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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广科技

近日，2024年山东章丘大
葱丰收季启动。今年“葱王”再
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达到了2.68
米的新高度。一棵葱，成为当地
撬动乡村振兴的“金杠杆”。

立冬收葱。走进济南市章
丘区绣惠街道王金村，从女郎山
上放眼望去，连绵不断的葱田喜
迎丰收，方圆上千亩地是章丘大
葱的核心种植区。大葱种植户苗
发勇的“状元葱”就产自这里。种
了30年大葱的他，说起这方水土
一脸骄傲：土壤质地疏松保水保
肥，以泉水为主要灌溉水源，加上
独有的地方品种和传统的种植技
术，从而让章丘大葱以高、大、脆、
白、甜的特点而闻名。

章丘大葱首席专家胡延萍
表示，章丘大葱在全国农业品牌
中的知名度很高，但市场占有率
很低。这也是名优土特产的“尴
尬”之处。如何突破特色农产品
的“小众化”？近年来，章丘区开展

了大葱良种繁
育、工厂化育
苗、全程机械
化等系列配套
技术研究和创
新实践，取得
了显著成效。

为 了 在
传统特产和
市场需求之
间寻求最大
公约数，章丘
区实行“两条
腿”走路：划定传统种植保护
区，延续传承老祖宗留下的传
统种植模式；打造现代农业示
范区，用新技术、新设备实现规
模化生产。

章丘区龙山街道魏李村是
四季葱的种植基地之一。该村
党支部书记郭红钢表示，葱苗
由专业的育苗工厂供应，提前
75－90天预定，随时可以种；采
用穴盘移栽机械效率高、成本
低，每亩大约1200元；标准化
种植，一亩地1.76万棵葱；生长

周期短，株高 1.2 米左右就上
市。同时，村里投资建设了600
吨的冷库，鲜葱一年四季供应。

胡延萍介绍，四季产葱已
经不是问题。机械化也逐步提
升，最初借鉴国外经验，联合全
国农机流通协会研发专业农
机，由于章丘大葱高、脆，容易
断，经过多轮改进升级，目前已
经比较成熟，采取政府补贴等
方式集中采购了一批移栽机
等，并成立了部分农机合作社。

（据新华网）

采用新技术、新设备
山东大葱实现四季供应

本报讯（农业科技报·中
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梁小波
张婉）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国-中亚峰会”精神，扎实
推进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建
设各项工作，树立“一带一
路”农业科教合作典范，11月
20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组
织召开了2024年海外农业
科技示范园建设项目工作总
结会，梳理考核示范园区工
作进展，部署落实下一步工
作计划。

会上，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生命学院教授张立新、园
艺学院教授张东、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授吕欣、水利
与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虞
连玉、农学院教授冯佰利、
农学院副教授张鹏、动物科
技学院教授江中良、水土保
持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体彬
等8位专家以及中塔数字农
业合作专项负责人闫锋欣
分别就中巴生物健康、中吉
果木良种、中哈绿色食品、
中乌节水、中白农业科技、
中哈畜牧、中哈盐碱地、中
哈粮油生产等科技示范园
区和中塔数字农业合作项
目进展和取得成果进行了
详细汇报，并提出了工作中
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及下一
步工作计划。评审组对各项目进行逐一点
评，并对园区建设建言献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罗军强调，要进
一步明确各园区定位、建设模式、建设目标；要
进一步加强资源统筹，完善园区市场化运行机
制；要进一步提档升级，实现园区高质量发展；
要继续规范管理，精准指导，提高园区知名度，
为“一带一路”作出西农贡献。

据悉，一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俄
罗斯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在平台建设、品种
适应性、农机研发、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成果丰硕。小麦宽幅播
种机在白俄罗斯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试机
成功并投入使用，小麦新品种西农198扩繁
了12公顷，优良性状表现稳定、审定工作稳
步推进，其他农作物和优选后代适应性评价
也在顺利进行；获批陕西省地方标准2项，与
白俄罗斯国立农业科学院联合研制的多项
生产技术标准在示范园和示范区推广应用；
依托白俄罗斯海外农业科技示范园申报的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中国-白俄罗斯现代
农业科技小院、陕西省科学技术厅批准建设
的陕西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即将揭牌成立；
5名丝路专项硕士研究生完成为期4个月的
访学顺利回国，4名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
促进俄乌白人才交流项目研究生正在攻读
学位或交流访学；联合出版了庆祝西北农林
科 技 大 学 校 庆 90 周 年 海 外 专 刊《LE-
GUMES AND GROATCROPS》，编 著 的
《“一带一路”农作物新品种与新技术（乌克
兰卷）》已经3校，联合发表科研论文3篇，会
议论文1篇，申报获批专利8件，国内外媒体
宣传5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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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收割机不断前进，一
粒粒金黄的大豆“蹦”入眼帘。
近日，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永红
乡红源家庭农场的大豆迎来收
获时刻，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对当
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和净
作大豆百亩超高产示范片分别
进行了现场测产。专家组最终
测定，间作夏大豆亩产200.4公
斤，净作夏大豆亩产突破262.7
公斤。

南充市农业科学院大豆研
究所所长吴海英告诉记者，此次
间作夏大豆亩产200.4公斤是
在同地块夏玉米亩产531.9公
斤的基础上创建的，实现了复合
种植模式下的大豆、玉米双高

产。净作夏大豆亩产突破262.7
公斤，较去年高产创建同比增长
了 47.91 公斤，增幅达22.3%，
为南充大豆生产提质量、创高
产、促增收提供了生动的实践

“密码”。
“原以为今年夏季的极端

气候会影响大豆的产量，没想
到这次测产结果却这么好。
这与我们选择好品种、落实好
技术息息相关。”该示范片相
关负责人得知测产结果后，开
心地说，以往种大豆密度低，
病虫害防控用药不准，导致产
量不高。今年在南充市农业
科学院、南充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南部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的联合指导下，示范片提高了
种植密度，严格落实“缩株增
密、种子包衣、配方施肥、精准
防控、促控结合”等管控措施，
才将原本可能造成大豆大幅
减产甚至绝收的气候影响缩
减到了最小，获得了这一喜人
的成绩。

南充市农技推广站站长杜
晓宇介绍，该示范片种植的大
豆品种为南充市农业科学院选
育的油份含量高、丰产稳产性
突出的“南夏豆38”。该品种结
荚多且较为耐荫、耐密植，在带
状复合种植、净作下都较容易
获得高产。

（据人民网）

增产22%！
四川净作夏大豆亩产突破260公斤

近日，第二十一届全国种
子双交会发布了2023年度主
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前十大品
种，江西省南昌市江西金信种
业有限公司参与推广的“赣油
杂8号”入选冬油菜全国推广面
积前10大品种。

据了解，“赣油杂8号”于

2017年登记，是甘蓝型半冬性
双低杂交油菜。全生育期
206.1天。株高176.5厘米，分
枝高度84.4厘米，有效分枝数
6.8 个，单株有效角果数233.3
个，每角粒数 20.9 粒，千粒重
3.70克。介酸含量0%，硫苷含
量 21.15 微摩尔/克，含油量

43.50%。低感菌核病，中抗病
毒病；苗期抗寒中等；抗倒性
强；耐旱性较强；耐渍性较强。
该品种耐病、抗倒、优质、高产、
稳产，适合轻简化、机械化生
产，适宜在湖北、湖南、江西等
油菜产区种植，是江西省油菜生
产主导品种。 （据《农民日报》）

“赣油杂8号”入选冬油菜全国推广面积前10大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