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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石阡县继续推广水稻集中育苗，确保水稻秧苗质量，保障粮食安全。
近日，在石阡县本庄镇乐桥村一水稻集中育秧点，自动化的水稻盘育秧播种机有

条不紊运转，输送秧盘，工人们只需放上育秧盘，添加稻种、加土，机器便迅速完成填
土、播种、覆土等一系列工序，制作出一个个规格统一的标准化秧盘，运往田间集中培
育，为接下来的机械化插秧做好充分准备。

石阡县本庄镇乐桥村村民王安明这几年一直承接一部分集中育秧工作，他说：
“我们通过机械育苗，一天可以育300多亩，但人工一天1亩都育不起，用机械来育两
天就可以完成育秧工作。”

2020年以来，石阡县开始大面积推广水稻集中育秧，通过无纺布钵苗育秧、药剂
拌种等技术应用，水稻秧苗出苗整齐、病虫害少，秧苗壮，移栽后没有返青期。同时，
集中育秧的秧盘还可以实现机械化播种，节省了人力、时间等成本，群众的接受度越
来越高。

石阡县本庄镇乐桥村村民樊正安谈起机械育秧带来的好处，顿时滔滔不绝，他
说：“机械育秧让我们干的活更少了，节约了成本，秧苗还有保障，我们还可以利用育
秧这点时间去打工挣钱。”

同样，这两天，在低纬度的大沙坝乡大沙坝村，这里的水稻育秧工作也正在进行。
石阡县大沙坝明贵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陶明贵说：“我们今年的育秧是分批次

育，第一批次针对的是农户的水稻田，有400亩左右，第二批次主要针对的是稻油轮
作，大概一周后进行，我们今年总共育苗的数量大概在1000亩。”

水稻作为粮食主要农作物，春耕以来石阡县围绕“稳面积、提单产、增效益”的目
标，积极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持续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紧盯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
抓好农业物资储备、农机调配、早稻播种、病虫防治等关键环节，统筹推进田间管理、
技术指导等工作，确保粮食稳产增收。今年，该县的水稻种植面积16.71万亩，以4
个点开展水稻集中育秧作业服务，示范作业面积2万亩，辐射带动全县所有乡镇，预
计5月上旬开始进行秧苗移栽工作。

杨文美 黎祖艳

石阡：机械化育秧提质增效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磊） “这个品种要先播‘母
本’，三天过后再播‘父本’，行距要保持 80公分，窝距
是 30公分。”在思南县许家坝镇黔岗社区制种玉米种
植基地，当地群众正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精确开展制种
玉米播种工作。

眼下正是春季制种玉米播种关键时期，思南县各
制种基地正抢抓农时，掀起制种玉米播种作业热潮。
当地派出技术指导人员深入田间，全程跟踪服务，保证
制种玉米的产业发展成效。

“近期在进行制种玉米的播种工作，我们会到基地
对玉米的行间距、窝距以及每一株需要的种子数进行
精确指导，提高农作物的技术含量，确保达到我们的生
产目标。”思南县制种玉米种植基地技术指导李应军介
绍，春耕播种是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据了解，今年思南县在张家寨、许家坝、青杠坡等

乡镇发展玉米、水稻、油菜制种基地1700余亩，其中制
种玉米1200亩，在提供完善的技术服务的同时，思南
县实行“公司+制种玉米基地+大户+散户”模式，采取

“订单种植+保底收购”的方式，充分保障种植户权益，
促进产业良性发展。

“作为思南农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
我们万胜种业在发展制种产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国
企担当和维护种子安全的社会责任，全力护航产业发
展，维护种植户利益。”贵州万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崔跃介绍，通过加强与多家农科院、种子公司合
作，思南县积极引进良种，着力推进制种示范基地建
设，在扩大基地规模，做好政策兑现的同时，注重技术
指导和田间管理，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让群众在致富路
上走得更有底气、更有劲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添
新活力。

思南制种玉米有“妙招” 本报讯（记者 刘雨 谢宗沛） 春回大地，农事
正忙。连日来，碧江区和平乡的田间地头呈现出
一片繁忙的劳作景象，农户们抓住春季的有利时
机，积极开展蔬菜种植工作。

在和平乡叶相彪家庭农场的蔬菜基地里，负
责人叶相彪正带领着工人们在田地里忙着移栽辣
椒、茄子、芥兰、小白菜等时令蔬菜。“今天种植了6
到7亩蔬菜，预计一个月后上市，主要销往碧江区
各大超市，市场反馈很好，销路不愁。我一共有70
多亩地，现在总体播种了三分之二了，剩下的地我
准备种植甜玉米，实现多样化种植。”叶相彪介绍
道。他的农场不仅为市场供应新鲜蔬菜，也为当
地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村民张艳英表示：“我们在这里做工，工资一
天100块钱，相当不错。在这里务工还能照顾家
里的老人和小孩，而且国家对农业的政策帮扶也
很好。”这种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的模式，
受到了村民们的广泛欢迎。

和平乡的蔬菜种植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
子”，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为乡村全面振兴
注入了强劲动力。碧江区和平乡农业农村综合服
务中心主任毛冬勇介绍，近年来，和平乡将蔬菜产
业作为重点产业来抓，采取班子成员包保企业、技
术人员包保基地的方式，通过技术指导、政策支
持、产销对接等一系列举措，大力推动蔬菜产业发
展。在种植模式上，采用“公司+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户”的模式，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和平乡全
年蔬菜种植面积达1.9万余亩，年产各类新鲜蔬菜
3.5万余吨，有效保障了城区商超、食堂及学生营
养餐的供应，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餐桌。

“下一步，和平乡将依托主城区‘后花园’的区
位优势，通过技术指导、政策扶持和产销对接，进
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打造‘和平蔬菜’地域品牌，形
成‘家家户户种蔬菜’的产业格局，让新鲜优质的
本地蔬菜成为碧江区的靓丽名片。”毛冬勇说。

目前，和平乡春季蔬菜种植工作正有序推进，
各类蔬菜将陆续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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