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荒集团：科技描绘农业生产新图景

本报记者 宋维东

立夏刚过，黑龙江一早一晚的气温仍然较低。 此时，当地的春耕进入到了中后期，也是关键阶段。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深入实地探访了北大荒集团春耕。

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为大农业生产提供了绝佳的地理条件。近年来，在科技助力下，北大荒集团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作出了重要贡献。北大荒集团作为我国大农业生产的代表，近年来农业生

产水平显著提高，这背后依靠的正是科技水平的提升和标准化作业的推广。

科技赋能春耕

5月中旬的鹤岗市绥滨县，凌晨3点半天已大亮。 这个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的边境县，与俄罗斯隔黑龙江相望。 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形成的三角地带，地势平坦肥沃，黑土油亮，大江河滋养着万顷良田。 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 分

公司就位于此地。

早上四五点钟，在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希望路与光明街交叉口附近，远道而来的打工者们成群结队，在这等着当地种植户来找临时工。 谈好价钱后，他们就坐着种植户的车前往水稻田，做一些拆棚、清理水草的工作。 几天后，大规模的水稻

插秧将开始。

来自吉林的王丽颖（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几天抓紧时间打点短工，毕竟收入还不错。 等插秧真正开始后，也就没啥活儿了。 ”

正如王丽颖所说，在早已实现机械化插秧的北大荒，春耕时期的零工只有一些机械不容易作业的活儿。 这背后正是科技带来的作业方式改变。

在十几里地外的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智能化监测大棚里，绿油油的水稻秧苗长势茁壮，很多都已达到进田标准。在该分公司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指挥部主控室里，秧田智能管理系统控制着棚内的温度、湿度等，棚内电子显示屏展示着实

时的指标情况。

“现在普遍推行旱育秧模式。 旱育秧就是让水稻在苗床上处于旱田状态，土壤的通气孔隙里有充足的氧气保证根系呼吸。 秧苗在苗床上30天后一般会长到‘三叶一心’状态，再插到本田。 ”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副总经理唐庆刚说。

“以往，在这30天里育秧人员要反复作业，施肥后浇水，调酸时又得浇水，还不能一次完成。 接下来，在需要浇水的时候又得浇水。 ”唐庆刚表示，频繁浇水，土壤通气效果很容易变差，根呼吸不充足，根生长就弱，易感染病害，这就是“旱育不旱”问题。

不壮实的秧苗直接影响以后的产量，从“根儿上”就出了问题。

为此，他们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把调酸、防病、施肥与浇水整合到一起。 “我们提前配好营养液，这30天里浇三次营养液就可以。 这样能很好地掌握整体湿度，真正做到旱育。 ”唐庆刚说。

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还与哈工大联合开发了智能秧田巡检机器人。 机器人巡检时能准确判断秧苗生长阶段，将采集的数据信息传到后台。 后台分析完数据后指挥大棚内的各种设备进行环境调控，同时结合壮苗标准

随时调整管理措施。

“例如，棚内温度超过上限后，大棚卷帘通风器会自动开启进行通风降温；当土壤湿度传感器回传的数据达到浇水标准后，就会将营养液浇到秧田中，整个过程都是智能化控制，很好地解决了以往农户在育秧过程中遭遇的‘旱育不旱’等问题。 ” 唐

庆刚说。

近年来，北大荒集团积极探索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实现农机具由机械化向智能化、无人化转变。

距离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150公里的北大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公司，种植户王福顺在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期间较别的农户提前开始了插秧作业。 今年，他家种植了180多亩水稻，需要约五天时间完成插秧作业。

作业时，王福顺在稻田旁与别人闲聊，并没有特别“关心”插秧情况。“现在把活儿都包出去了，不像以前要紧盯着，都是机械化作业，很智能，完全不用担心插秧质量。 ”王福顺笑着说，“提前几天插秧，加上效率提了上来，无论插秧还是后续割晒，我

的进度都会比别人快几天。 收完后，赶在稻米大规模入市前卖掉，肯定会卖个好价钱，这是实实在在的效益。 ”

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正在作业的插秧机自带“黑科技” 。 来自上海某导航技术公司的技术员吴昊介绍，插秧机上安装了天线一体机，能接收北斗导航系统信号，会精准定位插秧机。

“所有操作都在插秧机上这台大尺寸平板电脑上完成。 操作时，只需要打A、B两个点。 A点是刚进来的地方，B点在池子另一头。 设置好后，每个往复都会按导航系统设置的路线行走。 ”吴昊说，“这种智能导航插秧机能确保秧苗合理密植，提高插秧

精度，保障作业质量。 ”

良田种好粮

“我们要坚 决守住 国家粮 食安全底 线 ，充分 发挥人 才 、技术 、自然资源 等综合 优势，切 实保障重 要农产 品有效 供给 。 ” 北 大荒集团 党委书 记、董事 长王守 聪说 。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的优质大豆生产基地。 其中，北大荒集团所属各分公司是重要的大豆种植区。 自去年大豆扩种计划实施以来，北大荒集团将大豆扩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2022年，北大荒集团大豆种植面积达1381.6万亩，实现大豆总产量50.5亿斤，大豆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创历史新高。 2023年，北大荒集团大豆种植面积力争达到1382.5万亩。

在王守聪看来，要完成好大豆扩种计划任务、提高大豆总产量，必须提升单产水平，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同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擎作用，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在奖补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农户积极种植大豆。 北大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公司岭瓜乡管理区种植户范丰宝今年种植了420亩大豆和30亩玉米。

“我家没有多余的劳动力，孩子在大连工作。 现在种地根本不犯愁，全都是机械化作业，完全不担心人手问题。 ”范丰宝说，“420亩大豆只需一天多时间就能种完，不仅种得快、种得好，出苗率还提升不少。 ”

北大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公司农业生产部副经理王长斌说，“庄稼要高产，必须得保住第一茬苗。 第一茬苗保好了，就为丰收打下了基础。 因此，春耕时的播种质量很重要。 目前，我们这里的旱田播种已基本完成，质量有保证。 ”

粮食高产，地力少不了。 “近年来，我们通过秸秆还田措施提高了土壤肥力，不仅减少了化肥使用量，还保护了土地和环境。 我自己也体会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范丰宝说。

广袤的黑土地是北大荒集团农业发展的先天优势资源 ，保护好黑土地就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基 。 范丰宝所说的秸秆还田只是北大荒集团保护黑土地的做法之一。

近年来，北大荒集团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加快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农药替代传统农药、地表水替代地下水、保护性耕作替代传统翻耕、智能化替代机械化、规模化格田替代一般农田，更好地保护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土壤化验实验室看到，这里不仅配有先进的检验仪器，还保存着近年来各种土壤化验结果、施肥建议书等档案资料。

“这些年，我们一直给农户提供测土配方施肥建议服务。 ”唐庆刚介绍，科技人员每年秋天会到农户地里取土样，三年一个周期基本上能完成分公司70多万亩田地的土样采集。

“我们每年在春耕前根据土样化验结果给农户出具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农户根据建议卡按方施肥。 这样做不仅能提高粮食品质及产量，还可以通过科学施肥保护黑土地。 ”唐庆刚说。

良田种好粮，推动粮食结构升级成为当下北大荒集团农业发展的缩影。

这几天，北 大荒农 业股份 宝泉岭分 公司有 机大豆 示范区 正进行分 层施肥 作业。 “有 机种植与 传统种 植截然 不同 。 有 机种植要 在有机 认证的 地块进 行种植，全 程不用 传统化 肥和农药 。 ” 北大荒 农业股 份宝泉 岭

分公司农 业生产 部业务 主管李闯 表示 ，种 植有机 大豆 ，不 仅有利于 保护黑 土地，还 能提高作 物附加 值和经 济效益 。

惠及更多农户

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北大荒是我国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典范。

“近年来，我们依托组织化程度高、规模化特征突出、产业体系健全的独特优势，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小切口，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大战略实施，构建专业化服务、社会化分工、标准化流程、企业化运营、平台化赋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王守聪说。

在王守聪看来，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将北大荒集团掌握的更多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出去，有助于解决众多小农户干不了、干不好、干了不划算的问题，这是一举多得的有益实践。

2022年，北大荒集团完成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5190.3万亩。 测产结果显示，全程托管地块大豆亩均增产70斤，水稻亩均增产120斤，玉米亩均增产150斤，切实提高了农民粮食产量和收益。

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走访了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与绥滨县忠仁镇合作的垦地合作先行区。唐庆刚介绍，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率先在忠仁镇新安村、黎明村建成鹤岗市垦地合作全程托管和技术服务示范村，建设现代农业高标准示

范田5170亩，提供全程托管服务，单环节托管辐射带动面积20.7万亩。

“农户将田地交由我们托管，逐步改变以往小而散的局面，充分利用我们在大农业生产方面的农机农技及市场优势，用更科学高效的模式提高粮食单产，最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唐庆刚说。

“我们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作业方式、生产技术和生产标准复制平移到忠仁镇，逐步改变农户的种植理念，越来越多的农户看到了变化和实际效益。 ”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武寿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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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展现“绣花”功夫

●本报记者 宋维东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用这

句民谚形容北大荒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物

产再合适不过了。 从昔日茫茫荒原变成今天的“大

粮仓” ，北大荒已成为我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如今，在以“大” 著称的北大荒，除了大平原、大机

械、大场面，背后的“小”更值得品味。这个“小” ，体

现的是精准发力及科技的深入应用。 而细微之处的

科技“绣花”功夫更能体现其农业生产实力。

在来北大荒集团实地走访春耕前， 记者脑海里

满是热火朝天的作业场面。 但来了之后看到的却是

另一番景象：广袤无垠的田地里只有很少的人，甚至

没有人，场面稍显“冷清” 。

“现在哪还像以前那样种地要全家出动， 一个

人就能搞定几百亩地的春耕。 ” 北大荒农业股份宝

泉岭分公司岭瓜乡管理区种植户范丰宝说，“我们

这有的人还在北京呢，盯着手机就把地种了！ ”

“你家420亩大豆得需要五六天种完吧？ ”记者问。

“五六天？ 哪需要这么长时间， 一天多就干完

了！ ” 范丰宝笑着说。

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的背后，是科技的赋能、先进

农机的应用及作业模式的变化。

几天的走访，记者看到了现代农业生产的不同之

处，那就是一改以往粗犷的作业方式，强调精准发力。

从科技育种到黑土地保护，从春耕到田间管理再到秋

收，无不强调从细节着手，在细微处体现科技的价值。

当下的北大荒集团，育苗大棚里有监测系统，田

地里有5G基站，播种插秧用上北斗导航，运送秧苗

可以用无人机， 看似平常的水稻田里藏着 “黑科

技” ，田间管理智能化程度超乎想象。

从事多年农技工作的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

公司副总经理唐庆刚，对科技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变化

深有感触。“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靠数据。 ”唐庆刚

说，“全过程智能化监测提供的数据能准确反映作物

长势情况， 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有了更科学的数据支

撑，精准、高效一定是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 ”

粮食生产关乎国计民生，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当

前，科技的广泛应用改变着农业生产方式，传统的耕

种方式正逐步被替代，新型职业农民越来越多。在此

背景下，将先进的技术和高效的作业模式推广出去，

让更多农民获益，这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近年来， 北大荒集团将更多创新科技应用到农

业生产之中，积极探索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广大农业

生产先进的服务模式， 在有限的耕地资源里挖掘增

长潜力，全力提高粮食产量。

我们相信，作为我国农业战线的排头兵，北大荒

集团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探索实践不会停步。 这是时

代发展的要求， 更是履行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产

战略使命的要求。

北大荒集团：科技描绘农业生产新图景

立夏刚过， 黑龙江一早一晚的气

温仍然较低。 此时，当地的春耕进入到

了中后期，也是关键阶段。 中国证券报

记者日前深入实地探访了北大荒集团

春耕。

广袤无垠的黑土地、 一望无际的

大平原， 为大农业生产提供了绝佳的

地理条件。 近年来，在科技助力下，北

大荒集团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 作出

了重要贡献。 北大荒集团作为我国大

农业生产的代表， 近年来农业生产水

平显著提高， 这背后依靠的正是科技

水平的提升和标准化作业的推广。

上海将积极打造

国内外知名品牌集聚地

●本报记者 汪荔诚

首届中国制造品牌发展论坛暨第九届

中国品牌经济（上海）论坛5月14日在上

海举行，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

任阮力在会上表示， 上海将积极打造国内

外知名品牌集聚地、 原创品牌孵化地及国

货潮品创新策源地。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有

利于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品牌作为战略性优势资源，是企业发

展的重要推进器，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体现，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阮

力表示，上海一直高度重视品牌培育和建设

工作， 先后滚动实施两轮三年行动计划，积

极开展 “上海制造佳品汇”“上海品牌

100+”“上海信息消费节” 等品牌推广活

动，保护发展国民经典品牌，提升行业优势

品牌影响力和新锐网红品牌竞争力。

阮力表示， 上海将着力打造竞争力

强、美誉度高的“上海牌” 。 深入推进设计

赋能、 科技创新和品牌培育紧密融合，加

快品牌高端化提升，以品牌升级带动产业

升级； 促进产品创新提质和产业转型升

级，提升产品供给质量与品质，构建符合

全球产业趋势、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上海

牌” 强梯队。

阮力称，上海将持续提升“上海制造”

卓著品牌形象。加强与长三角地区、全国及

全球品牌的协同联动和战略合作， 推动上

海制造领军品牌和标杆品牌全球化布局及

国际化运营； 加快运用元宇宙、ARVR、

AIGC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制造品

牌升级发展，打造更出色的产品形象，扩大

“上海制造” 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卓著上海

制造品牌新高地。

阮力表示， 上海将加快营造生机勃勃

的品牌发展生态。强化政策供给，依托中国

品牌日等平台，打造辐射全球的引力场，积

极形成集聚高端品牌培育建设资源的虹吸

效应，持续推广“上海品牌100+” 优秀成

果，放大品牌建设的协同效应；加强品牌战

略整体规划， 将品牌培育建设融入制造业

规划、研发、生产等各个环节，提升品牌内

生动力， 赋予上海制造蓬勃的生命力和无

限的发展空间。

科技赋能春耕

5月中旬的鹤岗市绥滨县， 凌晨3点

半天已大亮。 这个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

的边境县，与俄罗斯隔黑龙江相望。 松花

江与黑龙江交汇形成的三角地带， 地势

平坦肥沃，黑土油亮，大江河滋养着万顷

良田。 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就

位于此地。

早上四五点钟，在北大荒农业股份二

九〇分公司希望路与光明街交叉口附近，

远道而来的打工者们成群结队，在这等着

当地种植户来找临时工。 谈好价钱后，他

们就坐着种植户的车前往水稻田，做一些

拆棚、清理水草的工作。几天后，大规模的

水稻插秧将开始。

来自吉林的王丽颖（化名）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这几天抓紧时间打点短

工，毕竟收入还不错。等插秧真正开始后，

也就没啥活儿了。 ”

正如王丽颖所说，在早已实现机械化

插秧的北大荒，春耕时期的零工只有一些

机械不容易作业的活儿。这背后正是科技

带来的作业方式改变。

在十几里地外的北大荒农业股份二

九〇分公司智能化监测大棚里，绿油油的

水稻秧苗长势茁壮，很多都已达到进田标

准。在该分公司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指

挥部主控室里，秧田智能管理系统控制着

棚内的温度、湿度等，棚内电子显示屏展

示着实时的指标情况。

“现在普遍推行旱育秧模式。 旱育秧

就是让水稻在苗床上处于旱田状态，土壤

的通气孔隙里有充足的氧气保证根系呼

吸。 秧苗在苗床上30天后一般会长到‘三

叶一心’状态，再插到本田。” 北大荒农业

股份二九〇分公司副总经理唐庆刚说。

“以往，在这30天里育秧人员要反复

作业，施肥后浇水，调酸时又得浇水，还不

能一次完成。 接下来，在需要浇水的时候

又得浇水。 ”唐庆刚表示，频繁浇水，土壤

通气效果很容易变差， 根呼吸不充足，根

生长就弱，易感染病害，这就是“旱育不

旱”问题。 不壮实的秧苗直接影响以后的

产量，从“根儿上”就出了问题。

为此， 他们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把

调酸、防病、施肥与浇水整合到一起。“我

们提前配好营养液，这30天里浇三次营养

液就可以。 这样能很好地掌握整体湿度，

真正做到旱育。 ”唐庆刚说。

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还与

哈工大联合开发了智能秧田巡检机器

人。 机器人巡检时能准确判断秧苗生长

阶段，将采集的数据信息传到后台。 后台

分析完数据后指挥大棚内的各种设备进

行环境调控， 同时结合壮苗标准随时调

整管理措施。

“例如，棚内温度超过上限后，大棚

卷帘通风器会自动开启进行通风降温；当

土壤湿度传感器回传的数据达到浇水标

准后，就会将营养液浇到秧田中，整个过

程都是智能化控制，很好地解决了以往农

户在育秧过程中遭遇的‘旱育不旱’ 等问

题。 ”唐庆刚说。

近年来， 北大荒集团积极探索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农业

生产中的应用，实现农机具由机械化向智

能化、无人化转变。

距离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

150公里的北大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公

司，种植户王福顺在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

期间较别的农户提前开始了插秧作业。今

年，他家种植了180多亩水稻，需要约五天

时间完成插秧作业。

作业时， 王福顺在稻田旁与别人闲

聊，并没有特别“关心”插秧情况。“现在

把活儿都包出去了， 不像以前要紧盯着，

都是机械化作业，很智能，完全不用担心

插秧质量。”王福顺笑着说，“提前几天插

秧，加上效率提了上来，无论插秧还是后

续割晒，我的进度都会比别人快几天。 收

完后，赶在稻米大规模入市前卖掉，肯定

会卖个好价钱，这是实实在在的效益。 ”

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正在作业的插

秧机自带“黑科技” 。 来自上海某导航技

术公司的技术员吴昊介绍，插秧机上安装

了天线一体机， 能接收北斗导航系统信

号，会精准定位插秧机。

“所有操作都在插秧机上这台大尺

寸平板电脑上完成。 操作时，只需要打A、

B两个点。 A点是刚进来的地方，B点在池

子另一头。 设置好后，每个往复都会按导

航系统设置的路线行走。 ”吴昊说，“这种

智能导航插秧机能确保秧苗合理密植，提

高插秧精度，保障作业质量。 ”

北大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公司大豆播种现场 公司供图

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智能化水稻秧苗大棚

本报记者 宋维东 摄

惠及更多农户

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是现代农

业发展方向，北大荒是我国现代化大农业

发展的典范。

“近年来， 我们依托组织化程度高、规

模化特征突出、产业体系健全的独特优势，

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小切口， 推进现代农

业发展大战略实施，构建专业化服务、社会

化分工、标准化流程、企业化运营、平台化赋

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王守聪说。

在王守聪看来，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将北大

荒集团掌握的更多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

出去， 有助于解决众多小农户干不了、干

不好、干了不划算的问题，这是一举多得

的有益实践。

2022年，北大荒集团完成农业社会化

服务面积5190.3万亩。 测产结果显示，全

程托管地块大豆亩均增产70斤，水稻亩均

增产120斤，玉米亩均增产150斤，切实提

高了农民粮食产量和收益。

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走访了北大荒

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与绥滨县忠仁镇

合作的垦地合作先行区。 唐庆刚介绍，北

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率先在忠仁

镇新安村、黎明村建成鹤岗市垦地合作全

程托管和技术服务示范村，建设现代农业

高标准示范田5170亩， 提供全程托管服

务，单环节托管辐射带动面积20.7万亩。

“农户将田地交由我们托管，逐步改

变以往小而散的局面，充分利用我们在大

农业生产方面的农机农技及市场优势，用

更科学高效的模式提高粮食单产，最终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唐庆刚说。

“我们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作业

方式、生产技术和生产标准复制平移到忠

仁镇，逐步改变农户的种植理念，越来越

多的农户看到了变化和实际效益。 ” 北大

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主任武寿泉说。

良田种好粮

“我们要坚决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

线，充分发挥人才、技术、自然资源等综

合优势， 切实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 ” 北大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

聪说。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的优质大豆生

产基地。 其中，北大荒集团所属各分公司

是重要的大豆种植区。自去年大豆扩种计

划实施以来，北大荒集团将大豆扩种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2022年， 北大荒集团大豆种植面积

达1381.6万亩， 实现大豆总产量50.5亿

斤， 大豆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创历史新高。

2023年， 北大荒集团大豆种植面积力争

达到1382.5万亩。

在王守聪看来，要完成好大豆扩种计

划任务、提高大豆总产量，必须提升单产

水平，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

略；同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擎作用，促

进产业融合发展。

在奖补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农户

积极种植大豆。北大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

公司岭瓜乡管理区种植户范丰宝今年种

植了420亩大豆和30亩玉米。

“我家没有多余的劳动力，孩子在大

连工作。 现在种地根本不犯愁，全都是机

械化作业，完全不担心人手问题。 ” 范丰

宝说，“420亩大豆只需一天多时间就能

种完，不仅种得快、种得好，出苗率还提升

不少。 ”

北大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公司农业

生产部副经理王长斌说，“庄稼要高产，

必须得保住第一茬苗。 第一茬苗保好了，

就为丰收打下了基础。 因此，春耕时的播

种质量很重要。 目前，我们这里的旱田播

种已基本完成，质量有保证。 ”

粮食高产，地力少不了。“近年来，我

们通过秸秆还田措施提高了土壤肥力，不

仅减少了化肥使用量，还保护了土地和环

境。 我自己也体会到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 ”范丰宝说。

广袤的黑土地是北大荒集团农业发

展的先天优势资源， 保护好黑土地就是

保障粮食安全的根基。 范丰宝所说的秸

秆还田只是北大荒集团保护黑土地的做

法之一。

近年来，北大荒集团充分发挥科技优

势，加快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农药

替代传统农药、地表水替代地下水、保护

性耕作替代传统翻耕、 智能化替代机械

化、规模化格田替代一般农田，更好地保

护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北大荒农业股份

二九〇分公司土壤化验实验室看到，这里

不仅配有先进的检验仪器，还保存着近年

来各种土壤化验结果、施肥建议书等档案

资料。

“这些年，我们一直给农户提供测土

配方施肥建议服务。 ” 唐庆刚介绍，科技

人员每年秋天会到农户地里取土样，三年

一个周期基本上能完成分公司70多万亩

田地的土样采集。

“我们每年在春耕前根据土样化验

结果给农户出具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农

户根据建议卡按方施肥。这样做不仅能提

高粮食品质及产量，还可以通过科学施肥

保护黑土地。 ” 唐庆刚说。

良田种好粮，推动粮食结构升级成为

当下北大荒集团农业发展的缩影。

这几天， 北大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

公司有机大豆示范区正进行分层施肥作

业。“有机种植与传统种植截然不同。 有

机种植要在有机认证的地块进行种植，

全程不用传统化肥和农药。” 北大荒农业

股份宝泉岭分公司农业生产部业务主管

李闯表示，种植有机大豆，不仅有利于保

护黑土地， 还能提高作物附加值和经济

效益。

●本报记者 宋维东

大项目加快落地

外资企业扎根中国

（上接A01版） 总投资超过60亿元的

空中客车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项目， 是空

客公司在欧洲之外布局的首个飞机全生命

周期服务项目，该项目正在成都加速推进；

总投资约20亿元的泰国天丝集团红牛饮

料（四川）生产基地，已完成工程总量的

75%……进入二季度， 多项重大外资项目

加快推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表示， 将继续发

挥重大外资项目专班机制作用， 推动总额

1700亿美元的前6批项目加快落地实施。

截至4月底，前6批重大外资项目已完成投

资63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引资结构也在持

续优化。商务部数据显示，1-3月，高技术产

业实际使用外资1567.1亿元， 同比增长

18%。专家指出，我国制造业发展潜力巨大，

高技术产业生态系统较为完善， 我国在高

技术领域的国际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形成。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数额增

长， 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对外商的吸引力

较大。 ”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说，

我国的国际竞争优势逐步从低成本发展成

产业链配套、基础设施完善、市场规模超大

等， 正在形成以创新为重要特征的产业生

态系统竞争优势。

多地频放大招

近段时间以来，多地频频“放大招” 吸

引外资。

日前，上海市出台了《上海市加大吸

引和利用外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加大

外资发展要素支持力度， 围绕财税、 投融

资、金融、人员往来、进出口等方面提出支

持或便利化举措，推动外资项目落地。浙江

省印发的《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

若干措施》明确，超常规吸引和利用外资，

加快推动全省产业升级。对外资总投资达1

亿美元 （含） 以上且首年实际利用外资

3000万美元 （含） 以上的先进制造业项

目， 省级财政在政策有效期内每年按当年

度实际利用外资额3%的比例给予奖补，累

计最高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

员聂平香表示， 今年我国利用外资或引进

外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吸引高质量外资。

“高质量外资， 主要涉及中高端制造领域

和现代服务领域。 现代服务领域可能在市

场准入方面还存在一些限制， 下一步政策

要往这些方面发力。 ”聂平香说。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中国税务合伙人许

津瑜预计，随着更多针对性政策的制定、出

台和落地，各地会吸引更多外资，进一步促

进经济整体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