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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已过，全国各地农业生产

进入大忙时节。随着气温回升，南

方早稻育秧进度明显加快，目前已

进入高峰期。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

度，截至 3月 17日，全国已春播粮食

完成意向面积的 3％。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开

展良种攻关、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一

幅生机盎然的春耕画卷正由南向北

徐徐展开。

一片田
强化田管稳面积
深挖潜力提单产

冬小麦是夏粮的主要品种，目

前正值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在安

徽省滁州市全椒县，种粮大户张树

堂忙着用无人机喷施农药。

“粮食产量高不高，脚下的‘这

块田’很重要。”张树堂说，他种了约

1200 亩小麦，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

了通行条件，原先开不进田头的农

机轻松到田，而且沟渠排灌通畅，田

块利用率更高了。

趁着好春光，在广西玉林福绵

区的千亩富硒水稻核心示范区里，

技术人员抢抓农时开展试验研究，

促进水稻优质高产。

该 示 范 区 技 术 负 责 人 蒋 拥 发

说，针对当地土壤酸化问题，他们尝

试在试验田里增加氧化钙、生物碳

等改善土壤酸碱度，目前试验效果

不错，今年早稻抛秧争取达到每亩

1.8万蔸。

多地正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湖南省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投

贷联动等投融资创新，在财政补贴

基础上，充分调动种粮大户、农业企

业等主体出资助力农田建设。

中农虹光智慧农业科技投资集

团（湖南）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国

说，公司投资约 2 亿元，为湖南省沅

江市 9个村建设完成 5.8万亩高标准

农田，静待早稻播种。

高标准农田建设正让更多粮田

变良田。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底，

黑龙江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 1
亿亩，安徽建成超 6000万亩，湖南建

成超 4000万亩，广西建成超 2700万

亩。

一粒种
培新选优助增产
保量保质保供应

作为我国重要的大豆产区，黑

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常年占全国

40％以上。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

豆研究所的育种团队，正通过基因

编辑技术改良大豆品种。

“我们一般将现有优良品种作

为底盘，通过基因编辑定向改良，培

育兼具多种优良性状的大豆品种。”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副

研究员任洪雷说，常规田间育种一

般需要 8年，生物育种技术可将育种

周期缩短到一至两年，大大提高了

育种效率。

作 为 我 国 华 南 稻 米 的 重 要 产

区，广西建有多个优质稻粮源生产、

收购基地，每年为当地水稻供种备

种提供了大量优质稻品种。

眼下，在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

司位于南宁的育种基地里，一个月

前播种的优质稻育种材料即将移

栽。“我们正在选育抗性强、高产稳

产的水稻新品种。”公司副总经理闫

亮说，好的品种可谓万里挑一。

种 子 是 春 耕 生 产 的 重 要 农

资。“我们一般提前一季或一年生

产好种子，来年开春前后投放到市

场。”闫亮说，现在正处于种子产销

高 峰 期 ，今 年 公 司 计 划 销 售 2000
余万斤种子，1000 余万斤种子已售

出。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数

据显示，目前广西春耕已备早稻种

子 2154.42万公斤、春玉米杂交种子

944.37 万公斤，春耕物资储备供应

充足、价格稳定。

一张网
“会种田”变“慧种田”
“体力活”变“技术活”

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的北大

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

智慧农业平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田

间监测数据，轻点鼠标即可调用农

机管理、农情信息等模块。

“智慧农业平台的应用让水稻

施肥、灌溉等全过程生产实现精准

化和智能化管理。”公司科技信息中

心主任曲慧说，该平台已覆盖 5万亩

农田，作物产量提升 5％以上。

下田种地变“云端”种地，是我

国农业物联网和智慧农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一张网不仅要“管得好”，

还要“种得好”。

在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长 丰 县 造 甲

乡，“00 后”种粮大户俞泽明将多光

谱无人机等农田“黑科技”应用于小

麦返青追肥。“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多

光谱无人机采集的作物生长实况，

形成作物长势电子处方图，无人机

可据此自动调节施肥量和用药量。”

俞泽明说。

3D打印播种育秧等新技术的应

用，为春耕春播按下“快进键”。在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治河渡镇潘家

村潘山农机合作社的操作车间，将

水稻种子倒入精量定位的印刷播种

机中，铺放涂抹过食用胶的可降解

竹炭纤维育秧纸，通过滚轮将输送

的稻种固定在纸上，便完成了“稻种

打印”。

合作社负责人潘山说，以前一

亩秧田需要 2000 多个硬秧盘，使用

该技术后，只需少量育秧软盘，育秧

成本大为减少，平均每亩可减少投

入约 500元。

上图：3 月 21 日，河北省唐山市

丰南区岔河镇的农民在田间播种生

姜。

下图：3 月 19 日，自走式无人植

保机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

双楼村的无人农场进行除草作业。

文图均据新华社

改时速、改功率、改电压……记者调

查发现，在一些地方的销售门店，电动自

行车改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值得警惕的是，违规改装可能导致车

辆在充电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短路或热失

控等问题，带来安全隐患。近年来，因违

规改装导致的火灾事故也不时见诸报端。

违规改装触目皆是

2019 年实施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规定，最高设

计车速不超过 25km/h，装配完整的电动自

行车的整车质量应当小于或等于 55kg，蓄

电池标称电压小于或等于 48V。

“新国标”还明确，电动自行车的软硬

件均应当具有防篡改设计，防止擅自改装

或改动最高车速、功率、电压、脚踏骑行能

力。

然而，记者近日走访多地发现，为改

变电动自行车车速限制，经营者对车辆控

制器进行解码、将原配电池更换为大容量

电池的现象屡见不鲜。记者了解到，改装

电动自行车一般分为改“软件”和改“硬

件”。通过特殊软件、程序等手段解除速

度限制，可将电动自行车时速从 25公里调

整至 50 公里左右。部分消费者为进一步

提高时速会改“硬件”，即通过更换电池、

电机、控制器、轮毂等大部件，达到目标速

度。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质量监督处有关

负责人介绍，将原配电池更换为大容量电

池，可能导致电池功率、重量等技术参数

与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车速控制器、电

动机等主要零部件的参数不匹配。而且，

由于未经严格反复试验验证，在充电和使

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短路或热失控等问题，

引发火灾。

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火调技

术处副处长耿军龙介绍，违规改装或加装

大容量电池，可能会引发电气风险，导致

电动自行车爆燃。

与监管“躲猫猫”

违规改装隐患重重，为何仍有人热衷

于此？记者调研发现，一些消费者为突破

速度限制、追求高续航，成为改装电动自

行车的“忠实粉”；一些门店为牟利不惜冒

险迎合消费者的改装需求。

记者近日走访多地市场，约有近一半

经销商门店或修理铺可提供或变相提供

改装服务。“解除限速器装置只要 10分钟，

再换上 72V 的铅酸电池，车后座也帮你加

上，跑在路上比汽车开得还快。”南宁市一

家电动自行车店销售人员说。他向记者

坦承，改装后安装的大功率电池长期使

用，会加快电路老化，容易形成安全隐患。

记者走访多家电动自行车整车企业

和经销商了解到，为符合“新国标”重量限

制等规定，部分电动自行车出厂时会预装

锂电池。然而，由于正规锂电池价格较

高，一些经销商门店或修理铺会改换成铅

酸蓄电池或劣质低价的锂电池，再低价出

售。

在一些地方，门店会提供“先上牌后

改装”服务。在南宁市仙葫大道的电动自

行车销售门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

购买电动自行车，都可免费提供改装拆除

限速装置和更换大功率电池等服务，并保

证在车管所上牌时能获得符合“新国标”

的车牌。

还有一些门店则与监管部门玩起“躲

猫猫”。“先在网上聊，私聊发地址，约好时

间再过来。”网络上一家“网红”改装店的

师傅说，门店位于某工业园内，没有明显

招牌，顾客都是网上约好再过来；还有客

户自己不来，先把改装配件寄到门店，再

叫个货车把电动自行车拉过来，全程不露

面。

加强全流程监管

业内人士建议，强化日常监管和执法

查处，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的

宣传指导。据悉，广东已对全省电动自行

车及电池生产单位实施质量信用记分，对

B、C、D 类企业依次实施跟踪监管、重点监

管、特别监管等分类监管措施。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质量监督处有关

负责人建议，一方面，加强生产厂商的源

头质量管控，强化问题产品排查抽查，开

展废旧再用电池专项整治；另一方面，推

进电动自行车赋码溯源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王四营法庭

法官陈曦表示，据刑法、产品质量法等相

关规定，销售违规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可

能会被追究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责

任；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电动自行车使用者也不可购买明知违规

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否则一旦引发火灾，

亦需承担责任。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电动自行车管理

领域尚无专门性法律法规，对于电动自行

车违规改装行为的惩治举措以行政处罚

为主，惩罚力度也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建

议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有效发挥法律规

范的约束作用。 据新华社电

一片田 一粒种 一张网

从“三个一”看春耕新图景

违规改装缘何屡见不鲜？
——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系列调查之二

近日，人们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大有镇游玩。

春暖花繁，村民在花间劳作、游人在花间徜徉，绘就成一幅幅春和景明的美丽

画卷。 罗慧 摄
新华社发

春光无限好

图①：近日，游客在南京莫愁湖公园内赏花

游玩（无人机照片）。

各地春花盛开，人们纷纷利用周末时间踏青

赏花，乐享春光。

杨素平 摄
图②：近日，在重庆市南川区金山镇院星村，

村民在绽放的李花中劳作。

春暖花繁，村民在花间劳作、游人在花间徜

徉，绘就成一幅幅春和景明的美丽画卷。

瞿明斌 摄
新华社发

正值春耕备耕时节，记者走进田间地

头，新鲜事迎面而来：一个个共享电源立

在田埂上，农民拿出手机扫一扫，插上抽

水泵就能通电灌溉。“送电入田，随扫随

用”，畅通了春耕用电“最后一米”，提高了

农业生产效率。

“听过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没想到

田里有了共享电源，可好使了。”福州市闽

清县坂东镇六角村村民刘启养指着安装

在地里的共享电源赞不绝口。

3 月 24 日早上，在六角村的温室菜园

里，村民正在松土、引水，空心菜、四季豆、

丝瓜刚刚露苗。记者看到，流经菜地的水

渠旁有共享电源，每个电源配有刷卡区、

二维码和 3 个插座。现场农户通过手机

扫码进入登录界面，预交电费，点击“开始

用电”，电机就能通电抽水，电费实时显

示。用电结束后，剩余电费也可直接退回

至账户。

“过去农户生产用电要向供电公司申

请开户，安装电表，这对于少量用电的农

户来说不方便。”国网福州供电公司营销

部专责董学松告诉记者，不立户安表，农

户只能肩挑手提用水桶人工浇水，或者从

村集体总户搭电。

“从村集体总户搭电的话，电线要沿

着田埂绕二三百米才能拉过来，且拉的人

多了，头上满是黑色电缆，既不美观，还产

生了私拉乱接的安全隐患，邻里之间常常

因为电费结算不清发生纠纷。”刘启养说。

六角村的温室菜园有大棚蔬菜种植

户 57 户，蔬菜种植面积 316 亩。为了解

决种植户的急难愁盼，福建把该地列为

“扫码用电”农田灌溉场景应用建设的首

批试点之一，在 2023 年 10 月，国网闽清

县供电公司为农户在田地里安装了共享

电源。

“蔬菜的灌溉、照明、通风设备有了可

靠的用电供应，以往我的 3 个大棚靠人工

浇水需要四五个小时，现在用抽水机灌溉

仅需二十几分钟。”六角村种植户许余茂

说。

在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元坑镇秀水

村，一处草莓采摘园里共设立了 22个共享

充电源。有了“码”上取电，农户吴联平特

意买了两台抽水机、暖风机安装在自家的

草莓大棚里。“我以前用汽油机抽水，现在

用电机抽水，每月每亩的种植成本能节约

300多元。”吴联平说。

福建省南安市溪美街道镇山村全村

耕 地 1600 余 亩 ，农 田 灌 溉 需 求 大 ，共 享

电源投用后，辐射了周边约 300 亩农田，

惠及 5 个生产组 2000 多个农户。“我起码

用 50 次 了 ，天 气 干 旱 ，三 天 就 要 抽 一 次

水。”作为村里第一个办卡取电的人，村

民洪东山已经实实在在享受到共享电源

的好处，他告诉记者，“扫码用电”让农田

灌溉更高效，今年前期干旱的情况没有

影响水稻生长。

目前，福建已实现“扫码用电”农田灌

溉场景应用建设九地市全覆盖，田间地头

的共享电源近 500个。

新华社福州3月26日电

春耕春灌“码”上用电
□ 新华社记者 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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