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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陕西沙苑农场粮食丰产的秘诀
姚媛

这是一片富饶的平川沃野，陕西省农
垦集团沙苑农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沙苑农场）位于渭南市大荔县境内，关中
平原东部，自有土地 5.97 万亩。这里黄
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南眺华山，东依
黄河，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土
壤肥沃，是“八百里秦川”的生动写照。

沙苑农场成立于1963年9月，从悠久
的历史中一路走来，已发展成为种养加、
农工贸一体化经营的农业企业，红萝卜、
白萝卜、冬枣、红薯、设施蔬菜等农产品远
近闻名，有的已出口海外。然而，作为陕
西粮食生产的主产区，小麦、玉米等粮食
作物才是沙苑农场当之无愧的主角。

“近年来，沙苑农场始终牢记农垦‘国
家队’的职责使命，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牢记在心。我们不断更新种植技术，持续
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绝大部分农田已
实现‘吨粮田’的基础上，力争‘吨半田’，
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产。”沙苑农场党委
书记、执行董事任建一介绍，“同时，沙苑
农场积极‘走出去’，通过流转土地、开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将农业生产经营
的规模增加了近一倍。我们还主动融入
周边乡镇，带动地方粮食产能提升，农业
走向现代化。”

高标准建设农田

笔者乘坐的汽车平稳地行驶在
田间机耕路上，这条路是四米宽的
水泥路，左右还留出共一米宽的路
肩，大型农机可以轻松会车。目之
所及，80 亩左右的标准化大条田一
个紧挨着一个，土地十分平整。干
渠、支渠四通八达，渭河、洛河的水
就是经由这些“血管”滋润农田里的
农作物；农田中分布着可抽取地下
水的水井，每个地块都有排水的沟
渠，形成旱能浇、涝能排的完备的水
利体系。高、低压线路随着沟渠延
展，为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运行提供
动能。

沙苑农场的耕地集中连片，离
人口稠密的乡镇距离较远，经过多
年建设，沙苑农场形成了自成一体
的灌排体系，是国家级中型灌区。
从 2019 年到 2024 年，在中央和省
级财政资金的支持下，沙苑农场又
自筹一部分资金，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 设 52710 亩 ，总 投 入 7378.34 万
元。

“土地平整 3887 亩，使用牛粪、
羊粪和树叶腐殖质等制成的有机肥

改良土壤 52710 亩；新建蓄水池 2
座、新建设备中控室88平方米，改造
灌溉渠道 6.65 公里，修复渠道 5.59
公里，新建灌溉渠道62公里；修复、
新建抽水站护坡100米，新建分水闸
98座、分水口256座、农桥3座，埋设
暗管49.24公里；新建混凝土田间道
18.66 公里，新建泥结石生产道路
28.247公里；架设10千伏高压线1公
里、0.4千伏地埋电缆2.5公里，改造
及新增380V地埋输电线路25公里，
栽植农田防护林 2440 株……”沙苑
农场投资部部长杨大平向记者一一
道来，“高标准农田建设使农田基础
设施得到了大幅改善，提高了耕地
质量和复种指数，一部分中、低产田
变为高产田，为粮食作物种植生产、
夏收秋收运输提供了保障。”

高标准农田建设带动了科学节
水灌溉的长足发展。过去，沙苑农
场浇水以抽取地下水为主，且多为
大水漫灌，不仅浪费宝贵的水资源，
还会造成土壤养分的流失。随着水
利系统的完善，农场越来越多地使
用地上表水灌溉。目前，农场位于
坝外的 2.2 万亩耕地以河水灌溉为
主，坝内的2万亩耕地则由机井、河
水配套浇灌。农场每年只在冬季引
河水漫灌一次，以涵养地下水，其余
时间都采用高效节水的滴灌，并实
现了水肥一体化。

杨大平告诉笔者，沙苑农场还
建设了一个高效节水示范区，在
2600亩的地块内试验自动化节水灌
溉。“我们在关键节点安装电磁阀，
铺设特定的滴灌带，就能够实现远
程控制。在中控室的电脑里点一
下，对应的阀门就打开了。”杨大平
介绍，项目已于去年8月份铺设安装
完毕，目前还处于联合调试阶段，技
术成熟后会在大田广泛应用，“我们
以打造‘无人农场’为目标，不断提
升农场基础设施的自动化、智能化
水平。”

多措并举提单产

“过去，一季小麦的亩产只有六
七百斤，后逐渐增长到800多斤，如
今亩产能够达到1000斤以上。”沙苑
农场农业公司经理吕磊说。

粮食产量是如何逐步提升的？
吕磊介绍，最重要的原因是水利设
施的完善改变了种植模式。陕西农
垦沙苑农场田的面积较大，总会有
一些不平整，采用大水漫灌时，地势
低的地块就涝了，地势高的地块又
旱了。而随着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的
应用，每亩地需水量大大减少，遇到
作物需要水的时节，总能及时补充
水分。

沙苑农场农发二公司经理刘帆
总结为“一优二改双控”，即优化品
种，选用“淮麦 33”“郑麦 1860”等优
良品种作为主栽品种。改浅耕为深
耕，改变传统播种方式为精细化的
集成技术播种，优化控病、控虫技
术。再加上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
用、大型现代化农机的使用、完备的
田间管理，小麦丰产丰收就有了基
础保障。

现在，农业生产受天气等因素
影响依然很大。在采访过程中，记
者感受到，在沙苑农场每一个人的
心中，那份对粮食生产的热爱和千
方百计都要增加产量的责任感，才
是粮食丰产的更大底气。

去年秋季，沙苑农场种植冬小
麦面积达8.2万亩，其中农场自种4.5
万亩。正常情况下，小麦应于10月
播种完毕，至来年6月收获。但受到
秋淋天气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沙苑
农场小麦播种普遍较晚，适播期仅
播种了6000多亩，最晚的地块到12
月9日才播种结束。

沙苑农场总经理陈军回忆：“去
年12月底，麦苗普遍生长弱小，分蘖
数偏少。其中，有 3-4 个分蘖的二
类苗仅占 15.26%，有 1-2 个分蘖的

三类苗占比达44.36%，未分蘖的‘一
根针’占比 21.17%，还有‘土里埋’，
整个冬季种子只在地下萌动，到开
春才发芽，占比19.21%。”

对此，沙苑农场定下“促弱转
壮、增穗增粒”的“百日行动”方案，
所有人员都发动起来，在有限的时
间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要提高播种量，播后及时
‘查漏补缺’，保障出苗率。其次是
要在小麦生长的关键节点加强肥水
供应。2 月下旬小麦返青前施用腐
殖酸尿素等进行追肥；3月5日前，针
对‘一根针、土里埋’等弱苗喷施氨
基酸、芸苔素等叶面肥，促进茎叶生
长、根部壮大；3月小麦返青时，综合
施用叶面肥、杀菌剂、调节剂；4月拔
节期又综合施用一次杀虫剂、杀菌
剂、叶面肥和调节剂；4月底和5月初
结合当地气候分别进行了三次‘一
喷三防’……灌溉的次数也增加了，
在冬季、拔节前、抽穗扬花前等关键
时期都要浇上一遍水。”陈军说，“虽
然投入的人力、物力大大增加，好在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大部分地块
的小麦亩产还是达到了 900 斤乃至
1000多斤。”

垦地共建“吨粮镇”

面对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种粮
的主力大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粮
食由谁来种？

任建一的答案是，农垦要主动
作为，主动担当，推广先进农业技
术，广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
地方粮食单产提升，推动粮食规模
化生产。

5月10日，沙苑农场与大荔县韦
林镇人民政府签订《垦地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通过政企协同、垦地合
作，联合共建“吨粮镇”，在望仙村争
创“吨半粮村”。农场发挥“龙头”带
动作用，在良田、良种、良法、良机等

方面提供支持，将小农户引入现代
农业发展的大格局中来。

“韦林镇是大荔县传统的农业
大镇、粮食大镇，粮食种植面积达8.7
万亩。我们与沙苑农场位置接近，
又同属大荔县，大荔县粮食种植面
积为55万亩，我们两家加起来就有
17万亩，占了近三分之一，有天然的
合作基础。”韦林镇人大主席许海
说，近年来，韦林镇农业生产的规模
化、机械化程度不断提升，但与农垦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与农垦合作
后，农民第一时间就能获得新品种、
新技术。

望仙村种粮大户王余龙感触颇
深：“我从沙苑农场那儿学到了小麦
宽幅沟播技术，小麦间的行距变宽，
通风性大大提高，抗倒伏、抗赤霉病
的能力提升，成本还更低。去年我使
用这项技术，每亩小麦增收一二百
斤。农场的机械来帮我犁地、旋地、
收割，费用也比社会上的服务团队
低，算下来，每亩共增收了100多元。”

望仙村党支部书记王志民也对
垦地合作赞不绝口：“农场经常派技
术人员到村里来开展技术培训，把
小麦宽幅沟播、玉米增密度等先进
技术教给我们。农民生产中遇到问
题，随时都能和技术人员沟通。今
年我们遇到干热风等棘手的情况，
农场在采取应对措施时，顺便也帮
我们农民把技术措施做到位了。我
们种粮信心更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