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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亚旭《农民日报》记者 张培奇

4 月末，行走在豫西洛阳偃师
市首阳山镇的小麦高产示范基地
内，千亩高产示范区的小麦已经进
入齐穗期，向远处望去，农民忙着在
麦田里拔草、除杂。风吹过，万顷麦
海，泛着绿油油的波浪，在洛阳这片
曾经多次繁育出高产、稳产、优质小
麦良种的土地上，如今随着农业科
技成果的不断转化，农业再次成为
发展的亮点。

“我们围绕当地特色主导产
业，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依靠农业
创新驱动，加强农业科技产业体
系建设，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培育
壮大新型职业农民，让现代特色
农业产业逐步建立，让全市农业
和农村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洛阳市委常委、农工委书记史秉
锐介绍。

洛阳：科技托起现代农业
■编者按《农民日报》5月7日头版刊发通讯《洛阳：科技托起现代农业》，报道我市围绕本地特色主导产业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依靠农业创新驱动建

设农业科技产业体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逐步建立现代特色农业产业的做法和成效。本报今日予以摘编，敬请关注。

在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洛阳综合试验站
内，展示了多个小麦品种，一株株麦苗长势正
旺。“今年试验站承担的小麦冬春性鉴定试验品
种有207个，小麦抗旱性鉴定试验品种53个；
还有小麦体系基础研究小麦根系试验，国家、河
南省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共计11组；另外安排小
麦新品种洛麦26、洛麦28、洛麦29高产创建各
15亩，每亩产量目标700公斤。”洛阳农林科学
院院长张灿军介绍。

2007年，农业部、财政部启动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建设，依托洛阳农林科学院建立的
洛阳小麦综合试验站、洛阳玉米试验站，成为第
一批成立的国家试验站。经过多年的发展，洛
阳农林科学院在旱作节水研究、抗旱小麦育种、
玉米育种、牡丹育种栽培、甘薯育种、蔬菜育种
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十一五”全国农
业科研机构科研综合能力评估中列1058家参
评机构第十四位，在全国地市级农业科研机构
中排第二位。

“去年选育的洛旱6号小麦品种万亩示范
方，以653.9公斤的成绩第三次创我国旱地小
麦高产纪录，洛旱6号目前年推广种植面积约
300万亩，是我国第二大旱地小麦品种。国审
洛麦23在2016年农业部公布的黄淮主导小麦
品种中，年推广面积超过500万亩。”洛阳农林
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高海涛高兴地介绍。

洛阳市还把作物新品种的引进、示范和推
广作为科技兴农工作重点，2015年农业科技贡
献率由2010年的50%提高到62%，农作物良
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在粮食作物品种
上，洛旱、偃麦、周麦和温麦四大小麦系列成为
主导品种，豫麦49、偃展4110、洛旱6号等种植
面积占全市小麦播种面积的80%以上，全市小
麦、玉米、水稻良种覆盖率达到100%。”王万超
介绍，洛阳还大力推广节水、节肥、节药、循环农
业技术模式，实现农业科技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促进环境和谐统一。

洛阳生生乳业公司是孟津县平乐镇的一家
集种植、养殖、加工于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其400多亩奶牛养殖基地内存栏奶牛
2000多头，年消化秸秆3万吨。“仅此一项使周
边1.2万亩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为农民增收
400万元。”公司负责人宋经磊说，通过建沼气
发酵工程，年处理粪污4.8万吨，年产沼气70多
万立方米，集中供气300多户；年产沼液2万
吨，沼渣5000吨，沼液沼渣作为优质有机肥，全
部被公司及周边农业园区、农户的饲草基地、生
态园、果蔬园用作肥料，施肥面积近万亩。

洛阳市农业局能源环境保护站站长谢长松
介绍，目前全市完善发展循环农业示范园区60
余个，面积近20万亩，辐射带动以“三沼”为纽
带的循环农业面积150万亩，建成100个循环
农业示范村，示范村农田测土配方施肥率、优质
良种覆盖率、低毒低残留农业投入品使用率、科
技培训入户率、物业和公益服务入户率均达到
100％，清洁能源入户率、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
处理利用率达到95％，全市农村居民沼气、太
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率超过80%。

新品种、新模式推广重在科技应用

自2012年开始，国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将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
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洛阳市不断对其进行探
索。自2012年起，洛阳市通过农民田间学校来推进全
市农业结构调整、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和职业农民创业创
新。“农民田间学校是以农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
田间为课堂、以实践为手段的农民教育培训模式，这种
形式可以让农民就地就近参加学习，在干中学、学中干，
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农时季节紧密结合。”洛阳市
农广校校长马会丽说。

“参加田间学校的培训后，真正成了职业农民，现在
不仅增强了农业种养加的生产技能，还有了节本增效、农
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和绿色发展观念。”洛阳洋丰果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占通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自2013年起，孟
津县农广校和洋丰果业合作成立洛阳洋丰果业有限公司
农民田间学校，并多次举办各类农业技术培训班，截至目
前已经培训农民1000余人。

年近六旬的杨占通有着超前的经营理念，为顺应市

场需求种出有机果蔬，充分利用农技人员进行技术指
导，“如今生态园里已形成一年四季有花有果，所种的草
莓每斤可卖50多元，正在上市的袖珍西瓜也在每斤15
元左右，效益十分可观”。

宜阳县韩城镇的张作帅原本是靠着单一收购红
薯加工生产淀粉过活，后来通过参加农民田间学校
的培训开始采用新技术改良传统种植模式、调整生产
经营结构，如今，46岁的张作帅已是洛阳金薯王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并注册了“薯门薯路”商标，
发展成为集红薯储藏、育种、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综合性淀粉深加工企业。“公司自有2000亩红薯基
地，60多名农民职工，还成立了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以此来带动周边三个乡镇1000余户群众种红薯增收
致富。”张作帅说。

洛阳市农业局信息中心主任王万超介绍，目前，全
市依托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已建成农民田间
学校87所，到2016年年底要建成100所；已完成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8307人，开展农民科技普及型培训20
余万人次，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民技术员成为农
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领头人。

新型职业农民从地里种出高效益

在洛阳，“十年九旱”的气候特征、“五山四岭一分
川”的地貌和人均耕地不足1亩的客观条件，一直是当
地农业发展“软肋”。如何破解农业发展的瓶颈？洛阳
市农业局局长归宝辰说，解决制约农业发展的出路在科
技，科技的应用需要完备的推广体系来推动。

自2013年开始，洛阳市按照“服务高标准粮田、服务
新型经营主体、服务当地主导产业”和“统一管理体制、统
一人员配备、统一推广责任制、统一规划设计、统一信息
平台、统一服务用车”的要求，在全市9县1区共投资
2891万元，建成标准化基层农技推广站63个，其中区域
站50个，乡镇站13个，实现了农技推广区域全覆盖。

在孟津县送庄镇十里村京孟种植专业合作社内的草莓
生态园里，前来采摘草莓的游客络绎不绝。“草莓能长这么
好，还多亏区域站农技员的指导。”合作社负责人吕妙霞说。

吕妙霞说的区域站是位于送庄镇梁凹村的送庄农
技推广区域站。2015年1月，送庄区域站投入使用，仅
一年多的时间就在周边发挥出了巨大作用。“我们负责
送庄、白鹤两镇区域内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示范及推
广培训，对周边病虫害及疫情的监测、预报、防治和处

理，对农业机械进行宣传、推广、维修等农机服务等。”该
站站长赵振欣介绍。

“为更便捷地为农户提供农技服务，还推行了‘专
家+试验示范基地+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
动户’的农技推广机制，实行农技员包村联户制度，农技
员直接进村入户到田间巡回指导，定期把农业科技传递
到科技示范户手中，农户也可随时到区域站找农技员咨
询所遇到的农业问题。”孟津县农业局副局长张宏烈说。

孟津县为民农机合作社同样受益于送庄区域站发展
壮大了起来。“在区域站的指导下，对周边村的土地进行
农机作业服务，区域站根据市场定下了服务价格，农民
也愿意用合作社的农机进行种、管、收。”合作社理事长
陈应涛介绍。

“如今的区域站整合了农业、气象、农机等部门的资
金、资源，合力建设，安装配备农业气象、物联网、电商、
农机等设备，向农户提供种植业技术推广、植物疫病防
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技术服务、农机监理及技术推
广等全领域、全天候、快捷方便的技术服务。”洛阳市农
业局副局长李靖华介绍。

区域站成农技推广的前沿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