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封来自全国农技中心的贺信
【科技日报】9 月 30 日，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正在田间忙于全省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千亩方测产的万书波团队收到了来自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贺信，其内容

与前者入选农业农村部和山东省主推技术的“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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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信中说，围绕解决我国油料作物生产中存在的“粮油争地”问题，山东省农科院万书波研究员带领花生栽培团队，连续 13 年开展花生玉米宽幅间作高效种植模式，探索

出适于机械化条件下的粮油均衡增产生产模式……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种植模式造成的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化肥农药使用量较多等生产问题。

实际上，这封贺信来得并不突然。

9 月 30 日当天，来自中国农科院、河南省农科院、河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的专家对万书波团队用新技术模式种植的千亩方（1000 亩以上，少于 10000 亩

的方划为千亩方）地块进行测产，结果显示：每亩可收获玉米 561.3 公斤、花生 179.0 公斤，同时收获玉米秸秆 1998.5 公斤、花生秧 797.2 公斤。而该模式下收获的花生秧与玉米

秸秆混贮，可调制成优质饲草。

对于上述结果，测产专家组组长、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汤丰收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增加了 300 多斤花生，按照今年的行情，就是额外增加近一千元的收入。

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所所长张正用一组数据向记者解读：实验表明，与全株青贮玉米饲草相比，花生秧、玉米秸秆混贮饲草养殖肉牛，每增重 1 公斤，成本降低 0.5 元。

照此，每亩地可多收入 2.5 吨左右的优质混贮饲草，仅这一块，每亩地便多收入 1500 元。

记者了解到，聊城市是粮食生产大市，传统种植小麦 - 玉米，但受种粮效益相对较低的影响，农民单纯依靠粮食种植收入偏低。为破解上述痛点，聊城市高唐县创新试验、

示范推广万书波团队的“玉米 - 花生间作互惠型种植模式”。

聊城市农业农村局种植科科长樊春燕向记者表示，早在 2016 年，中国工程院 4 位院士便对“夏玉米夏花生宽幅间作栽培技术”进行测产验收，并给出“比纯播玉米每亩增

收 500 元以上，同时促进下茬小麦增产 5%-10%”的结论。在此基础上，高唐县于 2021 年建成了 3000 亩玉米 - 花生间作示范基地，推广面积达 2 万余亩，最大限度地利用玉米

边行优势、花生生物固氮作用，实现粮油均衡增产，提高了耕地利用率。

“实践证明，科技可赋能，收入能翻番。”对受益者高唐县清平镇党委书记刘传华来说，这句话显然有感而发，“我们试验推广玉米花生间作‘3+6’新模式，边上种 3 行玉米，

中间种 6 行花生，1 亩地种 4 分玉米 6 分花生，确保 4 分玉米与传统种植 1 亩地产量相当，实现了‘玉米不减产，花生保增收’，间作分别比玉米、花生纯播亩均增收 900 元和 400 元。”

新模式、新技术的叠加，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收入，实现了“一亩变成两亩田，亩均增收近千元”的效果，清平镇也完成了“粮—饲—牧—肥”一体化循环产业链条。

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该鼓励研发新模式化解“粮油争地”矛盾。现场专家认为，上述新模式的优势既在于可缓解“粮油争地”矛盾，实现稳粮增油；同时在该模式下，

花生秧和玉米秸秆混贮可高值化利用；其次，该模式能够缓解“种养不协调”矛盾，实现种地养地结合。

正因为该技术成熟度高，在我国黄淮、西北、东北及西南等地区，可因地制宜创制出成熟技术模式；同时，全程机械化、轻简化的优势有助于其推广“一臂之力”。

不过，好技术，推广好，还需要政策的倾斜。

专家建议政府能够像大豆玉米带状种植技术一样，将花生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纳入统一政策扶持的范围；同时，将玉米花生一体化播种机等配套机械纳入农机补贴，进

一步推进该技术在山东和全国的落地转化。（记者 王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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