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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地四分玉米、六分花
生，但四分玉米顶得上常规种植模
式 下 一 亩 的 产 量 ， 花 生 是 净 挣
的。”前不久，在高唐县清平镇东
大新村，村党支书孙长焕指着600

亩间作的玉米和花生说，今年村里
引入了新的种植模式，每亩地有望
增收2000元。

记者在这里看到，每三行玉米
间“插花”种了三垄花生。与常见
的大田玉米种植方式不一样，这片
地里的玉米种得非常密集，株距不
到15厘米、行距也略低。四分地播
种的玉米达到了3400株，远高于当
地每亩4200株的种植密度。

株数少、种得密，还能有高产
量？推动东大新村转变种植模式的
高唐县农业“科技特派员”肖从忠
给了记者一个肯定的答案。他说，
间作花生可以让玉米的通风性和透

光性增加，辅以滴灌带精准浇水施
肥，密植的玉米单穗产量反而要比

大田玉米高两三成。四分地可收获
玉米1100斤，与常规种植模式下一

亩地的产量相当。
肖从忠拽着记者走进地里，扒

开玉米穗、扯出花生秧。记者看
到，当前玉米正处于灌浆期，穗大
粒多；花生也已经结出嫩果，颗粒
饱满。肖从忠说，从现在的长势
看，到9月底、10月初，东大新村
又将迎来丰收。

“花生不耐重茬，明年玉米和
花生要换位种植。”他介绍，花生
的根系固氮，有利于玉米的生长。
在确保玉米产量不减的前提下，这
种间作轮作模式节水、节肥、省人
工，还能让每亩地额外收获花生
550斤、净增收约2000元。

“既要稳定粮食产量，又要推
动农民增收，只能依靠科技提高基
本农田的单位面积产出。”清平镇
镇长刘传华说，2019年以来，全镇
已经有6000余亩耕地采用“玉米花

生间作”的种植模式，明年还将继
续扩大种植面积，“好几个村已经
排着队等着种了。”

“一年两熟”转变为“一年三
熟”，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了，刘
传华归功于肖从忠等“科技特派
员”。他说，他们开着自己的车、
烧着自己的油、用自己的业余时
间，不断给当地农村带去新作物品
种、新种植模式和新植保技术，改
变着当地传统的农业生产。

高唐县工信(科技)局局长沈军
介绍，高唐县共有69名“科技特派
员”。这支以党员为主力的兼职农
村科技队伍，长期奔波在田间地
头，带动高唐形成了良种地瓜、高
油酸花生、中药材等特色种植品种
和多个科技示范基地，让科技“金
点子”不断充实农村“钱袋子”。

(据新华社)

高唐县清平镇推行“玉米花生间作”新种植模式

“一年两熟”变为“一年三熟”

“科技特派员”肖从忠(右一)查看东大新村的花生长势。

9月28日，在四川省攀枝花市
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坪山村，由湖
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发的第三代
杂交水稻“三优 2号”亩产达到
1085 . 99公斤。这是目前为止，第三
代杂交水稻取得的最高单产。

28日，由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组
织来自中科院、四川农业大学、四
川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组成
的测产组在试验田抽取了3块田块
进行收割，最终测得亩产1085 . 99公
斤。

2019年，第三代杂交水稻“三
优1号”曾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
清竹村以单季晚稻的形式取得过亩
产1046 . 3公斤的成绩。2020年在同
样地点，“三优1号”又以双季晚
稻的形式实现了第三代杂交水稻双

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湖南杂交水
稻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三代杂交水
稻项目主持人李新奇介绍，这次的
“三优2号”是以一季中稻的形式
“参考”。

据了解，“三优 2号”在广
东、广西、湖南、云南等多地都有
试种示范点，坪山村是其中表现最
优异的示范点之一。

“这个品种不仅可以在普通大
田种植，还可以作为海水稻在盐碱
地种植。”李新奇介绍，尽管“三
优2号”作为海水稻种植的产量并
不高，亩产大概在300公斤左右，
但它的耐盐性却超过了1%，而目前
海水稻的耐盐性普遍在0 . 3%到0 . 6%

之间。
(周勉 陈地)

第三代杂交水稻

单季亩产创新纪录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
研究中心9月28日发布的生物育种
产业专利导航研究报告显示，全球
生物育种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
长，我国生物育种专利申请量排名
全球第一。

该研究通过专利大数据分析，
梳理了生物育种产业和专利技术的
发展现状和趋势，重点明晰了分子
标记育种、生物育种、基因编辑育
种关键技术的专利布局、发展路
线、专利风险，旨在引领生物育种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强化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

报告显示，国内生物育种专利

申请中，北京、江苏、广东、山东
排在前列；排名前10位的国内申请
人均为高校和研究机构。报告建议
国内申请人加强国际化布局，同时
对已有的大量专利，需要进一步明
确产业化路径，加快技术转移转化
进程。

该研究重点选取了三亚崖州湾
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该地区生
物育种产业和专利现状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专利导航建议。

报告还对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
跨国育种公司的专利布局状况进行
了研究，研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对
我国育种行业的影响。(据新华社)

我国生物育种

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一

陕西杨凌明瑞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于闵和他的团队，与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通过多年联合攻
关，潜心研发出一种可以降解的液
态地膜，避免了使用传统塑料农膜
造成的“白色污染”，让地膜不再
成为“地魔”。该地膜在陕西省林
业厅立项，荣获陕西省林业厅科技

成 果 二 等 奖 ， 这 项 被 列 入 国 家
“863计划项目”的多功能可降解
液态地膜技术，已成功运用到三北
防护林的植树造林中。

这种液态地膜，不但可完全替
代传统塑料地膜用于农业生产，而
且在治沙方面有大作用。目前，该
液态地膜已在黑龙江、吉林、辽

宁、新疆、河南、广西、云南等地
广泛应用于猕猴桃、葡萄、玉米、
土豆、花生、甘蔗等农作物种植，
推广面积近10万亩。

“这种液态地膜可降解，价格
稍 高 ， 但 一 般 种 植 户 也 负 担 得
起。”于闵说，液态地膜使用后，
完全不影响出苗，还能减轻病虫害

的发生。相对施肥、用药工序大量
减少，液态地膜在保温保墒方面效
果明显，同时省工省力，受到不少
种植户的青睐。

更重要的是，液态地膜的用途
不仅仅局限于覆盖土地上保墒，它
对果树越冬作用非常大，用液态地
膜去涂干，解决了越冬问题，也减

少了病虫害。
液态地膜给植物喷施后，可在

土壤表面形成一层黑色的高分子保
护膜，接收自然降雨，或喷淋灌
溉，经过光照和微生物作用，最长
两个月就可自然降解为有机肥。虽
然具有塑料地膜的增温、保湿、保
苗等作用，但是却没有塑料地膜的
危害。

在实际应用中，广大种植户已
经广泛了解了这种新型地膜的增产
效果。大家发现，因其透水透气性
强，在花生、土豆、棉花等作物大
田应用中，能促进根系生长，增强
抗旱性，减少病害发生，增产效果
显著。 (闫瑜涛 郭媛媛)

让地膜不再成为“地魔”
新型可降解液态膜开始全国推广

稻田里，看不到农民们弯腰
割稻的忙碌身影，只听见机器轰
鸣的声响，几辆无人收割机正在
作业……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的
无人农场“丰收图”透着浓浓的
科技味。

这是上海首个无人化农场试
验基地，有约300亩的稻田，各种
无人农机可以进行耕地、播种、
田间管理、收割等无人化作业。

上海外冈农业发展公司负责
人高浩表示，目前无人农场处于
1 . 0版本的起步阶段，先在300亩的
稻田中实现耕、种、管、收的全
程无人化作业。后面还要推进2 . 0

版本阶段，扩大规模，同时开发
出一套精细的数字化管理系统，
实现整个流程可视化、可追溯。

当地40多岁的农机手刘波见
证了农场如何从人工劳作为主、
半机械化为辅，到全机械化实现
“耕、种、管、收”闭环的过
程。

“早先，种地机械化率不
高，所以很累，收入也不高。”
刘波说，“后来土地大规模规整
以后，新机器也进来了，随着无
人化农机的投入使用，干农活轻
松了，收益也变多了。”

高浩给记者做了一个测算，

稻田无人化作业，亩均每年节省
的人力成本约100元，如果全镇两
万亩稻田都实现无人化工作，就
可以节省200万元。

“合作社现在走产业化道
路，田间作业全程无人化不仅节
省人力，还可以提升大米质量的
管控，帮助加速‘从卖稻谷到卖
大米’的转变，整个产业链提升
后，预计亩均可增长收入1000元，
300亩就是增长30万元，还是比较
可观的。”高浩说。

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农业的
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高浩表
示：“长期看，无人农场对农机
手年龄结构上的调整也有很大的
帮助，无人农场可以吸引更多的
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
来。”

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党委书
记李雪表示，“十四五”期间，
外冈镇将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
打造以“数字化无人农场”为核
心的“绿色田园先行区”，到2025

年底，无人农场应用将扩大到万
亩规模。同时，将围绕农业高质
量发展、智能化农机装备持续推
进智慧农业建设，全面探索绿色
产业生态，将外冈镇建设成绿
色、环保、生态紧密结合的“绿
动”城镇。

《上海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
出，到2025年，将以区、镇为单位
建设一批基于数字化管理的农机
社会化服务组织，打造10万亩粮
食生产无人农场。

(黄安琪 王淑娟)

耕、种、管、收实现全程无人化
数字化无人农场解锁“智慧农田”

技术工程师通过手机操控无人收割机收割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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