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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览科技

“西农科技”解民忧 手工挂面促增收 打通群众致富路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

11 月 22 日，在山东省青州市

益都街道一农业科技示范园，农民

在采收圣女果。

当前，各地农民抢抓农时，进

行农作物种植、管护、采收等农事

活动。 王继林摄

“这个机子真管用！今年

我这1000多亩大黄采收不用

愁了，往年十多天的活现在不

到一周就能干完，效率提高的

同时还大大降低了采收成本，

这位西农小伙是真的行！”陕

西省镇巴县药用大黄种植户

秦明礼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

秦明礼口中提到的这位

“西农小伙”，就是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农”）派驻

镇巴第七批研究生助力团成

员、机电学院研究生赵开元。

2022年4月，赵开元被分

配到镇巴县科技进步促进中心

实践锻炼，机械专业出身的赵

开元了解到，以大黄为主的中

药材是镇巴县主导产业之一，

但镇巴县地处巴山腹地，山地

地形复杂，人工采挖费力，农用

挖机又受限。为帮助镇巴药农

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困难，

赵开元决定尝试研发一款适合

山区地形的大黄采收机械，他

将这个想法告诉自己的导师陈

军教授和挂职单位领导、科技

进步促进中心副主任徐进后，

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为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

进行，他加入了《药用大黄生态

种植技术研究及示范推广》课

题组，先后对镇巴几万亩中药

材种植基地进行了调研。为节

约研发的时间和成本，他采购

了一台冲击镐，在研究生助力

团其他几位成员的协助下多次

进行实地试验研究。他发现，

大黄虽然长的又粗又深，但如

果先打松土层再撬出，可能会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陈军

的指导下，他将冲击镐主机的

形状、材料、尺寸进行了改进，

并设计了钢铲、钢叉、主机背架

和推车等配套工具。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改

进的机器配上研发的钢铲、钢

叉，体积小、重量轻、灵活好用，

通过多次试验，不但能高效完成

大黄、板蓝根等多种根茎类药材

的采挖，而且

使用成本大

大降低，此外，

药农们利用

背架走山路往

返田间也十分

安全便利。

率先使用该设备的秦明礼

算了一笔账：按照亩产1200株

计算，传统人工采收大黄单日

工资120元，挖一株约为3至5

分钟，每亩采收成本约650元；

挖掘机一天租价1800元，挖一

株约为10秒，每亩采收成本约

625元。而西农设计改进的设

备单价1600元，挖一株约为20

至30秒，每亩采收成本约250

元，可节省近400余元。

目前，正值药用大黄收获

的季节，据镇巴科技进步促进

中心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该设

备历经数次改进，现已达到量

产标准，正式投入使用后可服

务镇巴县180余家中药材种植

企业(合作社)、7.42万亩大黄采

收，可节省年人工投入成本上

百万元，间接帮助3000户农户

实现增收。（叶月丹 革明鸣）

本报渭南讯（全媒体记者

陈小文）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华

州区高塘镇江村抢抓乡村振兴战

略机遇，坚持“产业联动”模式，把

发展特色产业作为壮大集体经济

的有效途径，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

量、上台阶，让有着百年历史的“空

心挂面”不仅是群众抹不去的乡

愁，还成为了村民们致富增收的好

门路。

走进高塘镇江村手工挂面体

验园，工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正动作娴熟地制作挂面。加水和

面、压片、切条成形、上架定型、烘

干等一系列生产环节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而在另一个车间，打包人

员正在认真细致地将分拣好的挂

面进行称重、打包。这些根根分

明、质量上乘的挂面将从这里运往

周边各大超市及全国各地。

李凤利是周边村子里一名普

通村民，平日里在挂面生产车间负

责打包、分拣等工作。“一天上八九

个小时，挣60块钱，把钱挣了把屋

里也照看了，自家农活也干了。”李

凤利说道。

和李凤利一样在这里上班的

周边的村民有29名。前几年，年

轻人大多外出闯荡，手工挂面的传

统手艺无法传承，销售市场没有打

开，江村的手工空心挂面渐渐呈衰

落之势。为改变这一现状，江村村

“两委”干部先后多次外出学习，不

断更新观念，改变工艺，最终将手

工空心挂面由传统的农户自主经

营转变为企业化生产。2020年，

江村采用仿手工制作的模式，不断

规范挂面生产工艺流程，将传统手

工挂面产业推向专业化、规模化发

展，大大地提高了手工挂面的品质

和产量。

为持续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有效衔接，江村充分利用区

位优势，结合当地独有的红色资

源，打造出“药王洞”这个品牌，同

时采取党支部引领公司，“公司+农

户+贫困户”的战略模式，切实解决

农户就业问题，有效激发村级内生

动力，实实在在让老百姓的钱袋子

鼓起来。据了解，目前江村空心手

工挂面的年产值在200万元左右。

高塘镇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李川宏表示：“我们要坚持

尽善尽美地改良工艺，把挂面做

好，赢得消费者的口碑。下一步，

还要建设能容纳400人的手工挂

面体验房、体验餐厅，吸引更多的

游客来参观和体验。”

今年以来，陕西省吴起县

实施“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双

轮驱动，构建智慧吴起公共服

务平台（以下简称“智慧吴

起”），全力推动数字经济与乡

村振兴深度融合，一场田间地

头的数字化变革悄然发生，全

面激发乡村活力。智慧吴起针

对于吴起县长城镇双湾涧村、

铁边城镇铁边城村、吴仓堡镇

丈方台村发展现状，结合各村

提出的需求，对上述三个乡村

进行数智化建设。产业智慧应

用于土壤墒情监测、环境监测、

视频监控、智能联动。

智慧吴起以数字乡村平

台为核心，整合乡村各产业数

据，推进数字化转型与乡村经

济社会生态相匹配，以应用促

开发，以开发强功能，提升数

字化应用的引领性、实用性、

便捷性。运用智能化方式改

善生产能力，建设智慧大棚。

智慧大棚具有远程监测、

一键求助、多重定位、实时在

线功能。以数据及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物联网

智能大棚检测管理系统及空

气温湿度传感器、土壤温湿度

传感器、光照度传感器、水肥

一体机等硬件设备组成。通

过对大棚重要数据的实时监

测，联动大棚智能化设备，远

程操控，实现对大棚的智能化

管控，降低人工成本，助力农

民生产。

智慧吴起围绕提高农业

科技“含金量”，给大棚安装智

慧设备，让生产数字化、装备

智能化、产业管理可视化。让

产业发展可以“看得见、摸得

着、管得好”，让“智慧大棚”为

吴起县乡村振兴提供实实在

在的“源动力”。

（张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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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吴起：智慧大棚 提高农业科技“含金量”

“研究结果表明，外源碳进

入土壤后由于“微生物共代

谢”，土壤产生了正激发效应。”

在土壤中，有机碳是关系

土壤质量和农业生产的关键物

质，人类的耕作会影响有机碳

的稳定性，怎样才能让土壤中

的有机碳保持更好的状态？近

日，一项新的研究，揭示了长期

保护性耕作中，土壤有机碳激

发效应的主控因素和微生物调

控机制，这一研究为土壤固碳

培肥调控、区域保护性耕作实

践和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科技

支撑。

该研究由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耕地质量保育团队完成，团

队科研人员介绍，土壤有机碳

是提升土壤质量和维持农业

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重要物

质。长期耕作措施通过改变

外源碳输入而产生激发效应，

会强烈影响到土壤有机碳的

稳定性。目前缺乏对长期耕

作土壤有机碳激发效应潜在

调控机制的深入探讨。

据介绍，在此次研究中，

科研团队以长期保护性耕作

下黑土（吉林公主岭）和潮土

（河北廊坊）两种不同类型土

壤 为 研 究 对 象 ，设 计 碳 13

（13C）同位素标记培养实验，

探究长期耕作遗留效应对土

壤有机碳激发效应的影响及

其微生物调控机制。研究结

果表明，外源碳进入土壤后由

于“微生物共代谢”，土壤产生

了正激发效应。

相比于潮土，黑土因为具

有较低微生物氮需求

和较强物理保护作用，

产生了较低的激发效

应。在潮土中，长期传

统耕作比免耕产生了更高的激

发效应，但在黑土中则表现出

相反的结果。较高的氮有效

性、微生物碳利用效率以及外

源碳保留是导致较低激发效应

的主要原因。

（据《中国科学报》）

我国科学家发现
微生物助土壤固碳培肥机制

该研究为土壤固碳培肥调控、区域保护性耕作实践和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