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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棉花新品种
实现重大突破

(上接1版)
调结构，扩大豆是关键。农业农村

部在东北地区重点推广粮豆轮作，在黄

淮海、西北、西南等地区重点推广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今年全国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超过1500万亩，

有16个省份1047个县共4万多家新型

经营主体积极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

——扩油料，挖潜能，“油瓶子”更

稳当。

丰收了！山东省夏津县田庄乡创

新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滕

召华剥开新鲜的花生，说道：“高油酸花

生每亩能产800多斤干花生，出油率比

普通花生高1/3。”今年夏津县引导粮农

扩种了6000余亩大豆、600多亩油葵、

9000多亩花生等油料作物。

各地紧盯重点油料作物，全力做好

种子供应、农机保障、技术培训、政策支

持，挖掘潜能，提升产能，保障食用油安

全。湖南省积极推进菜油茶油“两油”

产业，四川省开展“天府菜油”行动，扩

种大豆、油料。

今年是实施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

提升工程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产

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质高效

行动等项目资金30多亿元，支持油菜

生产。

用好技术种好粮食，粮农挑
上“金扁担”

秋粮生产，是农业科技升级、装备

质量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农业
科技和装备支撑”。高效秋收的背后，
是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条件不断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智
能化发展迅速，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
加，农机拥有量、使用量位居世界前
列，农业生产进入了机械化唱主角的
新阶段。

——先进农机“加速跑”，种地效

率高。

大马力联合收割机驶过，摘穗、去

皮一气呵成。“从种到收，农机全程接

力，玉米和大豆从地里直接进库里。”江

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李庄村村民

杨安定说，“合作社购置了57台套大农

机，种地更省力。”

农机助力，秋收、秋种、秋整地卡点

推进。预计今年“三秋”期间各地投入

各类农业机械达到3000万台套，水稻、

玉米、大豆机收率分别超过94%、80%、

82%，小麦机播率超过93%，油菜种植

及马铃薯、花生、棉花等主要农作物收

获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目前，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超过72%，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

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超过

97%、90%和85%。

——手机成了“新农具”，算力成了

“新农资”。

在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收稻子用

“网约车”。“啥时候要收，啥时候就用手

机下单。”湖田镇林田村种粮大户肖东

洪说。

“云”里管，线上种，智慧农业成为

新趋势。袁州区农业农村局研发智慧

云平台有1600多家农业合作社入驻，

农户网上点单，平台派单，让农机供需

精准匹配。

秋收一线，种地更有“数”。数字农

业蓬勃发展，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

络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全国累计创

建9个农业物联网示范省份、建设128

个数字农业试点项目。

——农技服务更到位，现代要素发

力田野。

“配方施肥、种肥同播、一喷多防，

好技术为种田托了底。”河北省邯郸市

永年区小龙马乡大张村郭尚和说，“农

技员一对一帮扶，遇到难题，有人教、学

得会、学得快。”

放眼广袤田畴，藏粮于技，田间地
头激荡着科技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农业技术体系、农技推广体系进一
步健全，农业科技已成为保障粮食安全
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超过61%。

提品质、转方式，粮食生产向
着绿色高效转型

秋粮生产，是发力供给侧、推进农

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今年以来，各地区各
部门不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确保粮食生产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生产向绿，农业生产方式

升级。

“太阳能灯防虫害，绿色化肥提地

力。”安徽省天长市种植大户卞惠德说，

今年天长市共推广稻田综合种养面积

19万亩。

立体种养、循环农业、节水农业不

断发展，让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有效化

解资源要素约束。目前，全国三大粮食

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均超过40%，使用

量连续多年保持下降趋势。农田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68，较十年前

提高了0.052。

——品种多样，居民餐桌更丰富。

“高山冷泉水灌溉出的生态水稻，

口感醇香，卖得好！”湖北省秭归县九畹

溪镇石柱村花桥农产品销售公司负责

人向长双说。

优质粮油品种扎根田野，农产品

加工业加快绿色转型，农产品综合加

工利用水平稳步提升，农产品绿色流

通体系逐步健全。全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

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累

计达6.2万个。

——品质向好，优质优价促增收。

“好豆子成了抢手货，豆制品企业

提前预订，比市场价高出不少。”山东省

德州市陵城区众盼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陈书智很开心。

粮食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实现稳

产与增收互促。优质粮食工程深入推

进，目前全国已遴选236个“中国好粮

油”产品，带动增加优质粮食逾5000万

吨。“十四五”时期，全国将形成一批主营

业务收入过百亿元的粮食龙头骨干企业

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知名粮油品牌，优

质粮食增加量年均增长10%以上。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希望田

野，接续奋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

和亿万农民一起，有信心、有底气坚决

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迎来一个又一

个穰穰满家的丰收年景。

(据《人民日报》)

传统与创新并不冲突
安徽庐阳水墨剪纸传承人刘宁侯：

为了弘扬优秀的传统

文化，传承具有地方特色

的“庐阳剪纸”技艺，安徽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庐阳水

墨剪纸传承人——刘宁侯

一直在努力创新与改革，

经过多年的研究学习，成

功地将中国画的水墨渲染

渗透于北方粗犷的剪纸

中，开创了新的剪纸技法

——水墨剪纸，并将该技

法运用建筑、人物、花鸟等

各种剪纸题材，创作了一

系列水墨剪纸作品。

“剪纸作品最难的是创

作、构思，选择的题材既要有

意义，也要能在群众中产生

共鸣。”刘宁侯说，为了让更

多年轻人关注、喜欢上庐阳

剪纸，时尚明星、热门电视剧

人物等，均成为刘宁侯的剪

纸创作素材 。

“要想学好剪纸，得从内

心里真正喜欢这门手艺，剪

纸并不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

入，坚守很重要。”刘宁侯说，

传承不是一成不变，需要与

时俱进，传统与创新也从来

不是对立面。

（通讯员 卢晶）

（水墨剪纸作品《梦回徽州》）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肖本祥 摄）

刘宁侯手机号：15209848408
微信号：liulaoshiqsl
小红书号（剪艺玩纸）：511006819

日前，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

16团的新疆农业科学院棉花试验基地传来

喜讯，经专家组测产鉴定，新疆农科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雪源带领团队在该基

地试验种植的棉花新品种——源棉8号，实

现了产量、质量、效益协同提高。这是该团

队继2009年创亩产籽棉806公斤和2012

年创亩产籽棉838.31公斤高产纪录之后，

新疆棉花新品种实现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不同于一般的高产，这次重大突破对

新疆乃至全国棉花产量质量协同提升都具

有引领作用。”专家组7名成员之一、农业

农村部棉花专家指导组成员、南京农业大

学教授周治国说。

不仅如此，周治国还认为，在栽培管理方
面，该品种还实现了棉花栽培由以热量为主转
向温光并重，有利于充分发挥新疆光热条件对
棉花高产的作用，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同时还
实现了水肥的高效利用和棉花生产“种管收”全
程机械化，显著降低了棉花生产成本。

记者了解到，此次测产面积为100亩，

收获密度为 13133 株/亩，单株成铃 7.92

个，总铃数103998个/亩，单铃重7.19克，

亩产籽棉747.8公斤。

李雪源介绍，长期以来，棉花重产量轻

品质、产量及品质难以协同提高、植棉效益

低等问题普遍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李雪源带领团队选育

出综优突破性棉花品种源棉8号，与南京

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山东棉花研究中

心、新疆航天兆丰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新

研究，形成了棉花量质协同、集中成熟、化
控栽培、机采棉综合农艺配套、微生物菌剂
等关键技术，同时历时8年攻克高密度种
植模式下的个体成铃弱难题。

正因此，测产现场吸引了不少纺织企

业慕名而来。当看到源棉8号平均纤维绒

长31.7毫米，比强度33.6cN/tex，马克隆

值4.4，整齐度85.6%，阿拉尔鑫泰源棉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忠辉很兴奋，“这一质量

的棉花正是我们目前纺织厂急需的高品质

棉花，希望能尽快推广，扩大种植面积。”

“高产示范能够实现产量、质量、效益

协同提高，根本原因在于创新。此次高产

对打破新疆棉花产业面临的短板问题，对

稳产保供、提质增效及新疆优质棉基地建

设转型升级都将提供关键技术支持。”李雪

源说。 （据《新疆日报》）

博 览科技

产量、质量、效益协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