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吹麦田千重浪，麦粒渐满穗金
黄。“关中粮仓”陕西渭南迎来丰收季。

连续七年种植“徐麦35”小麦品
种的大荔县韦林镇庆沣村种植户高
智斌，看到自己今年的小麦秆壮、穗
大、粒饱，心里乐开了花。

种了大半辈子地，高智斌认准一
个理儿：好种子才出好粮食。“以前，
田里种了好几个品种，哪个产量高就
种哪个。”这些年，靠着不断筛选、更
新品种，他尝到了种地的甜头。

作为“徐麦35”品种的陕西省总
代理，渭南天成丰农业负责人王乐表
示，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组成了小
麦的产量结构，而能直接影响这些因
素的唯一客观物质条件，就是种子。

多年来，徐州市农科院小麦育
种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品种改良，以
小麦品种的高产稳产、优质高产稳
产、绿色高产稳产为育种方向，先后
选育出了高产稳产代表品种“徐麦
35”，让小麦产量迈上新台阶；高产
优质中强筋代表品种“徐麦44”以
及超高产代表品种“徐麦45”，促进

了小麦产量、品质稳步增长……

良种推广鼓起农民“钱袋子”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挖掘粮食
增产潜力，路径在提高单产，而良种
贡献，功不可没。

雷繁是大荔县双泉镇仁义村“新
农人”代表。作为一名90后，流转+托
管土地2700余亩，凭着近几年在土
地上的坚守和探索，种粮种出了“名
堂”，闯出了一条靠种粮增收致富的新
出路，成了当地有名的“种粮大户”。

站在村口从南往北望去，一片

片麦田长得正旺。雷繁端详着饱满
圆实的麦穗，心里的喜气儿也在往
上涌。“‘徐麦35’小麦品种已经连
续种植了五年，从最初的500亩起
步，到如今已推广种植达2400亩。”
雷繁说，该品种不仅产量高，而且具
有耐旱、抗倒伏、抗病强等优点。

去年的烂场雨雷繁至今记忆犹
新：“作为稳产高产麦的代表，‘徐麦
35’经受住了灾害气候的考验，每斤
高出了3毛钱的市场价格销售。算下
来，合作社一季可增收80余万元。”

雷繁这些年和土地、粮食打交

道的经历，让他深深感觉到，靠良种
推广、科学选种，日子才能过得更有
奔头。迎风漫步在沃野平畴，这位

“新农人”笑得灿烂。
“今年麦子长势不错，不出意外

的话，肯定能有个好产量！”包括和
雷繁、高智斌在内许多种粮大户一
样，很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户都在
铆着劲争取丰收。在安徽宿州，从
刚刚结束的一场“徐麦35”测产会
上，实收测产面积4.94亩，籽粒毛重
3730公斤，按13.0%标准含水量折
算后，实收亩产1490.4斤。

一粒好种子种进地，一大捧优
质麦长出来。站在田间，望着一簇
簇沉甸甸的麦穗，丰收在握的种植
户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金种子

“长”出富足好日子。

“芯”麦革新充盈“粮袋子”

好种子打好粮。“徐麦35”是徐
州市农科院小麦育种团队选育而
成，并于2017年通过国家审定。

（下转第八版）

解码徐麦良种高产优质绿色“逆袭”路
——写在2024年徐麦系列小麦品种丰收定局之际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耿苏强 王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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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杨凌示范区工委主管主办

近日，收割机在陕西省渭南
市蒲城县的一处麦田里卸载收获
的小麦。

眼下，渭南市麦收已接近尾
声。今年“三夏”期间，渭南市及
时召开工作安排部署会，统筹气
象、时间、人力、农机等因素，精准
绘制“2024 年渭南市小麦成熟期
预报图”和“渭南市‘三夏’农机调
度指挥图”，挂图作战、压茬推进，
确保熟一块、收一块。截至 6 月
13 日，全市小麦已收获 435.57 万
亩，进度为97.78%。农业科技报·
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陈小文 摄

陕西渭南:“三夏”抢收保障粮食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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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蚜发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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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应对
玉米高温热害

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部署
抗高温抗干旱保夏播保全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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