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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市与农垦系统的种植业水平差距分析及建议
韩德志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黑河 164300）

摘要：近些年，春旱、夏涝、低温寡照等灾害性气候严重制约农业生产。恶劣气候直接影响黑河市地方农业生产，粮食单产

较低，粮食品质较差，严重影响农民卖粮与整体收入；而位于黑河市境内的北安、九三农垦分局所属农场近些年粮食产量却稳

步增长，以气象灾害频发的 2016 年为例，各种作物的单产均高于黑河市属农村产量，其中小麦单产比市属平均高 42.97%，水稻

单产比市属平均高 20.74%，玉米单产比市属平均高 111.74%，大豆单产比市属平均高 78.30%，薯类单产比市属平均高 44.75%。

为此，我们对产量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破解制约地方农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促进黑河市地方农业快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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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地区独特的气候资源，造就了绿色有机农

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规划与合

理的种植结构调整，伴随着信息化与集约化农业的

快速发展，常规小户小农机经营模式逐渐在生产效

益上失去优势，而黑河辖区农场的种植业效益稳步

提高，两者种植管理水平、机械化水平以及科学合理

轮作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地方农业种植合作社和农

机合作社迅速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农场

种植业水平的差距。未来农业高效集约化生产是农

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农业种植业由传统的分

散经营向土地集中经营转变。科学的种植业规划逐

渐形成，技术人员专业化不断强化，大型精准全程机

械化逐步完善，农业高效集约化逐渐形成。通过横

向比较，找出黑河地区的农业生产上的差距，为未来

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

1　地方农村与农垦系统的差距
1.1　种植业结构　农垦系统近几年大豆播种面

积 26.67 万 hm2 左右，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50%
左右，基本能执行以管理区或作业站（规模一般

在 1000~2000hm2 之间）为单位的“麦 - 经 - 豆”、

“经 - 玉 - 豆”三区轮作或“麦 - 经 - 玉 - 豆”四

区轮作制度，合理轮作，使农作物单产能够持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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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收获后的处理与加工以及产业经济等玉米产业各

环节多方面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加强基层农技队

伍建设，开展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科技培训，努力提

高农民的科学素质，为切实推动玉米生产、加工基地

的现代化建设与持续发展扫清理论技术与观念上的 
障碍。

此外，农技推广部门要充分利用玉米生产中政

府给予良种补贴的有利政策，从努力提高单产水平

入手，大力推广新型实用玉米生产技术，强化农民更

新应用优良品种的意识。另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加大对玉米优良新品种、降解型农用地膜、新型配方

肥料等配套农资的补贴力度，通过农机补贴推进生

产机械化，提高产业现代化水平，让政府的支农助农

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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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较高水平。而黑河市地方农业生产多少以小家

小户各自生产为主，种植结构不够合理，无法保证

合理轮作制度，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以效益决定种

植导向，因此，不科学地对土地掠夺，造成土地资源

过度消耗，过量施用化肥、农药造成粮食品质低下，

不科学的轮作造成病虫害加重，最终严重制约农业 
生产 [1]。

1.2　机械化装备　地方农村农机总动力达到

180.27 万 kW。全市拖拉机保有量达到 86686 台，

其中 120 马力以上大中型拖拉机仅有 832 台、大型

配套农机具仅有 4191 台（套）、大型联合收割机仅

有 2873 台，绝大多数农户仍然以 30 马力以下小

四轮拖拉机为主要农业生产工具，还停留在 20 世

纪 90 年代的初级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而垦区的

农业装备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截至 2015 年末，全省垦区已拥有农用机械总动力

650.3 万 kW，农用大中型拖拉机 4.43 万台，机动水

稻插秧机 4.22 万台，联合收获机 2.01 万台，农用飞

机 50 架，已经淘汰了小型农机具的使用。智能化大

马力现代农机装备普遍应用，集卫星定位、自动导

航、精量播种、变量施肥于一体，一次性完成深松、

浅翻、整地、播种、和墒、镇压等多项作业，田间作业

次数大为减少，生产作业标准和效率大大提高，全

部耕地都能够达到秋季一次复式深松 35cm 以上的

整地标准 [2]，而黑河市农村由于缺乏大型农机具深

松，大多数整地只能达到 10~15cm 深度。据测定，

农垦深松轮作后每 667m2 耕地比地方农村同类土地

多蓄水 6t，土壤含水量提高 4~7 个百分点，农垦系

统的耕地抗旱保墒、增温蓄雨增墒能力远高于农村 
耕地。

农垦系统现代化大型农机具的大面积使用，农

业生产能够抓住农时，做到小麦、大豆、玉米播种１

周完成，全部播在高产期，收在丰产期。现代化大

型农机具的应用，使许多农业新技术可以套装大面

积高标准应用，垦区的大豆、玉米、水稻可以采取世

界先进的芽种匀播技术，适时早播延长生育期 10d
左右，有效地延长作物生育期，提高农作物抗灾能

力。农垦系统的航化作业使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叶

面追肥等时效性非常强的田间管理措施及时进行，

据调查，仅大豆食心虫的防治就比黑河市地方农

村每 667m2 增产 5% 左右，高质量叶面肥的施用比

黑河市地方农村增产 15% 以上。农垦系统已经实

现了由初级农业机械化向较高水平农业机械化的 
过渡。

1.3　组织管理及农业标准化　农村以家庭农户个

体为生产单位，种植面积小，南部县（市）2hm2 左右，

北部县（区）3~5hm2，没有规模效益，采用新技术和

更新农机具的动力不足，田间生产作业进度、标准参

差不齐，很难做到按农业生产技术标准完成田间作

业。近年来土地流转的实施，土地有所集中，但目前

土地流转的稳定性较差，种植户不敢对土地进行大

量投入，导致对土地的掠夺性使用比较普遍，做不到

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良性发展。

农垦系统农业生产是以家庭农场为主，35% 的

家庭农场经营垦区 82% 的耕地，将农户的生产积极

性和土地规模经营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土地大

规模集约化经营，实行了以管理区或作业站（规模

一般在 1000~2000hm2 之间）为单位的统一轮作、统

一耕作、统一供种、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现代化农

业生产。统一轮作，即以管理区或作业站为单位，在

轮作制的基础上，科学安排作物布局，连片种植，最

大限度地减少重迎茬面积 [3]。统一耕作，以“增墒、

保墒、用墒、建立土壤水库”为中心，全面推行深松

为主，松、翻、旋、耙、卡相配套的耕作制度。基础耕

作，由管理区统一安排大型机械（200 马力以上）进

行，一般深松深度达 35~45cm。统一供种，在地号、

作业区或更大的范围内统一指定品种，由农场种子

公司通过对生产用种的统一加工、统一包衣、统一

标识及包装，进行统一质量标准供种，以主导品种

的推广应用为重点，强化良种良法配套集成推广，

实现产品均质化（统一供种由于进行了种子包衣，品

种纯度高，杜绝了白籽下地，此项措施能比黑河市增

产 5% 左右）[4]。统一标准，通过完善和落实各种作

业技术标准，有效地减少了因操作的随意性而造成

的误差，有力地保证了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位。在

农时标准、机械状态标准、田间作业标准、植物保护

标准、飞机航化作业等方面统一要求，实现全面的

标准化。统一管理，借鉴工厂化的管理手段和规范

要求来组织农业生产，并在生产的各个阶段、各个

环节中，严格执行规定时间、规定措施、规定技术、

规定标准，从整体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统一管

理标准化组织农业生产，可比黑河市农村增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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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1.4　农田水利建设　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以来，

由于农户分散经营，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退出了

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主力军地位，农村基本

上没再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原有的农

田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建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

由于年久失修，目前也基本上破坏殆尽、功能丧失，

旱天不能灌，涝天不能排，只能靠天吃饭。而农垦

系统农田水利建设做到了常抓不懈，每年都有农田

水利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资金投入，加强基本农田

保护，建设高产稳产标准化农田，对农田水利设施进

行维护检修和对渠道进行清淤工作，保证农田水利

工程处于完好状态。已初步建成了防洪、除涝、灌溉

和水土保持四大工程体系。虽然目前也不能做到旱

田大面积灌溉，但所有耕地都能做到除涝减灾处理。

这些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垦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1.5　从业人员素质　地方农村农业从业人员中，

文盲占 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39.1%，初中文化程

度的占 54.5%，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

3.4%，农民素质普遍偏低。对外农村劳动力转移 16
万多人，占全市农村总劳动力的一半左右，而且转移

出去的绝大多数都是有文化、对新技术接受能力强

的中青年，留守家中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多为

对新技术接受能力较慢的中老年，他们很难全面达

到农业技术标准化作业，不利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

的提高，况且黑河市每年举办的技术培训班还做不

到针对每个农户的实际情况展开培训。

农垦系统农业从业人员中 70% 都具有高中或

中等学校教育程度，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者都是有

文化、懂技术、有经营管理经验的管理区区长和家庭

农场场主，场部每年都举办各种针对各个管理区和

家庭农场的技术培训班，受训人员接受农业新技术

培训后，能把新技术马上应用到生产中去。这也是

导致本市农村与农垦系统农业生产差距增大的一个

原因。

2　对地方农业生产经营的建议
通过地方与农垦系统农业生产情况的比较，不

难看出，农垦系统的农业生产体现了高效集约化。

推动黑河市地方农业生产实现高效集约化是缩小地

方与农垦系统农业生产差距的有效手段之一。

2.1　积极推广农作物轮作种植　扩大豆 - 豆 - 玉

或豆 - 豆 - 麦三区轮作模式，以“豆玉”轮作为主，

“豆麦”轮作为辅（玉米大力推广德美亚 1 号种植面

积），逐步降低大豆严重重茬面积，使种植业结构调

整逐步走向合理。

2.2　推广以深松为主的科学整地技术　大力推广

大马力农机深松整地，以打破犁底层为目的，深松深

度要达到 35cm 以上，提高耕地抗旱保墒、增温蓄雨

增墒能力。

2.3　积极推广生产标准化　根据积温带选用推广

优良品种，杜绝越区种植，提倡种子包衣，杜绝白籽

下地。提倡配方施肥技术，因地、因作物配方施肥，

提高磷酸二铵、尿素和钾肥混配应用面积，减少或不

用复合肥和专用肥，增加优质叶面肥和微肥的用量。

大力推广大豆密植栽培技术、玉米密植栽培技术、小

麦早高密栽培技术，推广秆强抗倒伏品种，通过合理

密植实现增产 [5]。

2.4　强化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全市各地要加强农

业科技园区建设力度，增加资金、设备和人员投入，

提高档次、加大辐射范围、强化园区的示范引导功

能，促进农业技术成果转化。

2.5　加强科技培训力度　以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为

主，开展多种多样的技术培训，尤其要细化培训内

容，做到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开展针对性的培训，

使农民学到的新技术能全部应用到生产中去。

2.6　政府引导　加快政策扶植力度，积极鼓励农民

对土地进行有偿流转，流转之前帮助农民进行土地

确权 [6]，打消农民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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