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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迎秋收

【新华网】金秋十月，冀南大地一派丰收景象。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阎里村

的农田里，一台台农机往来穿梭，看着眼前果穗硕大的玉米和颗粒饱满的大豆，种

粮大户王志刚喜上眉梢。

今年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在稳定净作大豆面积前提下，依托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重点在玉米主产区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模式，实现大豆玉米协同高产，助力粮油生产提质增效。王志刚今年套种了 400 亩。

种庄稼的“老把式”都知道，大豆和玉米的“爱好”不同，如何让两种管理模

式截然不同的农作物套种实现丰产，很多人摸着石头过河。

“在生长期，我们发现大豆明显长得过慢，通过检测分析，是光合作用不够。

因为大豆是矮株，玉米是高秆，而且玉米是密植，玉米秆上的叶子遮住了大豆植株

的光照，同时影响了透气性。”在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冀东国家农作物品种

区域试验站负责人陈继东说。

“通过实验，我们尝试打掉了玉米秆腰线以下的叶子，同时有选

择性地在对侧成比例错位掰掉腰线以上的叶子。这样，不仅大豆的透

光透气问题解决了，玉米植株本身的透气性也增强了，玉米和大豆成

了双赢的‘好邻居’。”陈继东说。

为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河北多地农业部门为农户量身定制“田管方案”，派

出农技服务小分队前往田间地头，提供跟踪服务，帮助农户科学管理。

“我们对玉米定向铺设微管，定期浇水，冲施氮肥，确保玉米生长有充足水肥。”

南和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说，在玉米生长关键期，气象部门在一些

种植基地安装了温湿度记录仪，实时监测农作物生长的温度、湿度等信息，并根据

数据预测病虫害发生的概率、程度，为农户浇水、施肥、打药等田间管理提供科学

管理意见。

“大豆亩产 200 多斤，玉米亩产 1200 斤左右。玉米基本不减产的基础上，增

加了一季大豆的收入，这样比单一种植玉米每亩多收入 600 元，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王志刚说。（记者郭雅茹、赵鸿宇）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一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农民驾驶农业机械收获大豆。
（受访者供图）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一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
农民将收获的玉米装车。（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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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报】10 月 12 日至 14 日，汝城县委党校 2022 年第二期科干班全体学

员先后到沙洲分校、资兴党校、郴州党校以“感悟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为主

题开展异地教学。

10 月 12 日，第一站，学员们来到郴州市委党校沙洲分校，开展“跟着总书记

的脚步看沙洲”为主题的现场教学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和“半条被子”的故事，

学员们进一步接受初心洗礼，感悟红色文化，提升党性修养。当天晚上，学员们开

展沉浸教学，集体观看电影《湘南起义》，“浴血重生朱德率部奔湘南”“风展赤

帜百万之众斗敌顽”“波澜壮阔创建苏维埃政权”“战略转移湘南义军赴井冈”全

方位展示了湘南起义历史过程，观影后学员们纷纷发表意见，幸运生活湘南这片热

土并在这里生活和学习，应该更加珍惜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珍

惜学习的时光，立足本职工作，主动担当作为，提升服务群众水平。

10 月 13 日，天气晴好，秋意浓浓的资兴红色流华湾乡意浓厚，景色秀美，一

排排干净整齐的青砖瓦房，映入眼帘。随着资兴党校老师的讲解，学员走进资兴市

苏维埃政府旧址，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通过参观东江移民博物馆

进行现场教学，让学员们深刻地体会到东江库区 6 万移民演绎的“舍小家、为国家”

的英雄壮举，气吞山河，可歌可泣，后人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最后一站，学员们来到了苏仙区核工业 711 功勋铀矿教育基地，参观中国第

一功勋铀矿——711 矿，它是 " 两弹一星 " 精神的发源地之一，为第一颗原子提供

了铀原料，为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学员们通过观看记录片和井下情况，在讲

解员的介绍下，了解到建矿初期，建设者们以荒山为邻，与野兽为伍，不惧艰险，

迎难而上，用钢钎凿孔放炮，用土箕扒子出渣，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了铀

原料。学员们纷纷表示，建设者在中核 711 铀矿开采中 , 不惧困难、勇于创新的精

神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努力的方向。

此次异地教学虽只有短短的三天，但学员们收获颇丰，纷纷表示，今天的和

平幸福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传承和弘扬“半条被子”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坚守初心使命，扎实工作，

为加快推进建设“红色沙洲、温泉之都；中国汝城，幸福边城”作贡献。（通讯员 

朱忠达 朱诗怡 陈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