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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春市正值春耕备
耕时节，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下称“东
北地理所”）的育种实验室内，
科研人员们如同园丁一般，照
料着上百株在模拟环境中茁壮
成长的大豆植株。

中国大豆产需缺口大，是
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同
时，中国分布着大片的盐碱
地，选育出适合盐碱地大面积
种植的大豆品种有助于提高
大豆自给率，更好地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种
业振兴是关键之举。采用国际
上先进的分子设计育种手段，
是目前实现国产大豆育种突破
的途径之一。”东北地理所研究
员冯献忠说。

应用分子设计育种技术选
育耐盐碱大豆品种并不容易。
冯献忠说，为了培育出耐盐碱
的大豆新品种，专家团队曾将
2000多个大豆品种分别种在
中重度盐碱里进行实验，最终
能存活下来的只有十几种。

“东生118”是东北地理所

应用分子设计育种技术经过多
年选育出来的耐盐碱大豆新品
种。去年在吉林省农安县小城
子乡，当地企业在过去粮食作
物难以生长的盐碱地里试种了
500亩“东生 118”，实现每亩
240公斤的高产。

今年春耕，东北地理所与
种子企业合作，在吉林省西部
的盐碱地加大“东生118”的推
广应用。“我们今年计划推广
10万亩，能够带动当地大豆产
量提升。”东北地理所高级工程
师冷建田说。

新质生产力下的新质生产力下的
春耕春耕““新把式新把式””

四月农事忙，各地的农业工作者正运用科技创新成果
助力春耕生产。科学家通过分子设计育种的先进手段，让
盐碱地里长出大豆；工程师攻克多项技术难题，自主研发
出智能拖拉机，提高耕地效率；新农人学习先进技术，为农
场装上智慧“大脑”，有效节水节肥⋯⋯新质生产力下的春
耕“新把式”，正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着源源动力。

（本版内容由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
网记者 董文兰参考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整理）

当下，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智慧农场里，“90后”新农人焦瑞
端坐在调度大厅内，通过近200平
方米的智慧大屏将农作物的长势
尽收眼底。

自10岁起，焦瑞一放学就跑
回家，仔细观摩父亲是如何将十
里八村的农机修葺一新的。2014
年，焦瑞购买了2架植保无人机
后，逐渐通过谯城区组织的“新农
人”培训课程学习农业种植、农田
管护和农机使用等技能，并和农
机制造企业以及高校合作，改造
原有的植保无人机，使其能够对带
状复合种植的玉米、大豆进行喷药
作业。

焦瑞“农机能手”的名声在当地引起了
关注。2021年，谯城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华
南农业大学的专家来农场实地考察，认为焦
瑞的农场“地连片、田成方，适合机械化作
业”。就这样，焦瑞的智慧农场初步成型。

“今年春耕，我们只用了4个人，花2天
时间就完成了1000多亩小麦的除草与施
肥工作。”焦瑞说，农场里的收割机、拖拉
机、植保无人机和自走式高杆喷雾机都可
以按照在平板电脑上设置好的路线自动地
完成任务。

如今，焦瑞在智慧大屏上可以实时查
看田地里的土壤墒情监测系统、虫情监测
站、气象监测系统、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系
统传来的数据，在手机上动一动手指就可
对特定区域进行定量施肥与灌溉。

“以往只有作物表现出干旱情况时人
工才知道灌溉，现在通过传感器的数据，我
能够在干旱发生初期就补水，比人工观察
至少快一星期，并且还能节水节肥。”焦瑞
说，每半小时更新一次的虫情监测站能预
测近期哪种虫病发生概率高，让他能够未
雨绸缪。得益于此，农场里小麦、玉米、大
豆的产量每年都有所增加。

“农机能手”并未停下他创新的脚步，
他计划立足亳州市“中华药都”的产业优
势，研制药材除草机，“从化学除草变为物
理除草，减少中药材农药的残留，把亳州药
材的名声打得更响。”焦瑞说。

中国一拖集团高级工程师
王建华最近不小心把脚踝摔骨
折了，他打趣地说：“曾经中国的
智能拖拉机技术就像我这条瘸
腿，是中国农机的一个短板，但
现在我们已经攻克多项技术难
题，有了自己的无人驾驶智能拖
拉机。”

王建华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在他小时候，父亲花了三年时
间才开荒了40亩地。“父亲用铁
锹一锹一锹把地翻过来，然后
再打碎，土质非常硬，牛都犁不
动，只能人工挖。如果当时家

里有拖拉机，可能一天都用不
了就完事了。”

“后来，村里有人买了拖拉
机，‘东方红’牌的。我从那时候
就对拖拉机产生了兴趣。”王建
华说，他大学和研究生学的是自
动化和控制工程，2008年毕业
后他来到了“东方红”拖拉机诞
生的地方——中国一拖集团有
限公司，刚好赶上公司正在研发
智能拖拉机。

“国外的拖拉机几十年前就
实现了动力换挡，相当于乘用车
的自动挡，当时国内这项技术还

是空白。”王建华说，中国一拖在
全国第一个开始了动力换挡拖
拉机的研制。

王建华和两位同事承担的
是动力换挡拖拉机的电控系统，
它相当于拖拉机的大脑，让智能
拖拉机能够按照指令进行操
作。“首先要摸清关键零部件的
参数，对每个零部件都要进行专
项试验，每一项试验至少要采集
几十万条数据。”

2016年，经过多年的艰苦攻
关和一系列性能及可靠性试验，
中国自主研发的电控系统全面应
用于“东方红”动力换挡拖拉机，
实现了中国在该领域零的突破。

“以前，我们全家6口人种
40亩地，累得脱层皮。现在，一
个人轻松管理几千亩地，我们的
大马力拖拉机一天能耕400亩
地。”王建华说。

今年春耕，中国一拖生产的
智能拖拉机已在中国大地上广
泛使用。王建华和他的同事们
正在研发电柴混合动力拖拉机，
让拖拉机的燃油效率更高，达到
节能减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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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月月 1919 日日，，焦瑞焦瑞（（右右））和父亲焦魁在无人农场决策指挥大厅查看农场的和父亲焦魁在无人农场决策指挥大厅查看农场的
各项实时数据各项实时数据。。

东方红轮式拖拉机东方红轮式拖拉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