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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亩产 321.82 公斤！全国大豆科技自强示范县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再

次刷新了大豆百亩以上连片实收测产平均单产全国高产纪录。获嘉县大豆种植

面积不大，但单产水平较高，这里大豆丰产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组合拳”在

发挥作用？又能为提高大豆国内供给率提供怎样的创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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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豆 田 的 高 产“ 密 码 ”
——来自河南新乡获嘉县的调查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大新庄乡帅庄村大豆

田里，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声隆隆。国家大

豆产业技术体系测产专家在进行实收实测，经过

去杂质、去水分，最终实测结果为平均亩产 321.82

公斤，刷新了大豆百亩以上连片实收测产平均单

产全国高产纪录。作为全国大豆科技自强示范

县，这是获嘉县连续 4年实现大豆高产纪录。

夯实高产底气

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旱能浇、涝

能排。2020 年开始，获嘉县投资 9.3 亿元，建设

30 万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覆 盖 全 县 11 个 乡 镇 163

个村。

走进获嘉县照镜镇三位村的高标准农田，一

垄垄良田集中连片，一条条标准化水泥路笔直平

整。三位村地理位置偏僻，共有 2600 亩土地，种

植粮食是当地群众主要收入来源。“去年，镇政府

决定在我们村建设近 1000 亩高标准农田，这可

解决了我们村种地的‘大难题’！”三位村党支部

书记王国旗说。

为了确保粮食稳定增产，不断提升农田抗灾

能力，照镜镇 2022 年开始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建成后的农田土地平整、设施完善、土壤肥沃、

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既可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又

能实现集约化生产，农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 受 益 不 受 益 ，老 百 姓 说

了算。

“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后，地块平整了，土壤

改良了。”三位村村民刘西伟说，原来的地块高低

不平，现在的农田非常适合农机作业，既降低了

人工成本，还提高了粮食产量。“通过高标准农田

建设，俺原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

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三位村村民王建

民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王建民种植的大豆迎

来丰收，他直言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大豆丰收上了

份“保险”。

“我们对八支排进行整理，共清除大概 1 米

深的淤泥。通过整理开挖，将原来最宽不足 3 米

的河道拓宽至 5 米，这样八支排的水量能够满足

两侧 1000 多亩农田的灌溉需求。八支排改造对

于排涝功能的提升同样明显，以往雨季防汛的时

候，三五天都排不掉的水，现在一天就能排完。”

王国旗指着焕然一新的河道向记者介绍。

河道修缮，土地平整，生产道路硬化⋯⋯农

业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在给农业生产增收提供保

障的同时，也给广大农户种粮吃了一颗“定心

丸”。三位村种粮大户刘培星流转的近百亩土地

一多半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范围内，通过无人

机喷洒农药、收割机集中收割等科学化耕种和机

械化管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成效明显。

挖掘高产潜力

大豆平均亩产节节攀升，有何增产秘诀？

“我们大豆增产的突破口在于种子。多产

粮、产好粮，种子是关键。”获嘉县种子站站长张

国际介绍，获嘉县大豆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里种

植 了 200 多 个 大 豆 新 品 种 、新 品 系 ，其 中“ 郑

1307”耐涝耐旱，具有抗倒伏、抗裂荚、底荚高、株

型紧凑等优势，非常适合大面积机械化耕种。奔

走在田间地头试验良种、推广良种，帮助农户增

产增收，已经成为张国际的日常，他想让群众享

受到优质种子带来的增产红利。

在获嘉县位庄乡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

种粮大户徐方子的 1200 亩大豆喜获丰收。“我选

种的是‘郑 1307’，今年我这几个地块的大豆亩产

都在 300 公斤以上。”徐方子告诉记者高产高效

的妙招。

“实验+示范”带动了一批种粮大户和群众

的种植热情。“郑 1307”在获嘉县及周边黄淮海地

区大面积推广，目前成为河南省种植面积最大的

大豆品种。

“获嘉县连续 4 年与河南省作物分子育种研

究院、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合作开展大规模全

国大豆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适宜在获嘉县繁种

应用且适合在黄淮海地区推广的高产优

质品种，为获嘉县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

大豆良种繁育基地奠定基础。”获嘉县

委书记赵明俊说。

良种，让粮食增产潜力不断释放；

科技，让粮食增产迈向“新高地”。

在获嘉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中

原农谷数智中心格外引人注目。当地

建成了 5G+智慧农业云平台，包含智

能灌溉、植保监测、苗情监测、气象

监测等 13 个子系统，通过在高标

准农田里建设的物联网农业气

象站、土壤墒情监测站、虫情

信 息 采 集 设 备 、水 肥 一 体 智 能 灌 溉 等

设施，可以实时采集温度、湿度、风速、雨量、土壤

墒情等数据。

“以前一个人管理 1000 多亩地根本不敢想，

现在县里建成了高标准农田和智慧农业云平台，

只要在电脑或手机上登录云平台，就可以实时查

看农作物长势、土壤墒情和病虫害情况，实现了

一位‘农把式’管理千亩田。”种粮大户周杰伟一

边说，一边向记者展示手机里的应用软件。周杰

伟轻点几下手机，几公里外的喷灌设备就开始灌

溉了。

5G 监测、植保无人机飞防、测土配方施肥、

水肥一体化⋯⋯目前，获嘉县大力推广应用智慧

播种农机、智慧田间管理农机、智慧收获农机等，

从技术上打消农户对扩种的顾虑，为大豆大面积

单产提升提供保障。一大批种粮人通过科学的

种植方法，实现了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提供高产保障

“7 月底是大豆开花成荚的关键期。连续降

雨之后，地里的大豆叶子开始泛黄。我与县里的

农技专家联系后没多久，他们就来到地里‘把脉

问诊’，指导病虫害防治和追肥措施，保证大豆正

常生长。”获嘉县位庄乡大豆种植大户徐启全回

忆道。

有问题找“田保姆”，已经成为获嘉县种植户

的共识。“专家不仅提供技术支持，还给我们送来

政策‘大礼包’，我们增产增收的底气越来越足。”

徐启全道出了农户们的心声。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一种新型灌溉方式，既

助力粮食增产，又能增加收益。”作为获嘉县土肥

站站长，王庆安多年来致力于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的推广。记者见到他时，他正耐心向农户讲

解：“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滴灌或微喷灌，浇一亩

地的人工成本只有两元，还能提高肥料利用率，

收到水分不流失、肥料不损失的效果。”

大新庄乡帅庄村大豆大面积生产示范田负

责人梁本亮告诉记者，示范田的 108 亩土地都已

经用上了微喷灌技术，既省时又省力，大大提高

了效率。在微喷灌节水技术的基础上，他们还结

合水肥一体化技术，将化肥溶于灌溉水中，使化

肥充分发挥作用，进而提升大豆产量。

今年，是王庆安从事农技推广服务工作的第

33 个年头，在与农民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深知

农民对科技知识的渴盼。为了更好提供便民服

务，王庆安探索“农技+互联网”的方式，建立了

“测土配方施肥短信发布平台”，为获嘉县农资经

营户、种地大户、村干部等 2100 名用户提供技术

指导。他还创建了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

专门发布各类农业知识，及时指导农业生产。

一边是“田保姆”提供精准化服务，一边是

种植户对科学种粮的学习与探索。

冯庄镇职王村的农家书屋内，品类齐全的书

籍摆放在书架上，村民们聚精会神地阅读与现代

农业相关的书籍。

“这本大豆种植技术的书真不错，我经常来

学习，争取明年我的田里也能用上这些技术。”村

民职玉印一边看书一边在笔记本上记下种植

要点。

“今年，农家书屋专门增加了丰富的农业书

籍，我们还定期在书屋举办农业技能培训，邀请

县里的农业专家来讲解农业种植知识。这样一

来，来看书的村民就越来越多了。”职王村党支部

书记职奇峰说。

今年以来，获嘉县共有 100 余名基层农技人

员和 500 多名种植户参加了县里举办的培训班，

不断提高生产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