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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浙江农业之最委员会办
公室公布了去年浙江农业之最粮油
亩产挑战赛结果，温州乐清为民水稻
专业合作社的早稻攻关田和早稻百
亩示范方分别以亩产602.47公斤、亩
产586.62公斤成绩摘得全省第一。

一样的品种、一样的气候，为什
么有的田就高产？除了祖祖辈辈传
下来的种植经验，还有哪些因素影
响着收成？又到了早稻插秧的时
节，近日，我们走进乐清蒲岐镇的为
民水稻专业合作社的早稻田，与这
块稻田的负责人卓成兴下农田搬
苗、插秧，探寻这块冠军田的高产

“密码”。

细致化
像呵护婴儿一样育苗

“哎呀，你们怎么割薄膜呀！”下
午 1 时，我们带着收秧苗的任务刚
到育秧大棚，就看到田间有几名师
傅手持刀片，沿着大棚每走几米就
在薄膜上拉开一条口子。

“你们就是卓师傅派来的新人
吧，快来搭把手。”田里的师傅们不
仅没停下来，还给我们递来了工
具。当天恰是高温天，师傅们说棚
内温度达到了 40℃，再不撕开薄
膜，秧苗就要“闷死”了。“原来，他们
这是在忙着抢救秧苗啊！”我们松了
一口气。

掀开温室薄膜，腾腾热气扑面而
来。为了加快散热，师傅们喊我们把
大棚两头的薄膜掀开，保证通风。

这边，我们忙得大汗淋漓，回头
一看，刚刚赶到的卓成兴却气定神
闲地站在田埂上，拿着一根枯草“发
呆”。“他在看风向呢！”身边的师傅
似乎早就见惯不怪了。果然，站了
一会儿，卓成兴走到了大棚边，对我
们说：“东南风，不错！大家抓紧！”

“给秧苗散热，还要看风向？”我
们很不解。

“那可不，秧苗可比我们人娇

嫩，我们得把秧苗当婴儿养。”卓成
兴说，“你觉得热了，扇扇风就行，可
是秧苗不行，如果风向不对就得遭
殃。今天刮的是东南风，水汽重，秧
苗吹着‘舒服’，可如果刮西北风，秧
苗就会迅速失水枯萎。”

我们掀开大棚，只见一整片绿油
油的矮壮秧苗长在一个个秧盘里，秧
盘拼搭铺成一条条绿带，很是壮观。
这些秧苗在20多天前还是种子。秧
盘底层铺好基质，均匀地撒上秧苗种
子，再覆上一层基质后被送入温室。
此后，卓成兴会每日观察记录秧苗的
成长动态，再做供水保暖的管理调
整。当然，精心的管理也不能保证每
一盘秧苗都长得好。我们在搬秧苗
时就发现了一些枯死的，按师傅们的
交代把它们逐一整理出来。

“好苗出好稻，苗的质量不好就
要舍弃，不然插秧后还会影响旁边秧
苗的生长。”卓成兴说。眼前这两亩
地的早稻秧苗经过21天的培育具备
了可以插秧的条件。一亩秧苗能插
百亩田。当天插秧任务很重，我们赶
紧套上了下田的雨靴，和师傅们一起
加快卷起秧苗往示范方那边送去。

精准化
厘米级规划种植方案

卓成兴的示范方选种的品种是
当地种植较为普遍的籼型常规早稻
品种“中早 39”，同样的品种，普通
田的丰年亩产大约 450 公斤，卓成
兴的示范方的成绩比普通田多了近
150 公斤。这里的种植方式有什么
不同？我们跟着卓成兴去稻田里找
答案。

沿着田埂一路向前，眼前豁然开
朗。这里远离城镇，四周开阔没有遮
挡，农田沟渠配套，被评为“浙江农业
之最”的 3 亩乐清早稻攻关田和约
100 亩早稻百亩示范方就在眼前。
卓成兴告诉我们，水稻田的地理位置
光照优势明显、排灌条件较好，这让

农田获得高产有了先天优势。
近期气温回升，4月11日起，卓

成兴的这片水稻田就热闹起来了。
经过前期的翻耕、除草、整地、施肥
等一系列步骤后，眼前的水稻田已
经一切准备就绪。

在最核心的 3 块攻关田里，农
机手陈建法正把我们运来的一卷卷
毯状秧苗“喂”入输送带，再推着插
秧机在田间来回行走作业。陈建法
是卓成兴专门请来的插秧机操作
员。只见机器走过的地方，就会整
齐地落下一排排秧苗。仔细测量，
每一丛秧苗的行距30厘米，株距13
厘米，整片田没有一处空着的位
置。卓成兴说：“他们在作业前精准
算过，每亩田插 1.6 万至 1.7 万丛秧
苗最有利于生长。”

虽然是农忙时节，但是机器换
人之后，卓成兴的农田里工人只有
七八人，效率比过去四五十人还要
高。像陈建法这样的农机手半小时

不到就能完成一亩田的插秧任务，
一天能插秧二十多亩地。见陈建法
插秧效率这么高，我们也自告奋勇
试一试。

谁知我们刚一下地，就发现这活
儿没那么简单。雨靴一下就陷在了
泥地里，水漫过了小腿。我们使劲抬
腿，可是双脚好像被吸住了一样，动
弹不得，而且越是用力，腿就陷得越
深。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手脚并用，
拉着雨靴往上拔，这才艰难地迈出了
第一步。行走都吃力，插秧的计划只
能作罢。再看陈建法，手扶着农机，
在田里行走，竟如履平地。“我们常年
在田里工作，熟能生巧了。预计这
100 多亩地两名农机手三四天就能
插完。”卓成兴笑着说。

科学化
每天做什么都有计划

一片田的秧苗插完，卓成兴就

搬来几根细长的竹竿下了地。他在
每 10 丛秧苗的两头插上杆子标为
一组。这是要对样本秧苗开展成长
生命周期记录。“等秧苗成活，每 5
天，我就要记录每片地每组样本的
成长状况，一亩地选 3 至 5 组，取平
均数值能比较准确地反映这片地里
水稻的生长态势。”卓成兴告诉我
们，这些标准化种植观念都来自一
位“高人”，这位“高人”只要看一看
苗的长势，翻一翻秧苗的成长记录
数据，就能“开方”治病。

卓成兴说的是乐清市农业农村
局高级农艺师、项目技术指导员吴
朋喜。如果说卓成兴是负责这片农
田日常管理的“总经理”，那么吴朋
喜就是棘手问题出现时不会缺席的

“总工程师”。近年，乐清农业农村
局为了进一步帮助农户提高种植的
经济效益，组建农技人员团队，为卓
成兴这样的农业大户提供技术支
撑，一田一策制定“精准种粮方案”，

通过数字化、科学化种植帮助农户
取得丰收。

“过去我们自己种水稻，靠经
验，不讲究，想歇就晚一天，想干就
早一天。现在，每天做什么都有严
格的步骤计划。”卓成兴把今年吴朋
喜来田里调查苗情制定的方案翻了
出来。我们发现，上面记录着今年
的种植目标：早稻亩产 650 公斤、连
作晚稻亩产 700 公斤，以及为了达
到这一目标，需要采购的肥料量，每
亩插秧数量，分蘖时每丛穗、粒数上
限等。“只有一点不马虎地按步骤落
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光照、温
度等自然条件，还要准确抓住施肥、
排水等关键节点，这样才能把水稻
种好。”卓成兴说。

看着卓成兴的田里这么忙碌，我
们回想起来采访的路上，其他水稻田
里都没见到插秧的机器。卓成兴解
释道，吴朋喜在调研他的农田情况
时，和他商量决定今年要冲刺连作晚
稻的“浙江农业之最”亩产冠军，为了
给晚稻争取更好的光温条件，他比其
他的水稻田提早了大约一周时间插
秧。这提早的几天时间对于下茬晚
稻早生快发至关重要。

“只要不遇上极端天气，你们就
等着好消息吧。”卓成兴乐呵呵地
说，眼里写满了信心。

乐清水稻田开始插秧了，记者跟随种粮大户下农田——

寻找冠军田的高产“密码”
本报记者 周琳子 共享联盟乐清站 陈 青

春雨暂歇。
温岭市箬横镇水田脉脉，机械

隆隆声传出老远。这里，春播春种
的“交响曲”正进入高潮。

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如今，越
来越多浙江农民告别传统耕作模
式，在农业“双强”行动引领下，借力
新技术、新农机，为全年粮食生产提
质增效打下扎实根基。

在省内首批农业“机器换人”示
范镇箬横，温岭市宏旺农业机械化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国聪家庭农场
主朱国聪是当地农民中的积极分
子。春忙时节，我们随温岭市农机
总站站长王新斌前往朱国聪的家庭
农场，体验新型农机操作，感受早稻
育秧播种最前沿。

插秧有“神器”

由一名驾驶员前方“掌舵”，另
一名女工后方辅助。伴随着机械转
动声，农机轮子深深扎入浸饱了水
的泥土里。所过之处，6 列秧苗整
齐排开，给灰褐色的田地点染上清
新的绿意。

一派忙碌的稻田间，我们见到了
朱国聪，还有他今年最新购入的5台
水稻插秧“神器”——钵苗移栽机。

远远望去，满负荷工作的钵苗

移栽机犹如稻田中展翅低飞的蝴
蝶：它的左右各有十层架子，摆满了
一盘盘水稻秧苗，绿意葱葱，组成一
双绿色的“翅膀”。

“到啦，来，站上来帮我放苗。”
朱国聪跳上一台机器的驾驶位，热
情招呼我们。

站上“翅膀”间的平台，独特的
视角让我们眼前一亮：三台插秧器
被安装在蝴蝶“腹部”，轮盘转动，一
簇簇水稻秧苗离开育秧盘，扎进水
田，细嫩纤弱似风吹便倒，偏又稳稳
地站住了。

“快，架子上取一盘新的换上。”
我们正看得出神，朱国聪发来提醒。
原来，不一会儿，插秧器上的育秧盘便
空了，三台插秧器，需要后排工人轮番
换盘配合。我们数着数、掐着表，跟朱
国聪试插了一亩地：一共插下40盘秧
苗，只用了15分钟。

“这是第二代机器，今年最新
款，‘手脚’更麻溜了！”朱国聪竖起
大拇指对王新斌说，这几天用下来，
每台每天能抵 70 个人工，效率不是
一般的高。

一位是“敢吃螃蟹”的大户，一
位是市农业部门的高级农艺师，朱
国 聪 与 王 新 斌 已 是 多 年 老 友 。
2017 年，朱国聪带领合作社引进了
全省首台钵苗移栽机，开启水稻钵
苗插秧技术攻关及配套栽培技术试
验。自此，王新斌隔三差五就会来
了解情况，跟踪进展。

“经过几年试验，我们发现，相
比传统机插，钵苗移栽插下去的秧
苗抗倒伏能力强，叶片不变黄，一插
即活。”王新斌解释，这就省去了半
个月的返青期，为下一季连作晚稻

抢得宝贵农时。
“长出的稻穗也更大，一亩地能

增产20%呢！”朱国聪连连补充。今
年，他先行探索的水稻钵苗栽插技
术，已成为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推
的种植新技术之一。

育秧有新法

钵苗移栽高效高产的秘密，就藏
在秧苗生长的育秧盘里。“如果你们
看过水稻钵盘育秧的全过程，就懂
了。”王新斌的话吊起了我们的胃口。

于是，插完一轮，朱国聪便驾驶
钵苗移栽机空盘而归，载我们来到
农场的育秧中心。

这里的生产同样热火朝天：一条
条输送带满载秧盘，自百米开外的一
个厂房内延伸而出，直达各连栋大棚
门口。合作社员工们正来回忙碌，一
边将新播秧盘从输送带上取出，搬入
棚内有序安置，等待发芽生长；一边
将发育成熟的秧苗整盘抬起，放入前
来取秧的钵苗移栽机上。

我们也进棚帮忙。只见里面每
隔一段路，就会立一块牌，上面记录
着对应区块的秧苗入棚时间。穿梭
其中，朱国聪时不时蹲下来仔细查
看秧苗长势。“1，2，3，这批还在 3 叶
期，还需再等 5 天的样子。”他伸出
两根手指同我们比划，“像这样长到
10 厘米高，抽出四片叶子，就能移
栽到田里去了。”

在一片已进入 4 叶期的秧苗
区，王新斌随手拔起几颗，向我们揭
秘：“你们看，稻秧的根系和基质土
已经紧密地盘在了一起。”接着，他
示意我们看底下的育秧盘，拔出秧

苗后，露出了几个钵状小穴。原来，
四四方方的秧盘里整齐排列着 448
个穴，每个穴长一簇稻秧，根系独立
分布，互不影响。

“插秧时，钵苗移栽机的顶针从
穴位底部的三角裂中，将秧苗连根
带土完整顶出，插入土里，根会很快
在广阔的田野里自由舒展。”他解
释，传统插秧，不论人工拔插，还是
毯苗机插，都易造成秧苗根系断
裂。用钵盘育秧配合钵苗移栽却能
做到全程不伤根。根系强壮，水稻
自然长得快、产得多。

满足自家需要的同时，朱国聪
也为周边农户提供钵盘育秧服务。
今年，他将育秧中心扩建了一倍，28
亩育秧大棚全年能为 1.3 万亩稻田
供秧。“需求很旺，目前早稻育秧日
日满产，就连晚稻订单都快排满
了。”朱国聪说。

增收有希望

几个箩筐倒立，便成了饭桌。
中午，合作社员工、农场机械手、取
秧农户等在空地阴凉处围坐一堂，
准备午餐。

“来来来，一起吃。”大伙热情招
呼我们加入。菜还没上桌，家住三
甲村的朱梅德现场表演起太极拳，
引来一片叫好。众人舒展的笑容让
我们深受感染：看来，在此种粮劳
作，着实是件幸福的事。

“现在干农活一点都不累！”坐
定后，朱梅德告诉我们，今天，他的
工作就是将浸种后的水稻种子放入
全自动蒸汽喷淋催芽机，再取出摊
晾，等待播种。

“要把水稻种子一颗颗播到秧
盘的钵穴里，也挺费神吧？”我们问。

“不用，机器自动播种的，不需要
我们播。”朱梅德指了指身边的厂房。

原来这里正是输送带的起点。
走进去一看，气吸式精量播种机吸起
粒粒小种子，盛土、落种、盖土、喷水一
气呵成，再一盘盘向育苗大棚推进。

“这种效率和精准度人工没办法做到，
必须得靠机器来。”朱国聪解释。

作为一名农机“发烧友”，朱国
聪的农场拥有各式农机 300 多套。
翻地机、无人机、插秧机、收割机等
一应俱全。水稻耕、种、收实现全程
机械化作业。

午间小憩后，朱国聪邀我们开着
翻地拖拉机，前去稻田备耕。巨大的
轮圈碾过，泥土泛起丝丝绿意。这片
土地前不久刚完成一茬西兰花生
产。如今，茎叶还田，化为稻肥。

以钵苗移栽为代表，新技术、新

机械为朱国聪的2000亩稻田争得了
更多可能：每年两季水稻的基础上，
还能增种一季其他作物。晚稻之后，
他在田里种上西兰花、大麦或油菜，
实现一年三熟，每亩年增收上千元。

“好东西要和更多人分享。”朱
国聪将大批农机组建成一支“春耕
服务队”，外出各地平整土地、疏浚
沟渠、喷洒肥药、播种插秧，将增产
增收的希望，洒向更广阔的田野。

眼下，温岭向当地农户发放了
每亩价值 150 元的“钵苗作业券”。

“政府补贴多少，农机服务费就收多
少，我要让大家不花钱就能享受新
技术！”朱国聪告诉我们，4 月以来，
他的 10 台钵苗移栽机已累计为周
边农户插下了5000多亩稻秧。

记者走进温岭箬横镇家庭农场记者走进温岭箬横镇家庭农场——

农机农机““发烧友发烧友””种田另有一套种田另有一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来逸晨来逸晨 赵赵 静静 通讯员通讯员 江文辉江文辉

稻田中，满负荷工作的钵苗移栽机犹如展翅低飞的蝴蝶；育秧大棚里，绿油油的矮壮秧苗像婴儿一样被精细照护。看似普普通通的水稻田，蕴藏着机

械强农、科技强农的力量。春耕正当时，让我们一起走进田间地头，体验新农机新农艺的高效、探求数字化育苗的秘诀。

记者尝试用机器插秧。共享联盟乐清站 陈青 摄

→钵苗移栽机正
在进行插秧作业。。

本报记者 朱海伟
周旭辉 拍友 徐伟杰 摄

上图上图：：合作社员工合作社员工
在育秧大棚搬运秧苗在育秧大棚搬运秧苗。。

周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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