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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曹芮铭 通 讯 员 叶明英
王达 摄影报道）近日，大竹县国家级杂交水稻制
种基地机声轰鸣，人声鼎沸，忙而有序，到处一片
丰收景象。

大竹县水稻制种面积常年稳定在 3 万亩左
右，辐射11个乡镇，年产优质种子450万公斤以
上。建成高明—周家—童家集中连片万亩制种
示范带。2022年高明镇优质水稻制种园区被认
定为市级现代农业园区。2024年，大竹县制种播
种面积2.8万余亩，产种约450万公斤。

近年来，大竹县整合高标准农田资金2亿元，
优先建设高标准制种田，全县制种农田建设标准
化率达90%以上；新建集中种子烘干中心2个，农
户自建烘干点20处；建成智慧种业监管平台，实
现制种监管信息化；购置补贴无人机、插秧机、拖
拉机、烘干机等农机设备 1000 余台套；培育“订
单种植+标准化生产+统购统销”模式的规模化制
种主体150个；连续3年成为全国水稻种子质量
认证试验示范县，认证种子各项质量指标均高于
国家标准，纯度达 98%以上，基地种子质量合格
率 99.5%以上；建设专家工作站 1 个，有省农科
院、西南科大、绵阳农科院、达州市农科院水稻专
家5名；建立科研测试基地150亩、优质水稻示范
基地200亩；创新“水稻制种+N”模式，2023年，
接茬轮作蔬菜、中药材等经济作物5000亩，探索
水稻油菜双季制种300亩，发展玉米制种5000余
亩。通过外引内育做强优势制种企业8家，2023
年新引进种业龙头大北农集团，支持旗下四川金
色绿丹财政资金400万元，落实建设用地12亩，用
于在童家镇建设现代化的种子烘干加工中心。

连日来，大竹县妈妈镇麒麟村热闹非凡。大
竹县丰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天容正指
挥着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野间，它们如同钢铁巨人，

“吞噬”着成熟的稻穗，吐出粒粒饱满的稻谷。
“今年真是个好年景！”朱天容脸上洋溢着满

足的笑容，“我们种植了200多亩水稻，每亩较去
年增产了 150 斤，看着这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心
里别提多高兴了。为了这次秋收，专合社调动了
5台先进的收割机，还有两辆大卡车随时待命，将
收获的稻谷迅速运往烘干房，确保粮食的品质与
安全。”

不远处，妈妈镇党委书记朱月高站在田埂上，
望着眼前繁忙而有序的景象，信心满满地说：“今
年，全镇共栽种了 1.65 万亩水稻，目前，已收获 7
成，预计亩产可达1300斤，又是一个丰收年！”

为确保秋收工作安全高效进行，大竹县农业
机械推广中心提前布局，组织了110名农技员、农
机专合社负责人、种植大户及农机手，进行了全面
的农业机械操作培训和安全知识教育。同时，根
据水稻成熟情况，灵活调度县内外联合收割机超
过1000台套，确保“熟一亩、收一亩”，抢抓农时，
不误农事。

在秋收现场，还可以看到场镇附近加油站的
工作人员直接将机械用燃油送至田间地头，为农
机提供不间断的“能量补给”。由专业技师组成的
机械维修小分队则穿梭在田间，随时准备为遇到
故障的农机提供技术服务，确保每一台机器都能
高效运转。

此外，大竹县还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将公路、学
校操场、镇政府空地等作为临时晾晒场，同时调动全
县37台粮食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到640余吨，
有效解决了种植大户集中收割后的晾晒难题，确保
每一粒粮食都能及时烘干入库，实现颗粒归仓。

□记者 曹芮铭 通讯员 张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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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不断擦亮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底色——

种养循环模式串起乡村振兴“生态链”

大竹县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进入丰收季

集中处理
养殖末端资源“变废为宝”

位于大竹县欧家镇的四川省正凯养殖有限
责任公司，污水处理站正在工作，畜禽粪污经由
处理站处理后，将被输送到暂存池，完成沉淀，
经过一系列工序，形成可供使用的肥料。

“我司主要从事养殖业，得益于绿色种养循
环农业试点项目的实施，我们以前的‘废沼液’
变成了种植基地的‘农家宝’了。”该公司负责人
周凯告诉记者，经过处理后的肥料，在完成抽样
送检后，可用来改善土地质量，保证农作物产量
和质量，“我经营的凯润家庭农场还在田地里建
立喷洒管网，通过与养殖公司的高位沼液池管
网连接，为家庭农场油菜和玉米轮作提供肥料，
在节约成本的同时，保证了肥料喷洒覆盖面和
效率。”

据了解，通过凯润家庭农场的绿色种养循
环农业粪水还田专用车，在季节合适时，周凯还
能免费为周边农户运送肥料；同时，周边农户也
可以自行上门登记，免费获取种植所需肥料。

除这种养殖公司、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完成
种养循环的模式外，大竹县还采用“养殖户+第
三方服务机构+种植基地”模式，由第三方公司
参与，收集全县范围内20余个乡镇上百家养殖
大户的畜禽粪污，经由生物菌剂处理、送检合格
后，分区域、按照农时季节，由一台台绿色种养
循环农业粪水还田专用车运往各田间地头，帮
助种植户“打底肥”。

自绿色种养循环项目实施以来，大竹县开
展田间试验示范，建设效果监测点，通过对比检
测，了解适用肥料类型，举办培训班、培训人员、
现场观摩、发放技术资料，保证宣传到位。此
外，采用“养殖户+第三方服务机构+种植基地”
粪肥转运还田、“养殖户+种植户”堆沤还田技术
模式运行，遴选实施主体。

循环利用
种植农产品“质升量高”

正值苎麻收获季，在大竹县川主乡乾城家
庭农场，多名麻农在进行苎麻机收作业，打麻
叶、割麻秆、投入剥麻机，不一会儿，一根根苎麻

秆就变成黄绿的原麻丝。
“参与绿色种养循环项目后，我们合作社使

用堆肥和粪水还田，减少了化肥用量，不仅土壤
条件得到了改善，种植的苎麻和其他农产品品
质、产量还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大竹县川
主乡乾城家庭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大竹县高穴镇的海天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王守海也表示，他种植的水稻同样受到了绿
色种养循环项目的惠及。“合作社一共种植了
600 余亩水稻，其中有 550 余亩都使用了堆肥
和粪水还田。在新引进的无人机直播技术和

‘粪肥还田’的帮助下，今年，庄稼产量有所上
升。”王守海说。

“今年，高穴镇‘粪肥还田’覆盖面积上千
亩，有20家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用该项目的肥
料打底肥，替换传统的化肥后，不仅增加了土壤
的有机质、延长了肥效期，作物的品质和产量也
得到明显提升，而且还降低了成本，平均每亩能
节约近百元。”大竹县高穴镇农技站高级农艺师
饶毅告诉记者。

绿色生态种植保证了农产品的品质，也经
得起市场的检验。“乡村产业要处理的关系较

多，既要考虑资源禀赋又要适应市场变化，但着
眼点是富民增收、绿色发展。循环利用，绿色种
养，延伸了产业链，增加了附加值，实现了一产往
后延、二产两头连，对种植户、养殖户，以及粪污
处理企业，都是有利的事，对生态环境更有益。
通过实施绿色种养循环粪肥还田以来，项目区玉
米增产15.6公斤/亩以上，水稻增产11.5公斤/亩
以上，蔬菜增产30.5公斤/亩以上，经济效益显
著，社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项目区粪肥监测数
据显示降低化肥施用量14.6公斤/亩，全年减少
化肥1400余吨，节约化肥资金500余万元，有效
减少了化肥的施用提升了耕地质量。下一步，我
们将持续推进该项目，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发展胜势，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大竹县经济作物站负责人告诉记者。

多措并举
发展农业产业“循环经济”

近年来，大竹县整县推进绿色种养循环农
业试点，覆盖全县 31 个乡镇，累计完成粪肥还
田30余万亩，收集处理粪肥78万余吨，建成粪

肥收集设施 4.3 万立方米，建设粪肥处理设施
1.2 万立方米，建成粪肥利用设施 2.16 万立方
米，培育粪肥还田社会组织 29 家，带动社会资
金800余万元购买粪肥运输车辆35辆，建成粪
肥管道还田10公里。

此外，大竹县根据特色产业结构创新循环
利用、主推丘陵地区粪肥还田技术模式，围绕

“政府牵头，养殖场出大头，种植户出零头，粪肥
服务组织有干头”的利益联结运行机制，形成长
效的“养殖户+专业化服务组织+种植基地的沼
液转运还田模式”“养殖户+种植户堆沤还田模
式”，构建“以沼促农、以农促沼”的良性循环机
制，形成“猪-沼-粮”三沼综合利用模式；以粪
肥商品化处理能力为依托，偶联种植业、养殖
业、肥料业三方，形成以养产肥、以肥提质、种养
结合的产业互动机制，形成粪污商品化利用模
式；以粪肥能源化利用为依托，开展沼气发电、
沼液还田、沼渣产肥的能源化利用模式，带动县
域内粪污基本还田，实现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标。

□记者 兰楯
（图片由大竹县经济作物站提供）

立秋后，竹乡大地迎来了
收获季。

在大竹县高穴镇，琴宽家
庭农场负责人黄琴正与乡亲
们一起在院坝里晾晒稻谷，大
家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一派热
闹的丰收景象。“我是去年开
始参与‘粪肥还田’项目，施肥
覆盖了200余亩田地。今年，
这200余亩田里的庄稼长势
很不错，产量和质量都有所上
升。”黄琴告诉记者。

“粪肥还田”是大竹县绿
色种养循环农业的重点项
目。近年来，该县以推进粪肥
就地就近还田利用为重点，以
培育粪肥还田服务组织为抓
手，提升粪肥利用效率和能
力，创新工作机制与技术模
式，大力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增加有机肥用量，提升
耕地地力，改善农产品品质，
扎实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
试点工作，促进农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

栽种水稻前进行施底肥栽种水稻前进行施底肥。。

“天府粮仓”新“丰”景

收割现场收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