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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蔬菜移栽的黄金时节。在金
华市婺城区蒋堂镇的天宏七彩田园家庭农场
里，一排排蔬菜幼苗整齐地排列着，好似给田
野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外衣。

“哒哒哒⋯⋯”蔬菜大棚内，鲜少看到工
人忙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机械声。

“大棚不见人，但闻机耕声。”来到农场前，省
农业机械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在电话中这样描
述蔬菜机械化种植的场景。近日，我们来到
婺城的田间地头，看种菜“小白”如何快速变
身种植能手。

“神器”助攻，蔬菜移栽
更快了

伴随着机械的转动声，一台开沟机快速
驶来，眼前，松软的土壤上均匀地划开一道道
地沟。“原本种的三月青，眼瞅着马上过季了，
翻耕后全都种上番茄苗。”在农场一角，我们
见到了天宏七彩田园家庭农场负责人章红
亮，他刚刚参加完首届中国南方丘陵山区农
业机械博览会回来。

“展会上，省农业机械研究院与浙江挺
能胜机械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蔬菜移栽机
最对我胃口。蔬菜移栽完全实现机械化。”
作为一个行动派，章红亮当即与企业达成
了初步购买意向。为了抢抓农时，工作人
员也以最快速度将机器运来婺城，以便他
能全面体验。

“开沟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去种苗吧。”
早早就来送农机的省农业机械研究院现代农
业创新与试验中心副主任滕有根一个箭步跳
上蔬菜移栽机的驾驶位并热情招呼我们。只
见机器的左右两侧各有 2 层架子，摆满了一
盘盘番茄苗，绿绿葱葱，好似一只绿色的小
燕子。

小心地进入蔬菜大棚后，“绿燕子”闪亮
登场。坐在驾驶座上俯瞰“燕子”的整体构造

和工作流程：只见“翅膀”中间安装了14个形
似倒四棱锥的投苗杯，在链条的带动下不停
转动。当投苗杯经过“燕背”上两个对称点位
时，杯壁张开，里面两穴番茄苗便间歇掉入底
部的“燕脚”——栽植器。

“快，架子上取一盘新的换上。”我们正低
头看得出神，滕有根在旁边提醒道。原来，不
一会儿，离我们最近的一盘72穴番茄苗已全
都种下。急于了解种植情况，我们喊上章红
亮一起“检查作业。”大家猫着腰，一路低头细
看。“嗯，种植深度可以。这技术，堪比几十年
的老工人啦。”章红亮调侃道。

单独“发车”，不但种歪
还漏苗

虽是移栽，我们却一致认为像开车。有
了章红亮的肯定，记者这十几年驾龄的女司
机决定单独“发车”。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工程
师楼婷婷爽快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将操作杆轻轻拨到工作挡位，出发、取
苗、投苗、栽种⋯⋯一气呵成。正想炫耀
时，尴尬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的一盘小苗
投完后，记者用右手托起新的穴盘。但
由于质地软，又有重量。小苗眼瞅就要
掉出穴盘，吓得记者赶紧用左手接住了
穴盘的另一侧。苗是保住了，但却错过
了几次投苗时机。

“漏种几穴，应该不会被发现吧？”记
者佯装镇定地继续往前开，身后却传了
小伙伴的呼喊：“你种歪了！”这下无法掩

耳盗铃了，只好赶紧喊来“师傅”找原因。“跟
我来。”楼婷婷没多说，一边往田埂上走一边
说：“仔细看看这田垄。”顺着她手指的方向，
我们顿时豁然开朗。原来，开沟时这垄就出
现了些许歪斜。要想要将苗栽齐，就得轻微
调整方向，而不是像之前那般笔直前进。

“其实，不光速度、方向，机器的栽植行
距、株距和深度都是可以调节的。”楼婷婷
说，考虑到番茄、辣椒、茄子等蔬菜苗在育苗
过程中，穴盘规格不同导致蔬菜苗大小不同，
技术人员特意设计了三款不同尺寸的投苗
杯，以便随时替换。在认真听的同时，我们还
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哪几穴漏苗，田埂上
看得一清二楚。

章红亮在边上算起了账：纯人工种植，一
亩地大概需要1个工人干上一整天。如果采
用机械，一天至少能种6亩地。目前，天宏七
彩田园家庭农场承包了 300 多亩土地，蔬菜
种植占了三分之一，一个工人一天至少 120
元人工费。“选用机械代替，省下的都是真金
白银啊。值！”章红亮不禁竖起大拇指。

再次“表演”，得到种植
户肯定

在农场体验的这一天，楼婷婷的手机铃
声常会响起。接得最多的就是农户的咨询电
话。“这不，明天又有大户约我们要体验。”她
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在不久前举办的首届中国南方丘陵山区
农业机械博览会上，蔬菜移栽机受到了不少

关注。听说它来了天宏七彩田园家庭农场，
附近好几位蔬菜种植大户陆续赶了过来，有
的还自带了菜苗，让我们现场试种。急于摆
脱“女司机”标签的记者主动承担了这项“任
务”。

这回，我们在操作之前先观察下田垄的
整体情况。蔬菜移栽机的方向控制器在驾驶
座的两侧把手上，轻轻握哪边，方向就跟着哪
边走。看到我们的“表演”，这些蔬菜种植大
户们纷纷给出好评。我们这些初学者移栽质
量都这么好，大家购买机器的想法又坚定了
几分。

蔬菜种植主要包括耕整地、起垄作畦、育
苗、移栽、植保、施肥、采收等作业环节。“前面
几个环节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难度较大
的移栽及采收两大环节仍需大量人工作业。”
楼婷婷一语道破了种植大户的苦恼，“之前也
关注过国外的相关机型，不是价格太高，就是

‘水土不服’。”章红亮感慨道。
据介绍，2019 年，金华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与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合并，农机和农艺深
度融合，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我们
希望加快实现蔬菜种植领域的‘机器换人’，
让农活越来越轻松。”楼婷婷说。

在金华天宏七彩田园家庭农场体验高效农机——

田里来了“绿燕子”开着“小车”去种菜
本报记者 陆 欣 沈 立

春耕生产进入关键期。去年打破“浙江
农业之最”再生稻百亩方亩产纪录的常山县
白石镇曹会关村种粮大户王小华十分忙碌。

王小华告诉我们，他要在 10 天左右的
时间里，将 1000 斤再生稻种子全部播种育
秧完毕。“再生稻的特点是‘一次播种、两季
收获’，种植的季节性很强，第一季种晚了，
第二季就来不及成熟，时间上一点也都不能
耽误。”王小华说，今年他请了 5 名帮工，还
用上了新机器。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跟着王小华体验
抢播再生稻，探寻他打破全省再生稻最高亩
产纪录的秘诀。

早上7时，我们抵达王小华的育秧大棚，
5 名帮工已经整装待发。一台撒播式流水线
播种育秧机已经摆放在大棚内，准备就绪。
王小华开始分配任务。“陈大姐，你把空的秧
盘摆放在流水线上，老傅和老刘，你们俩负责
往机器里不断地倒入基质土⋯⋯”

“来啦！”一边打招呼王小华一边递过
来一双劳保棉线手套，叮嘱我们一会儿跟
着他做。

“大家要和机械紧密配合好。”王小华按
下开关键，机器便开始运转。白色的塑料秧
盘被放上传送带，随后撒上一层基质土，泡发
好的稻种自然掉落在秧盘里已经撒好的土
中，经过洒水、盖土等步骤，秧盘好似一辆小
火车，在轨道上穿梭直至到达终点。

我们的任务是和王小华一起把抵达终点
的秧盘从传送带上搬至空地上，一层一层叠
放好。只见王小华将 5 个秧盘逐一摞起来，
再一口气搬到空地上。照着刚才王小华的动
作，记者依样画葫芦，秧盘 5 盘一摞，双手抓
紧最下面一个再抬起，没想到连续用力了两
次，都没有抬得起来。王小华搬完回头看到
后不禁被逗笑了。“你是第一次干这个吧，这
5 个秧盘有 20 斤呢，要是感觉吃力，就少放

两盘，3 盘一摞一搬。”1 个小时后，流水线对
面的空地上码起了小山似的秧盘，我们数了
数，大约有500个秧盘。

说话间，大棚内又来了一个人，我们原以
为是王小华新请的帮工，却听见王小华称呼
她为“禾专家”。“这是常山县农业农村局高级
农艺师何水清。”王小华介绍，何水清是常山
县最早开始研究推广再生稻生产技术的人，
下农田、访农户是何水清的日常，农户看到她
都会亲切地喊声“禾专家”。

和我们打完招呼，何水清便端起一个秧
盘，用手指插入土中。“这是测试土壤的湿润
程度，你们也来试试。”我们将手指插入土中
大约 1 个指节，指尖被松软的土壤包裹住
了。“土壤松软表示水分够了，要是感觉到明
显的颗粒状，就表示水洒得还不够。”何水清

解释。经过她的测试，这批秧盘的用水量适
中且均匀。“这也是机械播种的好处，每个秧
盘的用种量、用水量是可控的，这样能提升出
秧率，人工播种的出秧率为 70%，机械播种
的出秧率可达到 90%以上，这也为实现再生
稻高产提供了有效保障。”

“除了抢时间早播早栽，再生稻高产还要
注意些什么？”我们向何水清请教。“首先要选
择 一 个 好 品 种 。 目 前‘ 甬 优 1540’‘ 甬 优
4901’是常山再生稻的主栽品种。”何水清双
手抓起两把稻谷摊开，“左手是‘甬优4901’，
右手是‘甬优1540’，你们瞧瞧有什么区别。”
我们从何水清手里各拣了一粒种子放在
一起仔细对比，“‘甬优 4901’
稍 长 一 点 ，‘ 甬 优
1540’稍 圆 一

些。”何水清点了点头。
从2009年在常山的田间发现第一株再生

稻，到2020年常山再生稻种植技术被列入浙江
省农作物主推技术之一，再到2021年常山制定
发布《再生稻生产技术规程》衢州市地方标准，如
今，常山再生稻种植规模、生产技术和产量水平
均走在全省前列。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
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再生稻，王小华等农
户对此激动不已。如今，像王小华这样选择
种植再生稻的农户，常山县共有100多户，再
生稻种植面积达 2 万亩。“良种播下，良机耕
作，配以良技，我对再生稻的
高产信心十足。”王小华坦
言，去年，他种植的再生稻两
季 亩 产 量 达 到 1170.64 公
斤，打破了“浙江农业之最”
再生稻百亩方亩产纪录。今
年，他预计两季亩产量能够
突破1300公斤，再
创新高。

跟着常山种粮大户抢播再生稻——

一种两收 亩产吨粮
本报记者 赵璐洁 共享联盟·常山 俞国文 郑召隆

惊蛰已过，草木萌发，春耕备耕正当时。这几天，位于宁
波海曙区古林镇的育秧烘干中心迎来忙碌季。

育秧烘干中心位于古林优质高效水稻大田种植数字农
业技术集成示范项目的核心区。这是一块平整连片的田地，
已经翻耕完毕，等待新一轮的种植，而秧苗就来自于育秧烘
干中心。在这里，只见来来往往的运输车辆装载着层层叠叠
的秧苗盘，奔赴各家农户的田头。近日，我们变身“育秧师”，
体验流水线上的育秧工作。

育秧车间入口堆满了农户送来的种子，每袋种子上标注
了农户姓名。一条20多米长的流水线自动运行。在这里，农
民成了“工人”，为流水线投料。

车间深处，十几个大桶正在浸泡种子。带我们的师傅林
驰霄是这里的技术员，他说：“桶里的液体是调制的药剂。种
子要浸泡72小时，进行杀菌防病处理，用离心机脱水晾干，之
后就可以上流水线了。”

“你先换上工作服，在这条流水线上体验育秧流程。”他
递来一件深蓝色长衫，并布置起任务，“这条流水线全自动生
产，只需要5个人，一天能够生产1.2万盘秧盘。”

在这里，育秧变成了一项充满科技感的工作——数据精
确、流程精密。我们的体验从流水线塞盘开始，坐在流水线
一头，将空秧盘塞到传送带。“塞盘的效率关系到整个流水线
的产出，尽可能要加快速度。”师傅说。

一个接一个，秧盘随着传送带前进。根据生产指标，每
分钟至少要塞进20个秧盘。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3秒左右
的时间里完成弯腰取秧盘、起身塞秧盘的全过程，这考验着
我们的耐力。秧盘沿着传送带，自动覆盖上一层 1 厘米左右
的基质土后洒水，然后自动均匀撒上稻谷种子。林驰霄说：

“一层种子，基本保持在 120 克左右，这个设备可以根据不同
的早稻品种，调整不同的播种量。”

播撒完种子，秧盘就随着传送带进行再一次覆土。随
后，秧盘进入堆叠环节。设备自动将 4 个秧盘堆成一叠。就
这样，流水线的程序全部完成。经历了最前端的体验，我们
又来到最后端体验搬运工作。站在流水线边上，林驰霄提醒
说，搬运的频率要和堆叠机的节奏保持基本一致，“最近机械
臂正在保养，平时机械臂会自动将叠盘搬运到托盘上。”4 盘
一叠的秧盘端在手上，大概有 10 多斤。就这样，传送带不停
送来秧盘，我们不停弯腰、起身、传运，层层码放。一个托盘
装120个秧盘，还没完成3个托盘的传运，我们的手臂就开始
颤抖，额头也开始冒出汗珠。

结束流水线上的全过程，种子就会被统一运入出苗室，
在48小时的数字化控温下，享受到保温保湿的“待遇”实现出
芽。拉开出苗室大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室内保持32摄氏
度的最佳出苗温度，锅炉加温，铺在地面的水管散发蒸汽，在
这里几乎每一粒种子都能顺利发芽。”林驰霄说。

“今年早稻季，我们已经有30多万个秧盘的订单，比去年
多了近三成。”负责运营育秧烘干中心的宁波市海曙禾丰农
资连锁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媛媛告诉我们。今年，她明显
感受到，工厂化育秧，在农户心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工厂化育秧，秧苗的质量怎么样，划算不划算？这个问
题，农户最有发言权。在车间，我们刚好遇到了前来送种子
的 90 后种粮大户樊丹阳。“1700 斤种子全部送来了，200 多
亩早稻就托给你们了。”樊丹阳说，“我已经连续三年选择来
到这里育秧。以前我们要进行筛泥土，泥土筛了后再到田里
糊秧田，前前后后加起来可能要 10 天左右，费工费时，在这
里，秧苗个头饱满、茁壮整齐，存活率高。”她说。

种子进工厂，不仅育秧速度快，还提升了早稻育秧的质量。
李媛媛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以往靠人力，40多个人一天只能育15
亩地的秧苗，效率低成活率也低。现在工厂化育秧，5个人一天
就能育几百亩地的秧苗，不仅成活率高还节省了成本。

走进海曙种子“工厂”——

流水线上育秧苗
本报记者 应 磊 共享联盟·海曙 孙 勇

陆 欣 沈 立

应 磊

赵璐洁

编者按：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晴。早春时节，全省各地抢抓时机进行春耕备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

先进农机研发推广，加快发展水稻集中育秧中心。此外，文件还首次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再生稻。记者走进金华、宁波、

衢州，探访春耕中涌现的新气象。

扫一扫
看简印

记者（左）与省农业机械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天宏七彩田园家庭农场负责人章红亮一起检验移栽效果。 拍友 杨梅清 摄

记者（左）体验秧盘搬运。
共享联盟·海曙 蔡迪 摄

自动化流水线给秧盘洒水。 共享联盟·海曙 蔡迪 摄

记者往育秧机里倒入基质土。
常山传媒集团供图

摆盘、倒土，帮工们熟练操作着撒播式流水线播种育秧机。 常山传媒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