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技术破解水稻
“滞绿”难题
每年5月份，水稻陆续进入“忙碌

季”。某些不适宜的田间管理，导致水稻
叶片“贪青”，延迟灌浆结实，“滞绿”现象
严重限制高产潜力的发挥。

扬州大学农学院本科生臧宇光组建
的学生团队在科创导师、该院教授顾骏
飞的指导下，历时3年，成功探明改善水
稻滞绿性状提高产量的生理机制，同时
改良轻干湿交替灌溉技术，有效提升了
水分管理的精确性。“我们从叶片滞绿与
物质转运的关系、物质转运的酶学机制、
源库关系三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在多地
进行了实地试验，终于探明，通过轻干湿
交替灌溉技术可以降低水稻花后叶绿素
含量，有效改善滞绿现象，提高物质转运
效率，达到节水、增产、绿色的效果。”臧
宇光介绍。轻干湿交替灌溉技术是一种
在水稻种植过程中，灌水至浅水层后，停
止灌水，等待土壤自然落干到某种特定
程度后，再灌水至浅水层，以此不断循环
的一种水分管理方式，也是一项行之有
效的节水灌溉技术。

为了帮助农户更科学、便捷地应用
轻干湿交替灌溉技术，该团队创新发明
了一种土壤水势的可视化装置，并制作
《水稻轻干湿交替灌溉方法的土壤埋水
深度指标明白图》，让农户能快捷、准确
地把握土壤水势变化范围，在大规模生
产实践中实现11.22%的产量提升。截
至目前，该技术在江苏省推广面积已达
20万亩，累计增产近900万公斤，节水超
3600万吨，节约氮肥超36万公斤，农户
节本增收4865.3万元。

（来源：中国科学报）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 石继良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尔拉
市十三团幸福镇，赵俊霞是个“名人”，不
少职工群众夸她是勇于创业、带领大家
共同致富的“铁娘子”。赵俊霞是十五连
职工，同时也是阿拉尔市果真好保鲜冷
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真好公司）董事
长、阿拉尔市果真好果品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今年3月，她被评为全
国五一巾帼标兵。

创业的想法始于 10 年前。2013
年，赵俊霞参加团场召开的职工代表大
会时得知，团场果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卖不上好价钱。“如
果团场有保鲜库，果农在丰收季节就可
以只销售一部分鲜果，剩下的再慢慢销
售，这样就能提高收入。”赵俊霞萌生了
建冷库的想法。

为此，她远赴乌鲁木齐、西安、库尔
勒等地考察。当时，兵团一师阿拉尔市
总工会针对职工创业示范项目出台鼓励
政策，她第一时间向团工会提出申请。
建冷库的申请项目获得批准，并得到师
市总工会的支持。

2014年9月，冷库建成后，第一年
存储红枣、苹果等700多吨，收入达60
余万元，这让赵俊霞坚定了继续创业的
信心。2016年，赵俊霞与朋友一起投资
成立果真好公司，建起一座占地面积1
万余平方米的冷库，可一次性冷藏4300
吨果品。如今，公司果品保鲜库容量达
到6000吨，可实现年产值3000余万元。

2019年，果真好公司保鲜冷藏示范
项目被兵团总工会批准立项为职工自主
创业示范项目。经过赵俊霞和职工几年
的打拼，公司的销售额、利润都连年增加。

创业成功后，赵俊霞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将眼光投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群。近年来，她累计为疫情防控、“金秋
助学”、扶贫帮困等捐款捐物。公司也积

极帮扶困难职工，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增加收入。
七连职工安改新忙完农活后，就和同连的十几名职
工到加工厂上班。她说：“每年卖完棉花，从11月开
始，我们就到冷库来包梨，一天收入200多元钱，包
到第二年3月，可以挣3万多元。”

2022年2月，赵俊霞当选为阿拉尔市第五届政
协委员。她认真履职，将果农的呼声带进阿拉尔市
两会；同年，在“百企助百连”行动中，果真好公司与
该团镇十五连结对，赵俊霞成功将旭阳塑料制品项
目引进连队，促进当地职工群众就近增收，“是这片
土地养育了我，我要用实际行动回馈家乡。”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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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业十载，建保鲜冷藏
示范项目、助农增收。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峰

6月20日晚，由农业农村部社会事业促
进司、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指导，中国
农民体育协会联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
部主办，中国篮球协会提供技术支持，全国
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揭幕式在贵州省

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举办。揭幕式上，揭
幕赛正式打响，由东道主贵州省黔东南州农
民篮球队迎战刚刚在黄河流域九省（区）首
届农民篮球邀请赛上夺冠的甘肃省临夏州
农民篮球队，双方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
彩比赛。台江本地农民群众和来自全国各
地的球迷观众逾万人现场观看，超过千万的
各地粉丝通过电视、网络平台参与揭幕式系
列活动。

据悉，村BA由台盘村“六月六”吃新节
篮球赛发展而来，因其火热的现场氛围和

“接地气”的办赛风格火爆全网，深受本地
群众和篮球爱好者喜爱。为顺应广大农民
群众对体育健身和健康生活的热切期盼，
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体育总局办
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
大赛（村BA），揭幕式标志着村BA全国赛
正式启动。接下来，各省区市将以农民为
主体组建参赛队伍，充分利用农闲时间和
现有场地设施自行组织办赛，经基层赛、大
区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于金秋十月决出
全国总冠军。

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启幕

▲

苗族群众
与外来宾客一起
蹦苗迪。

余天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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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新知新知

江苏盐城东台市油菜“耐盐碱高产
高油”技术模式观摩会现场日前传来喜
讯，经中国作物学会油料作物专业委员
会组织专家现场测产，采用耐盐耐密高
产高油新品种和密植抗盐稳产新技术，
东台市盐碱地200亩连片种植的油菜新
品种“中油杂501”，密度高达6万株/亩，
机收实产达323.87公斤/亩，亩产油量
约163.17公斤，比当地油菜平均单产增
加59.5%，比当地油菜平均亩产油量增
加82.7%，创盐碱地油菜高产新纪录；种
植油菜后土壤盐含量降至约1‰，是周
边冬闲区盐含量的50%左右，为“以种
适地”盐碱地治理和利用、保障食用油供
给安全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综合技术解
决方案。

专家认为，油菜“耐盐碱高产高油”
技术模式的应用，克服了盐碱地出苗难、
经济产量低、机械化难度大的关键问题，
实现了盐碱地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修复
相结合的目标，标志着油菜在“以种适
地”利用盐碱地上取得重大突破。据专
家估算，我国盐碱区可用于油菜生产的
面积在1亿亩左右，推动“耐盐碱高产高
油”技术模式在盐碱区应用，以我国当前
油菜平均单产 140.3 公斤/亩，含油量
44%计算，将年增加菜籽油供给约617
万吨，使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提高14个百
分点左右，对推进盐碱地生态修复与农
业绿色循环发展、保障我国食用油供给
安全意义重大。

（来源：科技日报）

盐碱地油菜高产
创新纪录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田梦迪
■ 李康

5月底，在云南马铃薯主产区之一寻甸回族
彝族自治县的田间地头，汗湿衣衫的薯农忙碌穿
梭，圆滚滚的洋芋从疏松的泥土中翻腾而出。寻
甸六薯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邓长军告诉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这些全是企业预订的加工薯，
打包后将运往工厂，加工成云南特色的中式土豆
片，卖向全国。”

中式土豆片走俏

忙于收购的工厂负责人李艳琼正为提前打
响的购物节储备原料洋芋。“电商平台的购物节，
农产品也有大流量。我们打算提前准备100万
袋土豆片，大约需要洋芋180余吨。”按照目前每
公斤收购价3.6元计算，每卖出一包薯片，薯农
就能收入0.65元。

在一年四季都能生产新鲜洋芋的云南，炸洋
芋片拌上辣椒粉是当地一道传统小吃，也是很多
人离开故土后无法割舍的家乡味道。最近几年，
在云南农科院的技术加持下，以云南洋芋片为代
表的中式土豆片悄然成为爆款，不仅带动云南多
个马铃薯产区的加工薯热销，也让不少产地薯农
的生活有了新奔头。

“西式薯片大多是薯粉膨化，土豆自身的味
道很淡，而且价格动辄一袋十来块。在云贵川，
家家户户更喜欢自己炸洋芋片，新鲜又实惠。”去
年7月，一款由企业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联合研制的原切土豆片登上电商货
架后，中式土豆片在线上名气大振。

该企业电商运营负责人胡停告诉记者，新
上架的中式土豆片位居某电商平台购物节期
间饼干膨化畅销榜的第一名，去年销量比行业
均值高出近两倍。“目前，我们线上日销土豆片
11万~12万袋。从销售区域来看，尽管它起源
于云贵川，但在广东、浙江等地卖得更好。”胡
停表示。

独特包装背后的硬科技

在获得市场认可之前，这包土豆片经历了近
四年的研发期，其间数次踩坑。糊了、油了、软了……
团队每天吃着炸坏的土豆片品尝失败的滋味。渐
渐地，他们发现，快速入料并低温慢炸，出锅的土豆
片口感硬脆，且最大限度保留了原料的香味。他
们通过反复试验，积累了关键的技术经验——不
同品种的云南洋芋，油炸温度与油炸时间如何调
整，才能保证始终如一的品质。

为了在视觉上吸引消费者的目光，他们又想
了个主意——将薯片装进透明的包装袋。研发

人员闷头找了近两年，结果检测机构一测，透氧
率大大超标。这意味着包材阻隔氧气的能力差，
光敏性物质容易发生化学反应，最终不仅影响口
感、货架期，还会引发食品安全问题。

再度遇到难题的李艳琼敲开了云南省农业
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大门。接待她的是
预制菜与休闲食品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海丹，擅长
果蔬生鲜储藏的研究，见识过各种高性能包材。

深入了解情况后，王海丹建议将解题思路放
在有氧化铝涂层的包装袋上。“这种袋子的透氧
率最低能降到1克/平方米/天，相当于普通透明
袋的1/6”。接着，她又根据过往研究在涂层厚
度、稳定性等方面给出了指导建议。仅仅一周，
难题迎刃而解。

尝到甜头的李艳琼决定加大与科研机构的
合作。从加工薯品种的选育，到不同产地不同品
种的加工方案，都逐渐加入共同探讨研究的列表
当中。

“我们所在马铃薯品种及食品加工方面储备

了大量技术。如果企业能够带着市场需求和生
产问题来找我们，再进行针对性研发，有的放矢，
科研转化的效率就大大提升了。”王海丹表示。

定向收购为薯农托底

科技土豆片的热销激发了企业收购原料
土豆的热情。从盈江、个旧到寻甸、大理……
收完一年的土豆，李艳琼差不多也把云南跑了
一遍。

云南是中国马铃薯种植大省，各州市均有马
铃薯分布，且一年四季都可种植。在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寻甸，邓长军记得小时候，这里家家户
户都种土豆。但囿于种植品种陈旧、广种薄收，
加上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不仅销路难拓，还难卖
好价。不少薯农依靠十多亩地，一年最多不过两
三万元收入。

最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交通
设施的改善，商品薯批发生意更加便捷。云南本
地的土豆加工厂越来越多，对加工专用薯的需求
不断增加。农技人员不仅为薯农送来种植技术，
加工厂还积极下乡进村，鼓励大家种植合作88、
云薯304号等加工品种。“2016年，我父亲联合
一些农户，成立合作社，专门发展薯农按照企业
需求种植加工薯，并按照订单进行收购。”邓长军
介绍，目前，合作社联结起来的种植户达到两三
百户，其中六成是彝族同胞。

去年开始，企业主动与他们合作，大量收购
加工薯。邓长军估算，合作社去年为滇二娃、子
弟、噜咪啦等品牌供应了1万余吨的原料土豆。

得益于加工薯需求稳定，以及商品薯打开线
上销路，当地农户的年均收入快速增长。在寻甸
县六哨乡下洋洒拉村，一些大户的土豆种植规模
达到70至80亩，亩均产值3吨，年收入可达50
万元。

作为大宗农产品，土豆价格起伏不定，行情
时有波动。但寻甸农户种植加工薯的热情不
减。长远账，农户算得明白，“明年一旦市场变
化，商品薯可能滞销、烂市，但加工薯由加工厂定
向收购，销路和价格都更加稳定。”

“我们每季的收购价随行就市，没有上限，但
下限不能低于与农户签订的保底价。”李艳琼说，

“一包小小的土豆片补上了马铃薯精深加工的产
业链条，通过优化管理，提升科技力，打通线上销
售，我们希望能够为更多薯农托底，让云南洋芋
从‘特色粮’变为‘富民薯’。”

云南洋芋：“特色粮”变身“富民薯”
一些大户的土豆种植规模达到70至80亩，亩均产值3吨，年收入可达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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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丹（右）
与同事在实验室探讨
包材问题。

孟云归/摄

▲ 临近傍晚，丰
收的洋芋陆续被薯农
背上小三轮，即将奔
向加工厂。

孟云归/摄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 夏种、夏
管陆续展开，夏季用肥进入高峰期。随
着来自白俄罗斯的氯化钾经中欧班列运
载至郑州，截至6月26日，河南保税物
流园区进口氯化钾累计在库超 5000
吨。下一步，中大门国际物流计划在园
区设立农资分拨中心，保障化肥等农资
分拨通畅。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也是粮食生产
大省，为切实护航“三夏”生产，保障“三
夏”时节化肥的供给，提高化肥流通效
率，中大门国际物流充分整合自身优势
资源，依托郑州枢纽优势、中欧班列货物
集散优势，与海关等部门高效沟通、密切
协作，将国际化肥供应链与保税物流服
务有机融合，积极拓展进口化肥报关、仓
储、分拨一站式服务新业务，为中欧贸易
商提供安全、高效的物流配送服务和综
合保障服务。

河南保税物流园区
将建农资分拨中心

舌尖上的农业科技舌尖上的农业科技产业发展·

新农人新农人巾帼

▲ 苗族群众为观众
准备粽子。 余天英/摄

▲

全国和美乡村篮
球赛（村BA）揭幕赛现场
侗族大歌节目（无人机航
拍图）。 邰光政/摄

▲ 贵州黔东
南州农民篮球队
和甘肃省临夏州
农民篮球队进行
友谊赛。

邰春/摄

三农服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