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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畴间，共谱创新合作乐章
——“宜荆荆恩”四地携手推进农业科技一体化

稻田不见人，但闻农机响。春耕时节，走进荆州市监
利市周老嘴镇三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各种“黑科技”随处可
见：自动驾驶插秧机穿梭往返，一排排秧苗被整齐地栽进
水田；配备北斗监测系统的植保飞机大显身手，遥控进行
施肥作业；高悬的实时监控摄像头和水稻环境监测系统，
将每一块稻田的生长情况实时传输到后台系统……

“从种子种到田里，到大米端上餐桌，每个环节都有完整
的生产档案。”三丰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周振涛说，该合作
社把粗放种植精准化，通过应用现代装备、推广新兴技术，实
现水稻生产全过程智能化、标准化操作。登入系统后，周振涛
拿出手机轻轻一点，水稻种植的全部信息一目了然。

作为全国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全省水稻工厂
化育秧第一社，三丰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和共建水稻

标准化生产基地1.8 万亩，依托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
农科院、长江大学等科研院校技术支撑，创建集新品种
试验示范、耕地肥效试验、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多重功能
于一体的高标准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农业有了科技范。如今，三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年服务
能力达10万亩次，建立集农机服务、水稻标准化种植、收
购、烘干、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注册有“楚香玉”
牌再生香米、虾稻香米等系列品牌。

给农业装上“智慧大脑”。不仅是三丰农机专业合作
社，兴华农机、再富米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积极探索

“数字农业”，创建从一粒谷种到一粒稻米可溯源生产标准。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荆州日报记者 万杨 特约记

者 宋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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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绿满田畴。4月13日，宜昌市农科院副院长
冯德品带领微生物所所长刘世玲等科技人员奔赴百公里外
的荆州松滋市万家乡雷井口村，与荆州农科院、雷井口村委
会共商建设“宜荆荆恩”城市群农业科技一体化乡村振兴示
范点和“湖北省珍稀食用菌产业发展示范区”的推进措施。

应荆州市政协的邀请，去年以来，宜昌农科院微生物团
队指导雷井口村栽培10亩大球盖菇，实现了亩纯收入过万
元的高收益。今年3月4日，宜昌农科院、荆州农科院、雷井
口村签订共建“湖北省珍稀食用菌产业发展示范区”协议，

“宜荆荆恩”农业科技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近年来，“宜荆荆恩”四

地农科院开展全方位产学研合作，激活科创潜力，开启了同绘
农业科技一体化发展蓝图，共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成立农科创新联盟开启战略合作成立农科创新联盟开启战略合作

屋外天寒地冻，室内气氛热烈。2021年12月11日，首
届“宜荆荆恩”城市群农业科技一体化学术交流活动在宜昌
举行，来自省农科院和“宜荆荆恩”四地农科院的领导和专家
聚集一堂，共谋推动农业科技一体化发展的良策。

会上，宜昌、荆州、荆门、恩施四地农科院负责人联合签
订《“宜荆荆恩”城市群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根据协议，“宜荆荆恩”四地将依托各自资源禀赋，紧紧

围绕乡村振兴和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加强现
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培植和壮大本地农业支柱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变。以各自研究所（科研团队）结对形式，共同开展科技
合作共建，推动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宜荆荆恩”城市群产业
共性科技攻关项目落地落实，以大项目促进大合作。四地农
科院将推动联盟内科研人员、仪器设备共用互通，充分发挥
联盟科研资源效益最大化。

时任省农科院院长焦春海寄语“宜荆荆恩”科技创新联
盟：要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服务当地主导产业、培育农
业科技人才、加强院地合作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放大优势、促
进融合，推动四地农业高质量发展。

雷井口村大球盖菇栽培基地是“宜荆荆恩”四地农科院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第一个成功实践，亦是城市群农业
科技一体化合作成果的见证。

共享新技术新成果服务农业产业共享新技术新成果服务农业产业

“宜荆荆恩”农业科技部门充分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服
务农业产业发展，为四地农业特色产业链建设和乡村振兴注
入新的活力。

宜昌市农科院发挥科研优势，建起名优特柑橘苗圃，为
周边地区柑橘品改提供优质种苗。去年以来，该院累计为恩

施州巴东县金石开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纽荷尔、伦
晚、爱媛等柑橘新品种苗木4万多株，还派技术人员通过各
种方式传授高产高效绿色栽培技术，支持其建起柑橘基地
3000多亩。今年，金石开公司还将开发1200亩柑橘，早早
就向宜昌农科院下了柑橘苗木订单。

2021年，宜昌农科院与位于荆州的长江大学园艺园林
学院联合启动“生姜优质高效绿色生产技术转化与扶贫示
范”项目，在宜昌现代农业展示中心基地、夷陵区鸦鹊岭镇开
展了生姜机械化耕作、生姜土传病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精
准调控技术等示范。其间，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刘奕清教
授多次到宜昌传技解惑，目前鸦鹊岭生姜基地已发展到100
亩，播种全程实现机械化。

为推动水稻“种肥药革命行动”，提升水稻品质、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今年，恩施州地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宜昌
宜都、远安、长阳、五峰等地捐赠20.8吨硅钙肥，与宜昌市
耕肥站共建水稻提质增效暨障碍因子治理示范样板4个、
面积260亩，以水稻品质提升和土壤障碍因子治理的成效助
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整体协同能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整体协同能力

“一盘棋落实、一条心推进、一家亲商议”，“宜荆荆恩”
农业科技一体化建设开局良好，正向纵深推进。

“宜荆荆恩”城市群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牵头单位、宜昌市
农科院院长胡光灿介绍，下一步，四地将联合打造农业科技
数据库，打通信息“脉络”。建立资源一体化利用机制，推动
产业融合、创新要素集聚，激活共享潜力、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城市群农科院科技创新整体协同能力。

共建平台，推动人才培养一体化。制定“四地”人才培养
计划，互派专家团队开展项目协同攻关。依托国家、省级科
研平台，定期组织学术论坛、座谈等，给科技人员提供更大科
研舞台，促进人才的交流与发展。

抱团发展，加强科研项目深度合作。宜昌市农业农村
局拟重点面向“宜荆荆恩”城市群农业科技机构，就宜昌辖
区内的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具体技术问题，开
展小微农业科技项目“揭榜挂帅”试点。同时，“宜荆荆恩”
城市群农科院将扬优势、补短板，在共同申报国家、省级重
大科研项目上下功夫，推动科技成果在四地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保障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农业科技创新突破。

产研融合，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标杆。四地将深入推进省
农业科技“五五”工程，推动区域优势农业产业补链、延链、强
链。在区域内遴选基础条件好、产业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大
的典型企业或特色村镇，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点和先行
区，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标杆。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揭兴伟 通
讯员 汪琦 吕敏

“马上就是谷雨了，这个季节容易引起茶园渍害，要注意
清除杂草、挖沟排水……”4月15日一大早，宜昌市最美科技
工作者、茶叶专家仇方方就来到结对的点军区车溪人家农产
品专业合作社，边察看茶树新品种“金萱”长势，边叮嘱理事
长李能虎要加强田管。之后，她还到合作社加工车间就宜
红加工技术进行指导。“仇专家来了，技术难题解了，我们发
展的底气更足了。”李能虎笑着说。

仇方方是宜昌市农科院开展的“5543”行动结对帮扶
农业企业的30名专家之一。为推动科技直通入社，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去年 3月，市农科院全面启动“5543”行
动。即派驻点军区5个乡镇（街办）公共服务中心5名聘任
副主任；组建30名骨干专家团队，一对一进驻点军30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主推30项农业实用技术，辐射带动300个农

户产业振兴。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市农科院参与行动的专家“身入”

“心入”，与服务主体保持全年不间断联系，在生产关键时期
开展指导，实现全农时服务，助力点军区的茶叶、柑橘、蔬菜
等优势主导产业和花卉、小水果、生态猪等特色产业高质量
发展。一年来，“5543”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开展12场次
农业科技培训，1200余人受训；支持点军建成市级柑橘品改
示范点4个，打造了半高山蔬菜标准园和配套花木城；指导
昌联农业公司发展柑橘林下栽培魔芋复种模式，提高了300
多亩柑橘园的经济效益；开展小水果大棚设施种植试验示
范，有效提升了产量和品质。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三峡日报全媒记者 揭兴伟
通讯员 吕敏 秦欢

宜昌“5543”行动让科技直通入社

4月18日，在三岔镇汾水村堇叶碎米荠种植基地，来
自恩施州农科院的硒资源研究专家带领团队成员开展科
技闹春耕活动。

近日，随着天气转暖，一幅幅春耕画卷在恩施的乡村
田野间徐徐展开，农民在田间挥汗如雨，农技人员一边参
观种植基地，一边向农户详细讲解堇叶碎米荠繁殖及病虫
害防治栽培等关键技术。

据介绍，汾水村堇叶碎米荠种植基地现有堇叶碎米荠种植
面积70余亩，主要是做堇叶碎米荠硒富集试验和留种试验。

作为我国特有的十字花科植物，堇叶碎米荠在恩施被
称为“野油菜”，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并对硒具有超富集能
力。2008年，其在世界硒都恩施新塘区被发现，经检测，其
根尖硒含量为每公斤8000毫克，叶片每公斤3000毫克，
为目前发现全球聚硒植物之最。

“堇叶碎米荠种植难度不高，一年可以种植两季，在掌
握种植技术的前提下，注意温控就可保证生产效益。”州农
科院硒协同办主任殷红清告诉记者，去年3月，堇叶碎米荠
正式获得国家卫健委批复，成为新食品原料。这是恩施硒
科研的重大成果，也为恩施硒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一笔世
界级资源。

殷红清介绍，目前恩施州已在恩施和建始两地共种植
堇叶碎米荠1100多亩，虽然都处于示范阶段，但将来实现
规模种植后，将其推广栽培和深加工，一方面可以丰富人
民的饮食，另一方面也可以给种植者带来较高的经济收
入，可让村民实现每亩地一季度创收5000元以上，成为

“致富菜”。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恩施日报记者 谭琼辉 通讯

员 姚胜磊 康宇

荆州 粮食生产有了“智慧大脑”

4月15日，沙洋县后港镇涛旭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稻场
里，新育的秧苗已经长了起来，正等着插入水田。掀开秧苗
上覆盖的薄膜，记者发现秧苗并不是长在育秧盘里，而是长
在一层“毯”上。

“这是我们今年试验的新技术，用育秧毯代替育秧盘和土，
你看，现在长势很不错呢！”该合作社理事长赵涛涛说。

沙洋县后港镇涛旭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
2014年起，合作社开始实行代管服务，每年为近6000亩农
田育秧10万盘。在赵涛涛看来，和传统的水田育秧相比，
用育秧盘育秧节省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唯一的难点就是需
要“备土”。

采用育秧盘育秧时，秋收后合作社就要开始备土，育10
万盘秧苗，需要约40万公斤土。为了备土，合作社每年需
要选取不同的田块取土，而取过土的田块往往当年产量跟

不上。育秧前，备好的土还要通过机器粉碎、过筛，使其变
成颗粒较细的土。之后，再通过机器实现装土、播种、浇水、
覆土、装盘等工序。

“用育秧毯后，一个盘子只需0.5公斤土，需土量只是
原来的1/8。”赵涛涛说，仅这一项就为合作社节省了不少
人力。

近年来，荆门市解决农作物机械化作业短板问题，重
点发展粮食、油菜、经济作物等机械化育、插、播环节技术，
继续在保护性耕作及节能环保等方面开展机艺融合试验
示范，努力通过机艺融合实现增产，在新机具、新模式、新技
术应用上实现增效。截至2021年底，全市农机总动力达
到514万千瓦，主要农作物机械化率提高到82.2%，继续领
跑全省。

宜荆荆恩主流媒体联盟·荆门日报记者 彭文洁

荆门 育秧毯代替了育秧盘 恩施“野油菜”进阶成“致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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