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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是春耕生产关键时期。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全力抓好粮食生产。近年来，我区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层层压实

责任，出台一系列耕地保护硬措施，切实解决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加大撂荒地治理力度，不折不扣落实各类补贴政策，提

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创新经营方式，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宜机化水平，努力

创造撂荒耕地复耕的有利条件，确保农时一天不耽误，农田一亩不撂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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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灵武市梧桐树乡沙坝头村的苜蓿
地，3台大型农用机在机械播肥，今年开春
下了两场雪，地里比较潮湿，村民先在相
对适宜的苜蓿、小黑麦地里开展施肥，3月
1日起春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陆续施肥播种。

在地头盯着施肥的是种植大户汪威，眼
前的 1500 亩苜蓿地是他的饲料种植用地。
恰逢灵武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季文来巡查，两个人站在肥料机上正讨论肥
料使用情况。“你这肥料的配比是多少？”季
文问。“25 斤的缓控释肥，还有一部分的磷
肥、钾肥，本来计划用 30斤生物菌肥呢，现
在还没到货。”季文叮嘱他，“缓控释肥是目
前大面积推广的一种肥料，用量小、效果还
好，后面还要再补施。”

最近离播种还有一段时间，季文和同事
每天一早就扎进田间地头，针对农户用肥种
类、肥料用量、施肥深度等展开指导，并大力
推广小麦套种玉米、玉米套种大豆的种植新
模式。

汪威还有一个身份是灵武市同德机械
化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合作社主要
为农户提供土地流转、农机社会化服务、代
耕代种代收代烘的托管服务等。沙坝头村
村民杨金钟就将自己种植的 30多亩农田以

“半托管”的方式承包给了合作社，从施肥、
播种、收割，每一个过程涉及使用大型机械
的全交给合作社统一作业。“以前都使用小

农机，效率不高还费人力，托管之后都是大
型机械，作业效率高、成本也降低了。过去
用哪种肥、用量多少基本靠经验，合作社规
划的就比较科学，每年都会将土壤进行化
验，缺什么就补什么肥料；农资物品也都是
从厂家直接采购，质量稳定，我们也用得放

心，闲暇时间还能外出打工，多增加一份收
入。”杨金钟说。

“沙坝头村共有 1000多亩土地，交给我
们托管的占 80%，分为‘全托管’和‘环节托
管’，根据作物种类、种植面积等收取一定托
管费用。”汪威告诉记者，目前采用“合作
社+订单+农户”模式，每年带动农户发展订
单种植面积 2 万亩，订单联结带动农户数
2000多户，年均增收 300多万元。随着农机
设备不断增加，规模化种植技术日益成熟，
合作社先后购置拖拉机、播种机、旋耕机、大
型植保机、植保无人机、联合收割机等各种
机械50余台套。

截至 2022 年底，银川市开展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合作社达到 191 家，服务对象
64007 户。全市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
298.18万亩，营收 2.6亿元。“开展土地托管
服务有效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民

‘离乡不丢地，不种有收益’，形成了既不流
转土地经营权，又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新
路径，同时促进了农业生产节本增效。以全
托管水稻为例，亩均增产25公斤、增收75元；
农药、化肥等成本降低 8—10％，节本 20元；
价格每斤提高 8%—10%，增收 100元左右。
每亩总体增收超过 200元。此外，推进了化
肥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除草剂减量除
残，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银川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银川：土地托管省心又增收
本报见习记者 张 敏 文/图

近日，记者走进平罗县宝
丰镇宝丰村，菌菇种植示范产
业园菇棚里，一排排菌棒整齐
摆放，工人们正在采摘香菇。

谁能想到多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

唤醒“沉睡”的土地，向盐
碱地要效益，是宝丰村人多年
的梦想。

去年，宝丰村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到193万元。

宝丰村党支部积极争取项
目资金，实施宝丰村菌菇种植
示范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
4110万元，建设高标准新材料
温室大棚64座。

目前，一期项目建设已完
成，过去荒芜的土地上，22座菌
菇大棚拔地而起，冷藏保鲜库、
分拣车间、烘干车间等一应俱全。

“‘春季白茫茫，夏季水汪
汪’，这是过去宝丰村盐碱地环
境的真实景象。这几年，石嘴山
市科技助农发展绿色产业，挖
农业附加值，宝丰村通过‘党支
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成立合作社，已带动 150余
户群众就业，依靠发展菌菇产
业走上致富路。”宝丰村党支部
书记刘毅说。

“近年来，宝丰镇坚持推进
石嘴山市万亩盐碱地改良项
目，落实资金 3000 万元，砌护

农渠 10.6公里，平整土地 3000亩，惠及宝丰村、
中方村等 5个村 325户 1300余人，形成了盐碱
地高效利用、种养循环、菌草菌菇种植等新业
态。”宝丰镇党委副书记吴磊说。

过去的盐碱地变成了今天的“聚宝盆”，最
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那时候，土地白茫茫一片，土地慢慢撂荒
了。”今昔对比看变化，宝丰村村民哈梅香打开

“话匣子”好一番感慨。
“现在多好啊！政府投资给我们把盐碱地

治理了，村里的环境也变好咧！天气暖和了，
我们村到处绿油油的。前几年，村党支部还牵
头办了合作社，和我一样的姐妹都能在家门口
上班，既能照顾家里，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哈梅香说。

哈梅香感慨的背后，是石嘴山市聚焦改良
盐碱地，挖掘种粮潜力，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的
系统工程在发力。

过去，宝丰村附近镇村因地处宁夏引黄灌
区末端，土壤盐渍化严重。农田基础设施落
后，灌排系统不完善，耕地质量和生产条件差，
严重制约了当地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石嘴山市全力抓好黄河石嘴山段
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在平罗县宝丰镇、陶乐
镇和惠农区庙台乡实施盐碱地高效利用项目。

“对盐碱地进行创新生物修复技术试验，
与宁夏大学开展技术合作，在重度盐碱地区域
开展生物修复技术试验示范 70亩，采用田间小
区对比方法，开展湖南稷子、甜高粱不同肥料、
不同土壤调理剂对土壤改良效果研究。”石嘴
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经过暗管排
水、增施有机硅功能肥、脱硫石膏综合利用等
技术改良，试验示范田土壤 pH值、全盐含量显
著下降，农作物出苗率明显提高。

经过灌排体系治理、土地治理等一系列综
合治理，石嘴山市有效解决了 2.8万亩土地土壤
盐渍化、农田生态系统退化、农业产业结构不合
理及优质农产品供给缺乏等问题，有效提升耕
地质量和产出效益，构建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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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彭阳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仓库
的工作人员忙着向各乡镇运送种子、化肥等
农资。

一年之计在于春。彭阳县抢抓农时，着
力打好春耕生产第一仗，全力夺取全年粮食
丰产。

“共筹资 550 万元，争取自治区农资储
备5000吨，累计调运储备化肥6000吨，预计
全年采购农资 2.1万吨。”3月 6日，彭阳县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裕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陈文博说，目前农资已调运到 14个基
层社、20家农资供应店，以方便群众购买。

在古城供销社农资配送中心，前来购买
物资的农民络绎不绝。“现在库房备足肥料
2000吨，地膜、种子等农资各 100吨，可以满
足广大农民需求。”该中心负责人杨淑娟采
取电话订货、送货上门的服务方式，第一时
间将农资送到农民手中。

彭阳县发挥供销社农资主渠道作用，
及时筹备种子、肥料、农药、农机等生产资
料，确保春耕生产物资准备充足、市场价格
稳定。

“供销社将质量作为农资供应生命线，
指导农资企业与各农资经营网店签订农资
商品质量监管责任书、农资质量管理承诺
书，指导农资企业与名优农资厂家合作，确保
广大农民买到放心化肥、种子。”陈文博说。

点种、洒水……走进古城镇温沟村育苗
大棚，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1月至 5月是
育苗期，按照一栋棚育苗 5400万株，93个棚
共育苗 50亿株，可供全县 50%以上种苗。”
温沟村村委会主任马风龙在大棚里督促工

人加快育苗进度。
连日来，古城镇温沟村抢抓春耕备耕有

利时机，播下新的希望。为了提高育苗质
量，保证早出苗、出好苗，温沟村早在春节前
完成营养土和种子采购。“这个月是点种关
键期，组织本村及周边村的村民 400多人，
抓紧点种、撒籽。”马风龙说。

今年，彭阳县围绕守住保障粮食安全底
线任务，继续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落实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种植任务，
粮食播种面积74.7万亩。同时，建设绿百合
辣椒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种植蔬菜 9万

亩，打造农户增收菜园，丰富“菜篮子”。
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分户，深入村组、田

间，宣传农作物栽培、机械化播种、病虫害防治
等技术，帮助农户制定春播计划，指导农户检
修、保养、调试作业机械，做好春耕生产准备。

“抓好种子等物资准备工作的同时，争
取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项目资金 3000 万
元，完成粮食生产社会化托管服务；提前开
工建设高标准农田，计划春播前建成移交
15万亩，切实让农田变良田；严格执行耕地
保护补贴政策，落实粮食补贴政策，促进农
民生产积极性。”彭阳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彭阳：打好春耕备耕主动仗
本报记者 剡文鑫 见习记者 李昊斌 文/图

最是春好处 春耕正当时

春风徐来，塞上山川处处散发着万物
复苏的气息，浓浓的春意在希望的田野尽
情铺洒。一年之计在于春。能否抓好春
季田管和春耕备耕，既关系到农民群众一
年的收成，也是实现我区粮食生产“二十
连丰”目标的关键所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抓紧抓好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摆在首要位置，目
的就是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固。因此，抢抓春耕备耕关键期，立足

“早”字，科学谋划，推出务实举措，优化各
项服务，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就显得尤其

重要。笔者认为，春耕生产季节性强、涉
及面广、关联度大，时间紧迫，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通力配合，做到以下几点：要严守
耕地红线，坚决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
硬措施，切实解决好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问题，坚持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油、
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
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要创新经营方
式，出台激励机制，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加强高标准农
田建设，提高宜机化水平，努力创造撂荒

耕地复耕的有利条件，提高农民种粮积极
性；要严格农业执法，重点加强对种子、
农药、肥料等春耕生产农用物资的检查
力度，净化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从源头
上确保春季农业生产安全；要优化技术
服务，组织农技人员走村入户，对农户
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和政策咨询解答，让
农业生产更加顺畅、高效，为春耕生产
护航服务。

笔者相信，在政策护航、合力助农、科
技兴农的驱动下，各地一定会不误农时不
负春，到金秋收获到壮美的“丰收图”。

不 误 农 时 不 负 春
龚其云

灵武市农业推广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
季文（左）与种植大户汪威（右）讨论化肥
使用情况。

古城镇温沟村抢抓春耕备耕有利时机育苗。

短 评

曾几何时，很多农村人
的梦想是过上城里人的生
活。然而斗转星移、山乡巨
变，如今不少城里人的愿望
是体验农耕劳作、春种秋收
的休闲田园生活。

近日，记者在中卫市沙
坡头区镇罗镇宁夏普天瑞农
农文旅融合示范园看到，这
里的开心“云农场”共享菜园
把现代农业玩出了新花样：
无论你在本地还是外地，都
可以通过“云农场”拥有一块
属于自己的菜园，想吃什么
就种什么。有体验者表示，

“这是把曾经风靡一时的 QQ
农场搬到了现实中。”

在一栋上百米长的日光
温棚里，土地被小小木栅栏
隔成许多二三十平方米的地
块。每块地里都种着各种各
样的蔬菜，有的刚冒出地面，
有的长势正旺，有的已开花
结果，整个菜棚温暖翠绿，置
身其中让人周身舒畅。小孩
儿们在菜园里锄草、浇水、施
肥，忙得不亦乐乎。中卫市
民李先生带着 4 岁的儿子杭
杭，在小菜园里度过了一个
愉快的周末。

“离市区不远，农场管家
会教孩子们认识各种蔬菜、
菜籽和种植过程，并手把手
教他们种菜。”李先生说，可以通过 App24 小
时随时查看蔬菜长势，让你坐在家里当“地
主”。有时间就过来打理，没时间时可以委
托管家帮忙打理。

记者注意到，大棚后墙上部安装了一排
摄像头，正对着下面的小菜园。普天瑞农公
司农文旅融合发展部部长施海潮介绍，这些
共享菜园浓缩了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土
壤里埋设有感应设备，通过智慧农业监测系
统实时监测棚内温度、湿度和土壤 pH 值，并
显示在墙上的 LED 屏和手机 App 中，提醒

“菜农”控制温度、湿度和及时打理。物联网
智能服务平台在大棚里设有 10 个摄像头，监
测范围覆盖棚内所有菜地，让“菜农”任何时
间都能看到自己的菜园。用于保温的棚顶
棉被，也可以通过手机控制自动收放，使客
户的种植体验更个性化。

该示范园区占地 640 亩、有 198 栋温室大
棚。施海潮说：“开心农场共享菜园是公司
精心打造的客户劳动体验项目。家长和小
朋友可以自耕自种，也可以由农场管家代耕
代种，还可以由孩子们将农场提供的迷你温
室带回家种出苗，再移栽到农场菜园。农场全
程提供种子、种苗、种植设备、技术指导等服
务，打造一条以农业生产基地为基础的农业
研学与科普教育完整产业链。”普天瑞农公
司负责人张蒙表示，随着项目建设的深入，
云农场共享菜园将面向国内外客户，“只要
你有一颗想种地的心，通过我们的‘云农场’
都能实现。”

近年来，中卫市大力推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
术与农业生产、销售深度融合，实现智能
感知、智能预警、直播带货、在线指导等服
务。在各县（区）分别创建信息化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 5000 亩。加快推进沙坡头区
天空地一体化全生命周期精准蔬菜生产大
数据服务平台等项目建设，首批纳入大数
据平台管理牧场 10 家，有效推进农业数字化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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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宝丰村菌菇种植示范产业园内，香菇喜获
丰收。

小学生们在科学种植课上认真听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