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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肖玉敏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养牛一线最需要的
技术是什么？急需解决的问题
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走进牛
圈研究养牛科技，再以解决问
题“反哺”教学科研，延吉黄牛
科技小院将“产教学研用”相结
合，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
技和人才支撑。

延吉黄牛科技小院是由中
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省科学
技术协会、延边大学农学院、省
农业技术协会、延边州科学技
术协会和延吉市科学技术协
会依托延边弘朝智慧畜牧有
限公司共建的产学研示范基
地。

延边弘朝智慧畜牧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注册资
金 1500 万元，以中国延边黄牛

种质资源开发利用 111 引智基
地、东北寒区肉牛科技创新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为技术依托
的延边黄牛科技成果转化示范
基地，是我省唯一拥有延边黄
牛胚胎生产实验室及胚胎生产
许可证的企业。公司目前有智
慧畜牧朝阳川牧场和智慧畜牧
牧场，占地面积共21万平方米，
现存栏延边牛740头，其中延边
牛基础母牛 426 头，种公牛 10
头，后备种公牛40头。公司建
有延边黄牛研究院，内设繁育
工程研究中心、营养与饲料研
究中心、智慧畜牧技术研究中
心、环境与有机肥研究中心、疾
病防控研究中心、牛肉系列产
品研究中心和牛肉品牌战略研
究中心。

“在养殖企业亲身体验的

学习方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
际操作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
增进学生对现代农业产业的认
知和适应能力。”延边大学农学
院副教授高青山介绍，科技小
院结合学校自身生源和学生培
养特点，探索研究生培养新模
式，着重在实践操作、创新能力
培育、团队协作和跨学科知识
融合等方面下功夫。让学生通
过参与科研项目、创新实验、切
实解决现实问题等活动，接触
到最新的肉牛养殖技术和研究
成果，进而激发他们的创新思
维、求知欲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目前，延吉黄牛科技小院
正围绕肉牛健康养殖全产业链
条的良性发展目标，依托企业
建立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体

系，重点研究和推广肉牛重大
疫病快速、精准诊断及综合防
控、功能性饲料的开发与应用、
牛肉品质鉴定、粪污无害化处
理与资源再利用等肉牛高效健
康养殖关键技术，同时创新研
究肉类副产品开发技术、牛
粪生产有机肥栽培蔬菜及农
作物技术，为全产业链循环
农业体系提供有力的科技支
撑。

“蹲在牛栏里‘写’出来的
论文，更具 有 指 导 性 和 实 用
性 。”高 青 山 表 示 ，希 望 科
技小院的新培养模式，能够
在促进成果产出的同时，为
肉 牛 产 业 培 育 出 一 批 具 备
全产业链技术的专业人才，
推 动 肉 牛 产 业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延吉黄牛科技小院

为全产业链农业体系提供科技支撑

本报讯 尹洪多 记
者 徐文君 报道 近日，
吉林农业大学农业重大
技术协同推广项目——

“秸秆还田水稻轻简化
培肥增效生产技术”示
范主体基地核心示范区
水稻田间测产与观摩会
在舒兰市溪河镇举行。
经专家实测，示范基地
核心示范区水稻产量达
到 700.6kg/亩，相较于
当地平均 650 公斤/亩
的产量，增产幅度高达
7.8%。

在测产现场，水稻
长势喜人，茎秆粗壮、株
叶形态好，穗大粒多、结
实率高。由吉林农业大
学、舒兰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舒兰市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组成的
联合测产专家组，在遵
循科学、规范、客观原则
的基础上，通过收割、脱
粒、称重等流程，对舒兰
市农丰水稻专业合作社
采用的秸秆还田轻简化
培肥增效生产技术的示
范基地核心示范区进行
严格的田间测产，现场
结果显示，示范基地核
心示范区水稻亩产达到
700.6公斤，水稻单产提
升效果明显。

测产工作完成后，
专家组观摩了田间秸秆
降解菌剂无人机喷施展
示，生动展现了水稻秸
秆还田轻简化培肥增效
生产技术的创新亮点。据悉，该技术是多种先
进技术的融合，涵盖了秸秆降解菌剂 + 秸秆还
田技术、缓混控释一次性施肥技术、全营养育壮
秧技术、增密减氮补微技术和绿色防控病虫害
技术。这些技术的协同作用，为水稻生产带来
了显著效益。与当地传统技术相比，该技术能
够减少氮肥投入10%以上，节约成本10%以上，
同时使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 0.12g/kg，为黑土
地质量提升、化肥和农药使用减少、保护生态环
境以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示范带
动作用。

2024年全省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试点项
目经评审确定40个项目为试点实施项目，其中，
吉林农业大学有 17 个项目入选，涵盖玉米、大
豆、水稻、人参及中草药、渔业及特色产业。

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吉林
农业大学以及舒兰市农丰水稻专业合作社相关
专家和负责人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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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在
打造提升“梅河大米”品牌的进程
中，梅河口市积极组织企业、专业合
作社开展“吉田认购”项目，今年共
认购专属水稻近5000亩，精品高端
大米平均订制价格每斤可达百元，
实现了由“卖产品”向“卖生态”的
转变，提高了种植经营主体的效
益。

梅河口市推行“吉田认购”项目
始 于 2014 年 ，当 时 叫 做 私 人 订
制。当年，凭借梅河大米好吃营
养更安全的优势，曙光农业生产

专业合作社与外地客商订制了 20
亩水田，客户要求不使用化肥农
药。合作社秉持诚信理念，完成
了春种夏管秋收。农事活动季
节，客户 6 次不约而至，查看田间
生产情况。秋后，20 亩水田实现
大幅增收。由于货真价实，产销
双方都很满意。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饮食质量
要求的提高，梅河口市粮食部门加
大了对“吉田认购”的宣传推广力
度。积极协调上级部门，为企业、新
型经营主体安装“吉林大米质量安

全可追溯系统”；会同农技单位，推
广先进种植技术，提升了梅河大米
质量安全的可信度，有效促进了“吉
田认购”项目的开展。

今年，曙光农业生产专业合作
社种植了1400亩水稻，其中，400亩
水稻属“吉田认购”，生产加工中高
端大米，最高端的一箱10斤装大米
卖到 988 元，中端的大米也能卖到
每斤 10 元。25 万斤“吉田定制”大
米，销售收入达到200多万元，带动
周边120多户农民增加收入。合作
社负责人姜连武告诉记者：“明年，

‘吉田定制’规模准备扩大到600亩
至800亩。”

创立于 2014 年的十八锅米业
连续多年与河北、上海等地粮企合
作，开展“吉田订制”项目，赢得良好
的信誉，企业生产的绿色大米在河
北省石家庄地区畅销不衰。今年，
企业又与省外客商签订“吉田认购”
200亩合同，目前正在进行水稻收
获，联合打造“水稻种植溯源万亩
基地”。国庆节前，丰源优品米
业、云南省粮食产业集团“梅河口
水稻种植溯源万亩基地”揭牌，并

签订大米产销合作协议，实现“吉
田认购”的新跨越。双方按照“稻
米生产全过程质量管控溯源”理
念，建立一整套“生产可记录、来
源可查明、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
询、责任可追究”的稻米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使消费者可以在产品
端扫描溯源码，详细了解水稻从
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数据记录，通
过“从种子到餐桌”全产业链有效
管控，真正实现了优越生态环境、
绿色栽培技术与现代工艺流程的
完美融合。

实现稻米产品附加值攀升

梅河口推广“吉田认购”铸品牌增效益

梅河口市曙光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引领、带动合作社成员和当地农民种植100亩红菇娘，获得好收成。图

为理事长姜连武正在晾晒红菇娘。 记者 吴连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