小麦新品种去年通过了国家和省审定，
富硒特用小麦新品种市场价每公斤 4
元多，培育出了既高产又优质强筋的小
麦新品种……只有好种子才能产出好
粮食，我市小麦产量多年来持续提升，
离不开好种子的支撑。

““我们的试验田有我们的试验田有 200200 多亩多亩，，尽管尽管
去年强降雨影响了播种时间去年强降雨影响了播种时间，，但由于种但由于种
子质量好子质量好、、管理得当管理得当，，选育的小麦品种选育的小麦品种
许麦许麦 17061706 最高亩产最高亩产 859859..22 公斤公斤！！””市农业市农业
科学院党委书记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珂说院长李珂说，，今年市今年市
农科院试验田种植的已经通过国家农科院试验田种植的已经通过国家、、省省
审定的小麦品种审定的小麦品种 7070 多个多个，，平均亩产平均亩产 700700

公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

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
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
粮食安全。

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口粮作
物。作为公益性农业科研单位，市农科
院紧紧围绕小麦生产需求确定育种目
标，选育新品种，守护着小麦种业安全
和国家粮食安全。

近年来近年来，，市农科院选育有小麦高产市农科院选育有小麦高产
稳产品种稳产品种，，如昌麦如昌麦 2323、、2424，，许麦许麦 18891889，，亩亩
产产 700700 公斤以上公斤以上；；选育有小麦优质高产选育有小麦优质高产
品种品种，，如许麦如许麦 21982198、、19011901，，具备亩产达到具备亩产达到
900900 公斤的潜力公斤的潜力；；选育有小麦高产抗病选育有小麦高产抗病
品 种品 种 ，，如 昌 麦如 昌 麦 2525、、2626、、2727、、2828、、2929，，许 麦许 麦
21332133、、20162016，，对病害表现中抗对病害表现中抗；；同时同时，，也也

在开展功能小麦研发，比如蓝粒富硒小
麦、专用小麦等。

蔺海明是建安区蒋李集镇郑蔺村
的村民，当问到他今年收成如何时，他
乐开了花。

“这两年我种的都是市农科院培育
的小麦新品种许麦 1706，去年产量有高
有低时，别人家种的小麦每亩能收 900
多斤、1000 多斤，我种的小麦每亩能收
1400 多斤。今年收成都好时，别人家的
产量在每亩产量在每亩 12001200 到到 13001300 斤斤，，我的产量我的产量
还是每亩还是每亩 14001400 多斤多斤。。””蔺海明说蔺海明说，，这个这个
品种少生病品种少生病、、秆不高秆不高、、产量稳定产量稳定、、抗倒伏抗倒伏
能力强能力强，，比别人还少打了两遍药比别人还少打了两遍药，，今年今年
我种了我种了 88 亩地亩地，，多收入多收入 20002000 多元呢多元呢，，明明
年我还种这个品种年我还种这个品种。。

其实其实，，受到秋涝等因素影响受到秋涝等因素影响，，我市我市

去年麦播开局非常困难，如今创造灾后
再获丰收的奇迹，小麦良种是成为支持
我市小麦单产刷新纪录的“密码”。

“小麦良种是夏粮丰收的关键要素
之一。没有良种，再好的设备与技术都
很难提升小麦的质量与产量。我们通过
对每个品种长势、特性、抗病能力、产量
等进行对比，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好品
种。”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田香伟
说。

如今如今，，小小一颗种子小小一颗种子，，正在成为粮正在成为粮
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焦点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焦点。。为从源头为从源头
上上确保小麦生产苗优确保小麦生产苗优、、苗壮苗壮，，高产高产、、高高
效效,,市农科院加强与省农科院对接市农科院加强与省农科院对接，，与与
省农科院小麦所省农科院小麦所、、园艺所园艺所、、信经所信经所、、推广推广
处处、、芝麻中心等业务部门建立长期合作芝麻中心等业务部门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关系。。加入国家黄淮南片小麦品种试加入国家黄淮南片小麦品种试

验、河南省小麦品种试验、小麦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持续完善科研
设施建设，重点打造河南省粮食作物
绿色高产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市
级实验室建设，提升现代育种科研条
件。

因为担负着小麦新品种的引进、试
验、示范和推广等工作，所以对于市农
科院的工作人员来说，麦收之后最重要
的一项工作就是选种。

记者在市农科院看到记者在市农科院看到，，10001000 多个小多个小
袋装的小麦整齐堆放着袋装的小麦整齐堆放着，，每个袋子里面每个袋子里面
都有一个小标签都有一个小标签，，上面写着不同的编上面写着不同的编
号号。。

““小麦育种需小麦育种需‘‘十年磨剑十年磨剑，，久久为久久为
功功’’，，这些种子我们都需要进一步筛选这些种子我们都需要进一步筛选，，
再从中选择出来适合的再从中选择出来适合的。。””小麦研究所小麦研究所

高级农艺师张存利说高级农艺师张存利说，，一个新品种从育一个新品种从育
种到生产、开始应用往往要经历 10 多
年的“大浪淘沙”。从组合配制、世代
选择到品系鉴定、比较试验，再到参
加各级预备试验、区域试验、生产试
验，往往从上万个单株、数千个品系
中才能选育出一个新品种。

据了解，每年市农业科学院都要
从二三百个新品系当中，选出来 4 到 5
个综合性状好、抗病性强的小麦新品
种参加河南省的新品种比较试验。自
市农科院成立以来，先后有 10 个优质
高产小麦新品种通过国家和省审定。

“今年我们的试验田中，还有几个
亩产超过 800 公斤、900 公斤的小麦新
品种。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研发亩
产超过产超过 10001000 公斤的小麦新品种公斤的小麦新品种，，让它让它
尽早尽快通过审定尽早尽快通过审定，，推向市场推向市场，，造福造福
全市人民全市人民。。””市农科院副院长段国占市农科院副院长段国占
说说。。

播下的种子播下的种子，，是丰收的希望是丰收的希望。。期期
待越来越多的好种子播撒大地待越来越多的好种子播撒大地、、破土破土
而出而出，，让我市农民收获好收成让我市农民收获好收成，，也让也让
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稳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稳。。

科技助力 “麦”向丰收
本报记者 武芳 文/图

麦收时节，在建安区陈曹乡高标准农田示范方内，成方连片的小麦一望无际，微风过处，麦浪阵阵，谱写着丰收的序曲。
俗话说：“三秋不如一麦忙。”6月，是属于收获的季节。时下，全市352万亩冬小麦陆续完成收割，夏粮喜获丰收，增产已成定局。
粮乃固国之本，粮食安全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大灾之后的丰收、增产，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越是危难之时，越需要努

力和底气。只有手中有粮，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更加沉稳、更有底气。
每年的丰收都令人期许。经历秋涝和疫情，在特殊之年交上特殊答卷，这是许昌对粮食安全的重要贡献，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6 月的许昌，一望无际的田野中，麦浪
滚滚，一片金黄，为这块富饶的土地铺上
了一层厚厚的黄色地毯。联合收割机在
广袤的田野里纵横驰骋，勾勒出一幅盛世
许昌的和谐麦收图。

金色的麦粒盛满了一袋袋、装满了一
车车，农民的脸上写满了笑容，昭示着一
个金色的主题——丰收。

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的组成部
分，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实施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坚持把粮食生产摆在重要位
置。今年以来，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着力在促弱苗转壮、农资调度供应及病虫

害防治、抗旱浇水等方面下功夫，全力确
保小麦丰产丰收。

去年小麦播种期，多场大到暴雨造成
罕见秋汛，适播期下限还有许多小麦无法
播种。针对秋涝，我市及早制定小麦晚播
技 术 指 导 意 见 ，提 出 科 学 选 用 品 种 ，以

“种”补晚，提高整地质量；以“好”补晚，适
当增加播量；以“密”补晚，科学施足底肥；
以“肥”补晚，推行包衣拌种，防控病虫等
措施，促苗稳健生长，保苗安全越冬。

在春季关键农时，强化技术指导，落
实上级促弱转壮项目资金 816 万元，通过
喷洒叶面肥、加强肥水管理等，促进苗情

转化升级，到返青拔节期苗情已赶上常年
水平。针对开春以来，降雨比去年同期偏
少，小麦扬花灌浆期旱情显现，我市及时
组织动员群众抗旱浇水，实现应浇尽浇。

此外，切实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挥植保专业服
务组织作用，利用先进高效植保机械，扩
大统防统治面积。据统计，全市整合资金
3002 万元，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 497 万亩
次，全市麦田普防 1 至 2 遍，防控效果明
显，小麦病虫害是近年来为害最轻的。

耕地是粮食的命根子，提高单位土地
的粮食产出能力，粮食产得出、供得上、供

得优。目前，全市高标准农田已建成面积
361 万亩，占 90%。全市耕地流转面积 164
万亩，占 39%，规模化经营水平高。农业
机械化程度高，全市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到 90％，其中小麦耕种收全程机械化水
平基本达到 100%。

“有惊无险——今年的小麦生产是从
最差的播种气候、最迟的播期中，创造了
病虫害最轻、旱地小麦状态最好的一年。”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周伟峰说，夏粮生产
再获丰收令人振奋，这不仅是对广大农民
辛勤耕耘的回报，也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
奠定了基础。

守牢底线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科技壮苗 夯实小麦丰收基础

“世龙，你安心在上海待着吧，咱家的
麦子，镇里给联系了收割机，村里的服务
队帮忙给收了，还装袋运回了家。”6 月 3
日，鄢陵县彭店镇李寨村村民李西栓通过
手机激动地对儿子、儿媳说。

李西栓家今年种了 18 亩小麦，是村
里的小麦种植大户。眼看丰收在望，他却
高兴不起来。原来，他的儿子、儿媳在上海
打工，因疫情无法返乡。蚕熟一时，麦收一
晌，18亩小麦怎么收割让李西栓犯了难。

正在发愁之际，镇里的包村干部了解
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收割机，村里
的党员服务队帮忙收割、装袋并运回了
家。一晌时间，他们家的小麦颗粒归仓。

为确保“三夏”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
处，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三夏”工作专班，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三夏”生产工作，及

时分析解决影响“三夏”工作的疫情防控、
交通、气象、用油保障、农资供应保障等问
题，确保小麦适时收获，确保秋作物适时
播 种 ，夯 实 全 年 粮 食 生 产 基 础 ；制 订 了

《“三夏”生产工作方案》，对小麦机收、种
好秋粮、秋粮管理、秸秆禁烧、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等进行全面安排，为全市“三夏”
工作开展提供政策保障。

农机部门抓实机械检修、技术培训等
工作，确保自有机械能以最好状态投入生
产，协议引进外地收割机 1300 多台，有效
弥补用机缺口。农机、交通、卫健等部门通
力合作，落实“两码两证两优先”防疫保通
政策，开辟农机转运通行绿色通道；设立
11 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提供信息登
记、引导对接、防疫检查等服务，共接待外
地来许收割机 1176 台。

为应对突发疫情和极端天气，我市成
立小麦机收工作专班，制订一系列方案、
预案，做了万全准备。5 个粮食主产县（市、
区）共成立 10 支应急抢收服务队，随时做
好跨县域支援抢收准备；联合收割机主要
经销商共成立 5 支应急抢修服务队，在全
市范围巡回开展抢修工作。市农机中心 5
月 20 日起设立的 24 小时值班电话，已接
听机手和群众咨询 139 次，问题解决率和
群众满意率 100%。市农机推广站坚持每
日下乡服务，直接维修农机 137台。

此外，在麦收期间，我市还组织了
机收减损技术培训和有奖竞答活动，发
放 小 麦 机 收 减 损 技 术 要 点 宣 传 册 3000
份，引导机手根据小麦产量、干湿程度
等合理控制作业幅宽、行进速度，尽可
能降低机收损失，损失率普遍控制在 2%

以内。5 个粮食主产县（市、区）开展了小
麦机收减损比武活动，以赛促训、以赛提
技，使“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的
理念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我市还用好“联乡帮村”机
制，把“三夏”生产工作纳入联乡帮村工作
内容，督促各级联乡帮村干部指导乡镇、
村组全面摸清无法返乡人员、困难群众、
收种面积等底数，主动对接群众需求，搞
好帮扶工作。市农业农村局与市文明办联
合下发志愿服务倡议书，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筑防疫屏障、保颗粒归仓”“三夏”生产
帮扶志愿服务活动。

保障粮食安全是永恒的课题。以夏粮
丰收为开端，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我市
农业必将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为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

多重保障 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一喷三防”保丰收

大型收割机收获小麦

颗粒归仓

“志愿红”在田间

在充满希望的试验田在充满希望的试验田，，科研人员和工人正进行去除杂株工作科研人员和工人正进行去除杂株工作，，以保证种子纯度以保证种子纯度

来 之 不 易 的 丰 收
——写在我市夏粮丰收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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