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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向社

会公布，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聚

焦“三农”释放了许多积极信号，

特别是首次提出“农业新质生产

力”，对正在探索科技赋能高效农

业的农业从业者、管理者和科技

人员予以极大的鼓舞。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

市一直致力于提升农业科技创新

的能力水平，一些龙头企业和种

养大户早已开始了这方面的探

索，他们希望“一号文”的出台能

够进一步推动传统生产模式的改

变和升级，不断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进一步实现富民增收。

统筹/黄启艳
文/本报记者黄启艳 陈雪琴付陈陈 陈锦坤驾驶拖拉机在承租的水稻田里耙田（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明剑 摄

中央“一号文”释放积极信号，中山坚定科技兴农之路

推动农业“新新”向荣

“一号文”把“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的安全稳定供给”摆在了国家安全的
首位，并从九个方面做出部署和安排，这
给了我市水稻种植户极大的激励。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时节，中山不少
农户已经陆续展开春季田间管理。“文件
强调了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这对我们水
稻种植户来说非常重要。只有保护好耕
地，提高土壤质量，我们才能种出更好的
水稻，提高水稻的单产和品质。”中山市鹏
兴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宜伟说，自2
月23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他看到微
信朋友圈纷纷转发，大家反响热烈。

2023年，大涌镇及邻近镇区的5家
专业合作社联合创办了“中山市鹏兴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称“鹏兴合
作联社”）。作为鹏兴合作联社的理事

长，陈宜伟对文件提及与粮食生产有关
的内容尤其关注。他表示，为了提高水
稻的质量和产量，他们合作联社配备了
60多台先进农机设备，如插秧机、旋耕
机、收割机和无人机等。以插秧机为例，
以前人工插秧15个人8小时才能插完
12亩地，现在插秧机两个半小时就能完
成，时间效率大幅提升。

目前，与鹏兴合作联社合作的农户
们，正利用农闲时节，对农田进行平整或
者播种育秧。前几天，他们还新购买了平
田机，该机器能够通过卫星定位高效平整
土地，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对于新一年的
粮食生产，陈宜伟也充满信心：“有了这些
农机设备，我们对今年的粮食生产更有信
心，预计今年湿谷亩产超千斤。”

“去年晚稻单产达标了。”南朗街道

冲口村 90 后种粮大户陈锦坤对记者
说。眼下正是备耕时节，陈锦坤和家人
像往年一样忙碌，他说，水稻要高产，育
苗是关键。为了提高育秧效率和质量，
他引进了自动化育秧生产线，稻种经过
精准计量后均匀地撒在育秧盘上，覆土
浇水完成叠盘，与传统人工育秧相比，自
动化设备不仅效率更高，还能确保播种
均匀，出苗率显著提升，有机质替代传统
土壤，不仅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还提高
了秧苗健壮度。

陈锦坤和家人一直非常重视机械设
备和新型农具的使用，近年来，通过自动
插秧机、无人机喷洒农药、机械化收割运
输、粮食智能烘干等将实现稻谷从育秧
到烘干全流程的机械化，“基层农业工作
者要以发展高效率、高效益、高效能的新

农业为导向，与时俱进发展新质生产力，
大力培育良种，运用良机、推广良法，推
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实现大面积增产。”
陈锦坤说。

记者了解到，2024年，中山全年完
成粮食播种面积6.8万亩，粮食种植面
积、产量、单产连续4年实现“三增”。中
山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周志
洪表示，今年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市将
充分利用春耕生产关键时节，及时分解
粮油生产任务到村、到田、到户，同时加
快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稳定粮食播
种面积。此外，全市正处于春耕备耕阶
段，目前已派出专业服务队至镇街协助
农机检修750台，保障全市农业机械化
综合利用率稳定在较高水平。

“我们正在探索并实践着让养好鱼
更简单，推动渔业生产通过机械化、自动
化迭代，逐步实现车间养殖生产的‘智能
化’。”东边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广东本道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锦来一
直以来坚信走科技化发展道路是发展现
代农业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黄锦来一边探索“稻渔联
作、生态种养”的绿色养殖模式，一边在

“养殖工厂化”环节引入数控化装备、数
字化平台等工业先进技术体系，引入的

智慧渔业设施包括自动投料机、鱼池吸
污机、自动吸鱼机、自动检测水质盒以及
养殖信息小程序系统等等其应用效果正
逐步显现：生鱼生长更高效、质量领先、
成本降低等。

“‘一号文’提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说明了科技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
性，这单靠企业自发的投入和探索成本较
高，时间较长，更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力度
扶持农业领域的设备研发和科技创新，让
更多科技成果服务农业，惠及农业，帮助

农业腾飞插上科技的翅膀。”黄锦来表示。
“‘一号文’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今

后的工作重点、让我们更有信心探索通
过技术提升把传统优势养殖业做成富民
的大产业。”中山市石岐鸽养殖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许小飞对记者表示。

深中通道通车后，中山乳鸽火了，市
场需求的激增让石岐鸽场迎来了发展机
遇。许小飞表示，公司将在肉鸽种业提
质增效、传统肉鸽养殖模式转型升级、肉
鸽新型产业培育壮大三方面因地制宜发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他说，肉鸽品种是
肉鸽产业发展的基础，石岐鸽场将以构
建现代肉鸽良种化为目标，打造石岐鸽
良种繁育体系，开展石岐鸽纯系选育、分
子辅助选择和配套生产，育成高产、优
质、市场前景广阔的特色肉鸽品种。同
时，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强化疫病防
治，营养饲喂及标准化流程管理，推动标
准化、规模化养殖。另外，通过培育壮大
肉鸽新兴业态，推动一二三产融合，把肉
鸽产业变成富民增收的大产业。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推
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以科技创新引
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中山市近年来不断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优化政策体系，为农业科技创新
提供了有力保障。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创新
中心（以下简称“华农创新中心”）就为中山
市农业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据了解，依托华农创新中心，中山创
建了两个全国首批科技小院，分别是中
山花木科技小院、中山生鱼科技小院。

其中花木科技小院与横栏镇联合培育出
“抗寒三角梅”，让三角梅在低温天气中
也生长开花，助力三角梅“北上发展”。
2024年9月，华农创新中心正式建成“华
南农业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在深
化产学研合作、培养高素质农业科技人
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农创新中心主任杨慧荣表示：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这对我们来说是一
个极大的鼓舞，为科技平台未来发展提

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中山的科技助农体系中，科技特

派员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打通科技入镇
进村“最后一公里”，中山已选派农村科
技特派员168名，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
提供技术培训、指导和服务，推动农业科
技成果的普及和应用。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副教授
罗庆斌就是其中一员，2021年起，他组织
并主持了中山麻鸭种质资源发掘鉴定工
作，与保种单位中山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

紧密合作，系统进行中山麻鸭保种群的保
种技术支持和保种体系建设工作。2023
年9月，中山麻鸭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委员会专家组的现场核验，标志着广东
省唯一的地方鸭品种得以恢复。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科技
创新在农业中的重要性，作为一名农村
科技特派员，我深感责任重大，将继续发
挥专业优势，将更多的科技成果带到农
村，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
罗庆斌说。

■完善农业科创平台 打通科技进村“最后一公里”

■坚定走科技兴农之路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科技助力粮食增产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