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风拂绿阡陌，又到一年春耕时。最近，全市各

地农资市场也开始热闹起来。柳林县一家大型农资

店内，春耕所需的各类农资已经陆续回货，各类化

肥、种子等农资产品码放整齐、一应俱全。工人们正

在为已经购买了农资的种植户搬运各类物资，全力

为接下来的春耕生产做好充分准备。

一大早，农户王翻爱便来到这里选购农资，筹备

今年的春耕生产。她说：“现在购买农资省心多了，

我今天来订肥料，过几天再来买地膜和种子，这都是

政府把关过的好产品。”为了保障农户及时购买到优

惠、放心的农资，柳林县农业部门从去年年底就着手

调运储备农资产品，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积极衔接

落实优质货源，确保储备充足、供应到位，全力保障

今年春耕稳步开局。

这是全市保障农资供应的一个缩影。三月是春

耕备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资销售的高峰期，种子、

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撑，与农

民的切身利益、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安全紧密相关。

为确保农资安全，连日来，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深

入田间地头、农资市场等地扎实推进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有力保障全市农业生产、粮食安全。

“这些种子生产、宣传方面的法律知识咱们必须

要掌握。经营采购的台账也要及时记录，便于溯源。”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一分队队长渠增平在近日组

织的专项检查中跟商家强调。“我们这次走进田家会

镇、信义镇、西属巴街道的农资经销店、耕作农机合作

社开展专项检查，就是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全力维

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渠增平说，种子是农民的

“命根子”，商家售卖的种子好坏，直接影响老百姓能

不能增产丰收。他们的专项检查通过“宣教+服务+监

管”三位一体模式，全力构建农资安全屏障。据他介

绍，每次检查，执法人员都会仔细查看种子包装标识，

核对种子的品种、产地、生产日期等关键信息，对农药

和化肥则重点检查产品的质量检验报告、登记证号，

防止假劣农药、化肥流入市场。对地膜和农机，着重

查验产品的质量标准和生产资质，并提醒经营者懂

法、守法，确保农资产品符合农业生产要求。

一年春作首，春光不等人。目前全市各农资经

销店已备足各类农资，相关监管部门也将继续强化

农资市场调配和监管工作力度，切实保障春季农业

生产用种安全和有效供给，确保今年春耕工作取得

“开门红”，实现“全年旺”。

在方山县圪洞镇石站头村，张来平曾是村里公认

的种地能手。可即便经验丰富，他家每年的谷子收成也

仅够勉强维持生计。村里一直沿用传统的谷子种植方

法，“靠天吃饭”的模式弊端明显：品种老旧、产量低下、

质量不稳定，一旦遭遇灾年，损失更是难以承受。

转机出现在 2024年。方山县农业农村局为提升

农民种植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组织了高素质农

民培训谷子种植班。得知消息的张来平积极报名参

加。在为期一周的培训课程里，他终于找到了改善

谷子种植困境的办法。

培训过程中，专家老师对谷子特性的细致讲解，

让张来平对谷子生长需求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了解

到，谷子生长对土壤酸碱度、肥力，以及光照、温度都

有具体要求。以往，张来平只凭借老经验播种，而在

品种选择课程中，他了解到不同谷子品种在抗倒伏、

抗病虫、口感和产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让他果

断决定更换新品种。施肥技术的学习也让他收获颇

丰，过去施肥全凭感觉，导致肥力要么不足，要么造

成浪费，如今他掌握了科学的施肥方法。

学成归来，张来平立刻将所学运用到自家谷子

地里。他精心整理土地，按照合理密度播种谷子，摒

弃了过去随意撒播的方式，确保每粒种子都有充足

的生长空间和养分。在谷子生长的每一个阶段，他

都严格遵循科学方法管理。不仅如此，张来平还积

极向周边农户分享种植经验，渐渐成了村民眼中的

“谷子种植专家”。

张来平只是众多受益农民中的一个缩影。据了

解，目前全市已培育高素质农民 6.6 万人次。2024
年，全市在高素质农民培育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和

精力。其中，中央资金 779 万元，培育任务 2098 人；

省级资金 353万元，培育任务 3450人，总计投入 1132
万元，培育任务 5548人。全市共开设 120个班级，实

际培育 5571人，完成率达 100.4%。

从培训课程的具体分类来看，利用中央资金开

设了玉米班 13个，大豆班 4个，马铃薯班 2个，其他粮

食作物班 7 个，其他油料作物班 3 个，共计 29 个班

1316 人，占任务总数的 62.7%。省级资金则开设玉

米班 42个，大豆班 5个，小麦班 1个，其他粮食作物班

20个，农机具使用班 3个，共计 71个班 3283人，占任

务总数的 95.1%。

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像张来平一样的农民，从

传统种植走向科学种植的转变的生动实践。他们是

农业发展的“新引擎”，用学到的知识，让农田焕发出

新的生机。

春回大地，万象“耕”新。在文水县农源薯业合

作社的种植基地里，三台经过改良的无人驾驶马铃

薯播种机正沿着预设路线精准作业。机器驶过之

处，整齐的田垄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勾勒出一幅现

代化春耕的生动图景。

“突突突”的机械声中，合作社理事长赵永壮正

认真看着播种情况。这位 95后新农人擦了擦额头

的汗水，指着正在作业的播种机介绍道：“这是我们

今年新引进的大垄双行北斗导航马铃薯播种机，相

比传统机型，它更适合文水的土壤气候条件。”

记者注意到，这些“钢铁战士”身上都安装着北

斗导航终端，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却能做到行距精

准、深浅一致。赵永壮解释说，去年使用普通播种

机时，他们发现存在着垄距不均、播种深度不稳定

的问题。经过与厂家反复沟通，最终定制了这款专

门针对文水地区的大垄双行机型。

“你看这个垄距设计！”赵永壮蹲下身，用手比

划着，“传统种植垄距是 70厘米，我们加宽了垄距，

并且采用了一垄双行的方式。这样既保证了马铃

薯的光照和通风，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据测算，

这种新模式能使土地利用率提升 20%以上。“合作

社今年种植了 2700亩马铃薯，采用新设备后，精准

播种为后续的田间管理和机械化收获打下了良好

基础。”赵永壮说。

在田间地头，合作社社员张小虎正配合机械进

行辅助作业。“以前春耕时节，我们要弯腰干一个多

月，现在有了这些‘高科技’，14天就能完成全部播

种工作。”张小虎笑着说，“而且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文水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水县

农源薯业合作社的实践是当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的一个缩影。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因地制

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后，该县加大了对智能农

机具的补贴力度，像这样的北斗导航播种机，农户

可以享受到最高 40%的购置补贴。“我们还组织了

多场新农机操作培训，帮助农户尽快掌握这些‘高

科技’。”该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县已有 30 多家合

作社引进了各类智能农机具，覆盖耕作、播种、植

保等多个环节。

夕阳西下，播种机仍在田间不知疲倦地工作。

赵永壮望着整齐的田垄，信心满满地说：“有了科技

助力，再加上政策支持，我们对今年的收成充满期

待。下一步，我们还计划建设智慧农业管理系统，

让马铃薯种植真正实现全程智能化。”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看春耕。随着气温

逐渐回升，我市各地春耕备耕工作正有序推进。作

为春耕生产的重要基础，农资的充足供应和价格稳

定至关重要。各地积极行动，早谋划、早储备，全力

保障农资市场供应，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储备充足，农资供应有保障。交城县在“早”字

上下功夫，抢抓农时、全力保障农资供应，为全年粮

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交城县一家经营了 30多

年的“庄稼医院”农资店内，一批新进种子刚到店，

工人师傅们正忙着卸货。该农资店负责人贺耀文

告诉记者，今年提前三个月启动备货，与省内外十

余家大型农资企业建立直供通道，确保农资不断

档。目前，店里准备了一两百吨化肥、大几百箱农

药，种子种类繁多且齐全，保质保量。在孝义市大

孝堡镇东盘粮村的富东农机专业合作社，春耕已全

面启动，田间一片繁忙景象。合作社理事长范忠表

示，各类农资已备齐，能充分满足后续玉米、大豆、

油葵等作物的种植需求。

市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

用。在山西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公布的“2025 年

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保供重点企业”名单中，

我市方山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石楼县灵泉镇惠农

服务中心、文水县凤城镇惠农服务中心、文水县西

槽头惠农服务中心四家单位入选，这些单位和企业

承担起农资保供稳价的重任。截至目前，全市供销

社系统积极调运货源，已储备各类化肥数量可观，

农药、农用薄膜等农资储备也较为充足，基本能满

足全市春耕备耕的农资需求。

强化监管，全面净化农资市场。我市通过多部

门协同发力，切实加大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全

力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三分队深入辖区多家农资经营门店，仔细查看农资

的进货渠道、产品质量、标签标识、销售记录等情

况，向经营者宣传涉农法律法规和农资生产经营者

应知应会知识，引导其规范从业、守法经营，从源头

上杜绝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同时，执法人员还

在农资销售门店醒目位置张贴宣传资料，向农民群

众宣传农资辨假识假技巧，提高农民群众的农资辨

识能力。

文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也积极行动，对县域内

农资市场进行严格检查。执法人员深入中农农业

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西城永忠农资经营部等多个农

资销售点，运用扫码溯源、抽样送检、核对进销台账

等手段，仔细查验农资产品来源是否正规、标签标

识是否清晰以及价格公示是否规范。同时，向农户

普及农资辨假知识，提醒农户购买农资时做到“三

看一索要”。

春耕备耕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基础和关键，农资

储备又是实现全年粮食丰收的重要保障。我市在

保障农资供应、稳定价格、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持

续发力，让广大农民能够安心投入春耕生产，为全

年粮食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3月 11日，晨曦初露，在黄河滩涂的柳林县石西

乡上庄村，淡薄的雾气还笼罩着大地，62岁的刘二羔

像往常一样，猫着腰钻进他悉心照料的 4号瓜棚，开

启新一天的农耕序曲。

掀开外层塑料膜走进大棚，十几盏浴霸吊灯散

发着橘色暖光，迅速驱散棚内的寒意，里层的小拱棚

像一个温润的“育苗襁褓”，正蒸腾着朦胧白雾。老

刘半跪在苗床间，眼神专注地盯着棚里的温度计，暖

湿的空气里，苗香悠悠飘散。这已是他和老伴儿守

护瓜苗的第 40个春天。

“温度可是个关键事，高了低了，这些嫩苗都受

不了，照顾它们得操碎了心。”刘二羔边忙活边念叨

着，手中那把铁制移栽器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

一旋一提，嫩苗就精准地落进土穴。不知不觉，老两

口已经移栽了 200苗，眼瞅着塑料膜上凝结的露水簌

簌坠落，老刘凭借多年来的经验果断停下手中活儿，

“这苗苗看着有点蔫，今天天气也不太对劲儿，不敢

再栽了，栽下去怕活不了，等明儿天气好了再说。气

温这玩意儿太讲究，得时刻掌握好平衡，还有门口这

帘子，那是为了让风顺着进来，可不能让风直冲着苗

吹，苗娇弱着哩！”

穿过布帘，走进老刘的育苗棚，育苗架上3000株幼

苗正进行着“成长蜕变”。刘二羔从贴身揣着的牛皮盒

里，摸出一排打磨得锃亮的手工嫁接刀，最薄的那片竟

是用刮胡刀改制而成，刃口精细得仅有 0.3毫米厚。只

见老刘冻裂的虎口稳稳地卡住一株拇指粗的甜瓜苗，动

作娴熟又谨慎，“移栽棚里搞嫁接，这技术可不简单，就

跟给人接血管似的，血管扎浅了，接穗接不上；扎深了，

营养供不上，伤口愈合不

了，苗的存活率就没指望。”

为了学好技术，老刘这些年

没少下功夫，光是去陕西就跑了 8
趟，专门学习先进的种植经验。“咱们

柳林县对农民的农业技术扶持那也是实

实在在的。”刘二羔说。

近年来，柳林县大力推动农业发展，积极

为农户们提供技术支撑。一方面，定期组织农技

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手把手地给农户传授像

嫁接、育苗、温控这些关键种植技术。另一方面，还

有农技培训、农业补贴，老刘和乡亲们从中受益良

多，让大家更有底气和信心发展农业生产。

如今，老两口靠着勤劳的双手和不服输的劲头，

已经种起了 11座大棚，种出的甜瓜、西瓜品质上乘，

一上市就供不应求，每年靠着这些大棚能有十几万

的收入。“咱这日子，就是靠着大棚一天天好起来的，

俩儿子娶媳妇的钱，也都是大棚里挣出来的。”刘二

羔的妻子马俊笑着说。

“种大棚这些年，虽说不容易，可也有奔头。现

在国家对农业方面大力支撑，遇到困难咱就想法子

克服，慢慢摸索，经验攒多了，路也就越走越顺。前

几年，乡镇上还惦记着咱，给每个大棚都送了块油

布，冬天能保暖，刮风天也能顶一顶，帮了大忙了。”

刘二羔眼中满是感激。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黄河滩涂上，棚外春风依旧

带着丝丝寒意，老两口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并肩走在

回家路上，他们的身影被夕阳拉得悠长，像是两株扎

根黄河岸边坚韧不拔的老藤，向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不断攀爬、生长。

春耕里的“科技范儿”

“优机优补”助力春耕生产

黄河滩涂的“春日守望者”

农资保障“粮草足”执法到位“有底气”

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植”

□ 本报记者 王洋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 本报记者 高茜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 本报记者 刘小宇

□ 本报记者 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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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吕梁山麓的薄雾中传来阵阵轰鸣。

汾阳市冀村镇古贤庄村的田野间，村民王文建轻触

液晶屏启动按钮，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 904型拖拉机

划出笔直的耕作线。“这台‘铁牛’不仅力气大，还会

‘自己看路’。”这位有着十余年农机经验的“老把式”

摩挲着驾驶室里的智能终端，“4.6万元的政策补贴，

让我们这些丘陵地区的农户也用上了高科技装备。”

今年，我市大力实施新一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贴政策，加快推进高性能播种机、丘陵山区适用小

型农机等机具优机优补，紧紧围绕粮食生产薄弱环

节、依托新一轮机补政策实施，在机具种类、资金安

排、补贴比例上向丘陵山区倾斜，进一步激发农户

购机用机热情。

“今年像这种科技化、智能化的大型机械

很受欢迎，比如像搭载北斗系统的，换挡换向

的，各类先进农机卖得特别好，今年已经

销售了 80台。”汾阳市鑫晟汽贸有限公

司董事长冯旭告诉记者。

此外，为确保新型农

机高效投入使用，我市积

极组织开展技术培

训与服务保障。农业部门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免

费培训农机驾驶员 4000 余人次，对 8000 余台农机

具完成检修维护，发放农机安全宣传资料两万份，

为农机张贴反光标识 1200 米，全面保障春耕作业

安全。

为进一步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我市组建 20
余支农机服务队开展上门服务，这些队伍深入田间

地头，提供农机检修、配件配送、技术指导等支持，

将易损零件、维修工具直接送至作业现场。

“智能农机作业精度高、损耗少，1台设备能完成

过去3台的工作量。”交城县志亮农机合作社负责人熊

武生表示，政策引导下的农机更新正在改变传统耕作

模式。据吕梁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装备科负责

人介绍，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全市新申请补贴机具

855台，使用资金306.621万元，受益户数607户。

从购置补贴到技术培训，从田间服务到安全护

航，我市通过“优机优补”政策构建起全链条保障体

系。随着春耕生产全面展开，智能农机的轰鸣声回

荡在山川田野间，精准高效的现代农业图景正逐渐

成为现实。

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政策创新与技术进

步的双轮驱动正为我市粮食稳产和农业转型升级

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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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好景看春耕 全力下好“先手棋”

春 回 大 地 ，万 象
“耕”新，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春耕备耕行动正
在火热展开。春耕备
耕不仅关乎着农民的
收成，更关乎着国家的
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为确保春季
农业生产顺利进行，我
市各地抢抓农时，早谋
划、早安排、早落实，组
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指导农民科学种
田，推广先进的农业技
术和装备，为全年农业
生 产 打 下 坚 实 的 基
础。田间地头，机器轰
鸣、翻耕土地、运苗种
苗、覆土盖膜……一派
人 勤 春 早 的 繁 忙 景
象。春耕备耕工作犹
如一粒粒种子，正扎根
在吕梁广袤的土地上，
蓄积向上的力量，蓬勃
生长。

图①为文水县马铃薯播种现场。 刘小宇 摄
图②为文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队，对县域

内农资市场进行检查。 阮兴时 摄
图③为 62 岁的刘二羔像往常一样，猫着腰悉心

照料他的瓜苗。 王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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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文水县春耕景象图为文水县春耕景象。。 薛泳沣薛泳沣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