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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马 永 红）

“种这瓜深浅得把控好，玉米间距也

得精准。”5月8日，介休市宋古乡上

站村西瓜套种玉米基地热浪袭人，

到村工作大学生李阳抹了把额头的

汗，边说边将瓜种埋进土壤。当天，

10 余名到村工作大学生、选调生化

身“新农人”，在田间地头忙碌，用特

色种植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

能。

在已铺好地膜的基地里，他们

分工协作，有的弯腰点种西瓜、有的

在垄间播撒玉米种子。“这种‘高低

搭配’的立体种植模式，能让土地效

益翻倍！”宋古乡农技员王师傅现场

指导。到村工作大学生试验田是宋

古乡今年推出的实践活动，时下正

值春耕春播阶段，大学生们借此契

机踏入农业农村“练兵场”，实现从

“学生”到“农人”的角色转变。

“今天下地才知道，农业生产里

藏着这么多学问。”大学生侯攀捧着

一把玉米种子感慨，“作为基层年轻

干部，既要能写材料、会沟通，更要懂

农事、接地气，才能真正扎根农村。”

据悉，宋古乡开展每人培育“两亩田”

实践活动，旨在引导到村工作大学生

在吃苦出力中体会“脚下沾泥、心系

百姓”的深意。

“开展大学生‘两亩田’实践，就

是要让年轻人在泥土里成长，把特色

种植的创新模式转化为农民实实在

在的收益。”宋古乡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持续深化实践活动，让更多青

春力量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马永

红） 秸秆归行、苗带间深松、局域旋耕、

有机物料苗带间深施、精量下种、覆土镇

压……当前正值玉米适播期，连日来，在

寿阳县西洛镇的山西农业大学徐明岗院

士科研基地，全省首台多功能智能精量

播种机正在进行“一条龙”作业。

播种机的驾驶室内，电子屏实时跳

动的株距、行距、下种数量、单粒率等

数据，彰显了这台“会思考”的农机设

备的亮点。与传统耕作不同，它通过

实时数据监测与电控系统需量控制，

下种率可达 98%，让玉米播种从“经验

操作”迈向“数据驱动”，为粮食增产筑

牢了科技根基。

近年来，寿阳县聚焦高效生态农业

强县建设，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摆

在突出位置，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强化

科技支撑，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赋

能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

黄土地保护性耕作联盟专家组成

员苗全介绍道：“根据山西丘陵旱地特有

的耕地条件，结合当地科技人员的技术

要求，我们与山西农业大学合作升级改

造了这款机器，满足了保护性耕作、秸秆

全量还田的要求。”

为深入落实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除

了引进科技感十足的新型化农机设备，

山西农业大学徐明岗院士科研团队还着

力通过解决土壤健康问题来实现玉米的

产能与品质“双提升”，积极探索“地力提

升促增产、作物高产促高效、高产高效促

高质”的“良性协同寿阳技术模式”。

黄土高原玉米生产长期面临干旱缺

水、耕地质量欠佳、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且

提升缓慢等难题，严重制约了玉米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为突破这一困境，山西

农业大学生态环境产业技术研究院潜心钻研，成功

研发了旱薄地地力提升定向培育关键技术，为这片

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

该研究院研究员王永亮介绍道：“在抗旱方面，

采用这款播种机的条带耕作减少土壤扰动，提高保

墒能力；在定向培育方面，通过有机物料筛选、结合

局域施用，提升土壤有机质，实现土壤定向培育。”

黄土高原玉米生产还面临着蓄水保肥能力差、

水肥效率低等棘手问题。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

持下，山西农业大学徐明岗院士科研团队围绕根层

局域扩容提质、根际养分高效调控等方向开展攻

关，集成创新黄土高原春玉米增产与土壤培育互馈

技术模式，为玉米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保障。

研究员岳善超从高效施肥与高产栽培的角度，

分享了团队的科研成果。他表示：“在高效施肥方

面，我们通过缓控释专用配方肥的应用，提高肥料

利用效率；在高产栽培方面，通过品种筛选和群体

优化，提高玉米产量。在提升产量的同时，通过更

多秸秆归还土壤、促进作物增产与土壤培育互馈，

实现地力和产量的协同提升。”

西洛镇镇长杜鑫林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高

度重视耕地地力提升工作，专门划定了科研基地，

希望通过基地建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下一步，我

们将把科研成果辐射到周边村组，助力农业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这片土地焕发出

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讯 （记者 王爱媛）

今年以来，榆社县西马乡充分发挥

乡村振兴示范廊带中心地段交通

便利、区位优越的优势，在大寨村、

东马村投资 1300 余万元，建设占

地 430 亩的现代设施大棚 110 座，

以“蔬菜产值倍增”为目标，以基础

设施提标、农业科技赋能、产值效

益示范为重点，着力打造省级设施

农业标准示范园区。

高起点规划赋能园区品质升

级。坚持“规划先行、品质至上”原

则，以打造“产研融合示范园区”为

目标，科学统筹 120 万元专项资

金，系统推进水、电、路、网等核心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在16个核心

示范大棚区域，创新性融入古建元

素，实现传统美学与现代农业设施

的有机融合。地面铺设生态植草

砖 2000 平方米，兼具雨水渗透与

景观美化功能，同步覆盖防草布

3000米，从源头抑制杂草生长，减

少农药使用。配套定制统一规格

的防腐木标识牌 80 块，涵盖功能

分区、技术说明、研学导览等内容，

形成规范有序的视觉识别系统。

通过“硬件改造+功能拓展”双轮

驱动，园区不仅构建了高效便捷的

生产服务网络，更打造了集农业生

产、科普研学、观光体验于一体的

复合型空间，为后续产业升级筑牢

硬件根基。

智能化技术引领设施农业新

范式。聚焦“科技兴农”战略，大力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投资建设

500平方米智慧农业集控中心，集

成物联网、大数据、AI监控等前沿

技术，构建“数据采集—智能分析

—精准调控”全链条管理系统。重

点推广四大核心技术体系：“高垄

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建

设高度不少于 20 厘米、宽 40 厘米

至70厘米的栽培平垄与滴灌带精

准布局，实现节水肥省人工、减少

根部叶部病害发生。“熊蜂授粉+

生物防治”技术，在作物开花前 1

至2天傍晚将蜂群放入大棚内，熊

蜂授粉替代激素蘸花，避免作物激

素污染，提高蔬菜安全水平。“温湿

度智能调节”系统，通过安装温度、

湿度、光照度、二氧化碳浓度等传

感器，对温室大棚内的环境参数进

行实时监测，联动遮阳网、风机水

帘等设备，将棚内温湿度波动控

制在±2℃、±5%以内。“虫情检

测+土墒监测”技术，利用物联网

技术，实现智能虫情监测系统实

时跟踪田间虫害情况，土壤养分

数据实时更新。

多元化路径激发农业增效新

动能。以“质量兴农、产业富民”为

导向，构建“品种优化—技术赋能

—模式创新”三维增效体系，坚持

“一大多优”的发展战略，在发展蔬

菜产业基础上，积极拓展多元化农

业种植，引进新郁葡萄、大樱桃、水

果西红柿、羊肚菌等高附加值果蔬

种植。通过集成技术的推广应用，

大幅提升产值效益，与传统种植品

种相比较，亩均产值可增加2万元

以上。同时，在园区推行“村集

体+基地+农户”运行机制，带动本

村及周边村 70 余户农户就业，户

均增收4至5万元，通过租赁经营、

入股合作等模式，每年可增加 35

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用用““科技芯科技芯””打开打开““致富门致富门””
榆社县西马乡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新农人”套种西瓜玉米 让土地“一田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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