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服务·乡村振兴
2021年5月13日 星期四
主编：苏伶俐 编辑：李霜 实习编辑：胡玲玲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09

未来的耕地是什么样的？
■李 傲

农技课堂农技课堂

黑山羊的养殖技术

耕地保护迎来四大工程

自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以来，我国约 40 年未
开展土壤普查，原有数据已不能准确反映当前耕地
质量状况。据了解，“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部会
统筹以下四方面措施，构建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长
效机制。

第一是实施四大工程。具体包括加快实施高标
准农田建设工程，启动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推
动实施酸化和盐碱化耕地治理工程，推动实施有机质
提升工程。同时，扩大秸秆还田、有机肥堆沤施用、绿
肥种植等政策覆盖面。

第二是完善政策体系。通过政策支持，完善耕地
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研究网络，针对耕地退化演变规
律、质量提升重大障碍因素等开展科研攻关；推动实
施有机肥施用补贴政策，探索建立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与耕地质量提升挂钩机制。

第三是推动立法。围绕规划、建设、保护、监督等
内容，明确耕地质量建设保护相关主体权利和责任。

第四是加强监测评价和监督考核。完善调查评
价制度，定期开展耕地质量（土壤）普查、专项调查与
应急调查相结合。结合建立完善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考核制度，加大耕地质量考核权重。

10亿亩高标准农田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不断提高耕
地质量”，随后，我国各地开始大范围建设高标准农
田。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到2020年末，我国已经建
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

什么是高标准农田？根据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
标准，高标准农田是“土地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
农电配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
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

也就是说，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将是“田成方、
土成型、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土壤肥、旱能灌、涝
能排、无污染、产量高”的稳定保量的粮田。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规划，2021年，我国还将建成1
亿亩高标准农田，到 2022 年，再建成 1 亿亩，实现

“2022年全国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的规划。
在未来，高标准农田将成为粮食增产最重要的保

障之一，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李保
国认为，高标准农田不仅是产量更高的农田，也是可
持续利用的农田，更多的高标准农田，意味着耕地压
力将会大为降低，“以产量为例，假如全国的平均亩
产，从400公斤提升到600公斤，也就意味着，我们可

以用原来三分之二的耕地，生产出和原来一样多的粮
食。我们只要10亿亩耕地，就能生产出6亿多吨的粮
食。那么，多出来的耕地，就可以种植其他作物，提高
我们的生活水平。”

智慧农业的未来畅想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已经
超过60%，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的发展，不仅
体现在育种、管理等方面，也体现在耕地保护中。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
究员姜文来介绍，随着农业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未来
的耕地会更美好，“它不仅仅是生产农产品的生产资
料，更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乐园，拥有更多高科技的智
慧土地，是懂人顺自然的耕地，是真正的金土地。”

在未来，耕地的功能将会更多样、更丰富，“不仅
仅是用来生产农产品，而且能充分发挥文化保护功
能、生态功能、美学功能等。未来的耕地，生态功能
等其他功能可能超过其生产功能，生产功能慢慢转
换成附属品功能。当然，附属品功能为保障粮食安
全功能只能增强不能弱化，只是其他功能更强大起
来。”姜文来说。

对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民族来说，耕
地还是情感和文化的体现，姜文来说，“它将是乡愁的
寄托者，一些厌倦城市生活的人回归农村，寻找田园
牧歌的传统生活，用近乎传统的耕作方式进行耕种，
土地成为部分宁静之人心灵寄托的家园。”

科技的进步也更多体现在耕地的改变中，姜文来
觉得，“未来耕地将逐步演变成智慧耕地，在耕地上拥
有更多的高科技，旱能浇涝能排、能抵抗自然灾害、高
效利用水资源等。它能‘读懂’人的需求，变得更智
慧，如自动浇灌、自动除草、自动收获、自我修复等，当
然这需要时日。保护好耕地，就保护住了希望和无限
的可能。未来耕地充满神奇，是我们希望的田野，是
我们幸福生活的载体。”

1.选种。优良的品种是黑山羊养殖的基础，良
好的生产性能是创造经济效益的关键。因此，在羊
群繁殖时选用生产性能好、遗传稳定的种母羊、种公
羊进行配种繁殖，同时还要避免近亲繁殖，优良的基
因能够壮大黑山羊种群。

2.饲料的搭配。为科学养殖黑山羊，首先要根
据种类不同将黑山羊分群饲养，分别饲喂不同的饲
草，还需要饲喂一些饲料作为营养补充。这样既可
以满足羊群不同的营养需要，还能缓解饲草减少的
情况，有助于草场恢复生产力。

3.改善羊群的生长环境。黑山羊的圈舍搭建应
选择在远离居民区、水源地、无羊病传染史的地方，且
地势干燥、向阳、通风良好。圈舍坐北朝南修建，有足
够的活动空间，各个功能舍配备齐全，具备防寒降温设
施，还要有足够大的运动场，以保证羊群的运动量。

4.保持卫生整洁。养殖户应保持好圈舍的卫
生，及时清理粪便等污物，将其运送到离圈舍一定距
离的地方，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保持圈舍的干燥通
风，坚持做好灭蚊虫、灭鼠等工作，切断传染病的传
播媒介，以减少疾病的传播。定期消毒，每次消毒要
做到全面彻底、不留一处死角，常规消毒1周2次左
右，消毒药可选用生石灰水、烧碱、百毒杀等药剂，但
烧碱应避免与羊体接触。消灭环境中的病原菌，减
少疾病的发生。

5.开展驱虫、免疫接种工作。黑山羊的抗病性
强，一般很少患病，但是在日常的养殖中对羊群仍需
要及时防疫，一旦出现病羊，要尽快进行隔离治疗，
如果治疗无效死亡，尸体需进行妥善的无害化处理，
禁止随意丢弃。与此同时，养殖户每天要做好驱虫
工作，一般而言，2~3个月要驱虫1次，每年要打疫
苗，尤其是传染性胸膜性肺炎苗。 （本报综合）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基本的
耕地政策之一。藏粮于技、藏粮于地，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
也是人类生存的根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未来的耕地将是怎
样的？来看一看专家描绘的未来农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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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上午，由广阳镇政府主办的第
十五届枇杷采摘季开园活动新闻发布会在
广阳镇回龙桥村召开。重庆市老科协会长
欧可平以及副会长梁伟和陈波、区老科协
名誉会长林红和会长黄治能、女企业家协
会会长曾祥兰出席活动。此外到场的还有
南岸区人大老领导，南岸区、长生镇、迎龙
镇、广阳镇部分政协委员、区农业农村委、
区文旅委、区体育中心的负责人，邮政、顺
丰、移动、抖音等电商单位以及市区媒体等
一行50余人、500名马拉松运动员和200
余名果农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活动由广阳镇党委组织委员凌廷润主
持，在重庆广阳枇杷助农公益马拉松长跑
活动以及50个机器人齐舞蹈展示的高潮
中开始。首先由广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鲲宣布开园，他热情相邀广大市民观光
摘果。会上，区老科协名誉会长、市级枇杷专家大院
专家林红发布了2021年枇杷生产情况，她说：“区老
科协在江南枇杷基地坚守15年，坚持每个月为广大
果农传授枇杷种植专业知识，年年为果农促销制订
营销政策，为创建城乡融合、创建示范乡镇建言献
策，经过15年努力，坚持标准化生产，精心呵护枇
杷，不断提高品质，再一次获得枇杷丰收，预计今年
增收10%。”

老科协会长黄治能在会上宣布了32户优质枇
杷科技示范户的获奖名单，与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颁
发了荣誉证书。女企业家协会的女企业家们在会场
一致表示要为振兴乡村、建设南岸城乡融合先行示
范区积极行动起来。发布会现场帮助果农带货800
件，为果农创收12万元。会上还举行了生动有趣的

“枇杷竞吃”活动。
最后，市老科协会长欧可平在发布会上讲话，他

说：“广阳镇枇杷有今天的成绩，是‘枇杷专家大院+
枇杷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科学发展模式，是科技助
农、科技致富的充分体现，也是老科技工作者和广大
果农15年努力坚守的结果，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
来，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已经解决了绝对贫
困的问题，现在的任务是发展乡村振兴、城乡融合。”
欧会长鼓励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把乡村建设得更美
更好。

广阳镇“广回牌”枇杷多次获得中国果品流通协
会“中华名果”、农业部全国“一村一品”、“重庆市名
牌产品”等荣誉。如今“广回牌”枇杷享誉全国，成为
重庆市的一张名片。

（文/图 重庆市南岸区老科协）

第十五届枇杷采摘季开园活动
在广阳镇举行

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