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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全新工业生态、关

键基础设施和新型应用模式，对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 当前，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发展前景较为广阔。要强化产业应

用体系，支持工业互联网企业做大、做优、做强，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走深走实。

航展

﹃
高光时刻

﹄
来之不易

《黑土地保护法》实施后迎来第一个收获季——

用养并重解码黑土地丰收
本报记者 吴 浩

本版编辑 孟 飞 李 苑 美 编 高 妍

工业互联网应用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温济聪

今年，黑土地大省黑龙江风调雨顺，粮

食生产迎来“十九连丰”。

黑龙江现有耕地面积 2.579 亿亩，其中

典型黑土耕地面积 1.56 亿亩，占东北典型

黑土区耕地面积的 56.1%。记者在黑龙江采

访中发现，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

保护法》 正式实施后的第一个丰收季，人

们对黑土地的保护意识更加深入。黑龙江

多措并举，坚决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

中的大熊猫”，守好“中华大粮仓”。

推广保护性耕作

丰收季节的黑龙江，秋整地的景象随处

可见。通过深松深翻、秸秆还田等措施实现

土地“黑色越冬”，有利于第二年春耕和黑

土地保护。同时，在黑龙江西部地区也能看

到另外一番景象，大量秸秆粉碎后直接覆盖

在地表。

齐齐哈尔市龙江县位于黑龙江西部，属

于半干旱区，风沙问题突出、土壤风蚀水蚀

严重，黑土耕层薄。从 2013 年开始，为了

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干旱问题，当地的超

越现代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开始尝试

推行以秸秆覆盖还田、免耕作业的保护性耕

作模式。经过多年坚持，不仅土壤有机质含

量提升，黑土耕层没有变薄，更重要的是破

解了干旱年份玉米减产的痛点，风调雨顺的

年份玉米增产明显。

在龙江县景星镇景山村，种粮大户王克

强加入超越合作社以后，在自家地块推行保

护性耕作模式，尝到了黑土地保护的甜头。

“ 今 年 粮 食 收 成 好 ， 1 亩 地 能 打 1500 斤 玉

米，比往年多打 200 斤左右。新下的玉米潮

粮价格比去年贵 1 角钱，达到每斤 1.04 元，

真是丰产又丰收。地里大概有一半秸秆运出

来用作牛羊饲料，剩下的秸秆就覆盖在地

表，等到来年春天进行免耕种植。”王克强

今年托管了 2000 多亩土地，看着玉米丰产

丰收，他喜上眉梢。

“黑土地保护关键在于用养结合。”超越

合作社理事长魏刚告诉记者，传统耕作方式

要翻地整地，工序多、成本高、对土壤损伤

大，小型拖拉机一天只能耕作十几亩地，人

工贵、效率低。当地黑土耕层薄，翻地整地

还容易把底层的黄沙翻上来，影响地力，导

致粮食减产。传统的耕作方式必须改进，否

则合作社托管的 40 多万亩土地的成本开支

巨大，合作社也会难以为继。通过推行免耕

种植，省去了秋整地的成本，一台免耕机一

天能播种 100 多亩地，大幅提升了春耕生产

效率。从玉米产量表现看，免耕地块的玉米

不仅没有减产，反而持续实现稳产，好的年

景实现高产。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正在东北黑土区

得到普遍推广。据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的

《2023 年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技

术指引》，我国自 2020 年实施东北黑土地保

护性耕作行动计划以来，东北四省区已累计

在 223 个项目实施县实施保护性耕作 2.01 亿

亩次，2022 年实施面积达到 8300 万亩，超

额完成 8000 万亩任务面积。同期，共建设

了 56 个整体推进县和 712 个县乡级高标准应

用基地，25 个县实施面积超过 100 万亩，四

省区以点带面、梯次铺开的态势已经形成。

种植技术强地力

黑龙江存在大量坡耕地，黑土层“变

薄”“变瘦”都与水土流失有关。黑龙江省

水保所的定位观测显示，坡耕地年土壤流失

厚度为 0.6 厘米至 1 厘米。自 2019 年开始，

北大荒农业股份友谊分公司开始探索全国首

例玉米坡耕地等高种植技术，主要是改变传

统的顺坡直垄种植习惯，按照等高线起垄，

实行水平耕作。等高种植技术能有效减少水

土流失，提升土壤养分利用率，将原先农户

口中“跑水、跑肥、跑土”的“三跑田”变

成“保水、保肥、保土”的“三保田”。据

测算，等高种植技术能有效减少水土流失量

30%，提高粮食产量 5%左右。

如今，等高种植技术正在垦区得到推广

应用。在北大荒集团曙光农场，存在大量坡

耕地及侵蚀沟，不仅导致水土流失、黑土层

变薄，而且土壤保水保肥性差，粮食产量

受到影响。今年，该农场首次采用等高种

植技术，取得了预期效果。

“原来，这块地是直垄种植，今年全部

采 用 等 高 种 植 技 术 。 玉 米 的 长 势 比 往 年

好，今年一垧地少用肥料 200 斤，产量实收

实测是 14.2 吨，产量有了明显提升。”曙光

农场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工程示范

区第二管理区第四作业组种植户秦阳生说。

曙光农场农业发展部部长张锋表示，等

高种植技术模式遵循坡耕地水肥运移规律，

平衡不同坡位水分和养分含量，对农田进行

精准管理，可减少肥料投入 15%，提高作物

产量 5%，减少水土流失 30%。若农场 4 万亩

坡耕地全部应用等高种植技术，每年将节本

增效 320 多万元。

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黑土地保护

方式多种多样。作为我国目前规模较大、现

代化水平较高的种植业上市公司和重要的商

品粮生产基地，北大荒农业股份拥有黑土耕

地面积 1158 万亩。连年的丰产丰收，让黑

土耕地面临着地力透支的问题。如何扛稳粮

食安全责任旗，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一

“耕地中的大熊猫”？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用养结合、科

技支撑、综合施策’的原则，推进黑土地保

护。”北大荒农业股份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暴

勇告诉记者，目前企业集成应用了黑土地保

护“六个替代”关键技术模式，即有机肥替

代化肥、绿色农药替代传统化学农药、地表

水替代地下水、保护性耕作替代传统翻耕、

智能化替代机械化、规模化格田替代一般农

田。通过对黑土地保护综合施策，有效增强

了地力，提升了粮食生产能力。

“我们还建立了黑土保护示范区，设置

了 75 个永久土壤监测点，为开展黑土保护

研究提供数据依据。同时，落实测土配方施

肥、水稻侧深施肥、旱平免搅浆以及旱田轮

作等保护性措施。通过对黑土地的保护，这

些年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北大荒农业股份

八五九分公司总经理尹显洪说。

全面落实田长制

近年来，黑龙江通过规划引领、科技支

撑，筑牢黑土地保护利用基础，坚决遏制黑

土地“变薄、变瘦、变硬”。黑龙江探索总

结出的平原旱田、坡耕地、风沙干旱及水田

4 个黑土耕地类型区黑土地保护利用“龙江

模式”和“三江模式”，被列为 《国家黑土

地 保 护 工 程 实 施 方 案 （2021—2025 年） 》

黑土地保护主推技术模式。

黑土地保护既要从技术入手，也要建立

起黑土地保护的制度体系，这也是推行 《黑

土 地 保 护 法》 的 关 键 所 在 。 从 2021 年 开

始，黑龙江省全面实施田长制，种好黑土

地，保护责任田。

“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双鸭山市四方

台区太保镇靠山村村民杨国华是当地田长制

保护网格成员，他平时一有空闲就到地里看

看，一旦发现乱占乱建、丢弃农药外包装等

行为会当场制止。“村里设立田长制网格

员，就是要经常性管护巡查，时刻关注耕地

安全。”杨国华说。

作为“田长制”网格化管理体系最小单

元，村级网格长和网格员直接面对田间地

头，在发挥监管职能的同时，能及时发现苗

头性问题，让破坏耕地的违法行为消灭在萌

芽状态。目前，黑龙江设置了省、市、县

（区）、乡 （镇）、村和网格、户“5+2”七

级田长责任体系，让黑土耕地保护利用责任

到人头、到部门、到地块，形成全覆盖监管

机制，确保黑土耕地不减少、不退化。

“黑土地保护是一项长期工程，要提升

广大群众黑土地保护法律意识，坚决捍卫黑

土地保护法。通过强化黑土地保护和治理修

复，长远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用法治力量

守护中国人的饭碗。”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

用研究院院长刘杰表示，中低产田改造蕴含

提升粮食产量的巨大潜力，未来在做好常规

黑土地保护的同时，要把黑土地保护利用项

目和资金更多向中低产田倾斜，从而让黑土

地更好造福子孙后代。

近日，2022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举

办。大会以“赋能高质量、打造新动能”为主

题，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

度、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与会人士和业内

专家纷纷表示，应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突破，助

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经

济深度融合的全新工业生态、关键基础设施和新

型应用模式，对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

要作用。目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正取得新突

破。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工业

互 联 网 产 业 经 济 发 展 白 皮 书 （2022 年） 》 显

示，2021 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增加值突破 4 万

亿元，预计 2022 年将达到 4.45 万亿元。在应用

层面，不少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实

时连接工业设备和产品，“5G＋工业互联网”已

深入制造业各个环节。

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表示，包括沈阳在内的

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门类齐全，制造业应用场景

丰富，发展工业互联网是落实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的具体举措。通过信息化给制造业赋能，

有助于实现新型产业化、工业化、数字化、智能

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比重高，实体经济特

别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需求迫

切、空间广阔。依托工业互联网提升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企业运维等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化水

平，可激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活力，助力实现

全方位振兴。”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鲁春

丛提出，未来 5 年将是工业互联网从起步探索转

向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我国推进新型工业

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

关键时期。

当前，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发

展前景较为广阔。强化产业应用体系，支持工业

互联网企业做大、做优、做强，推动工业互联网

应用走深走实越来越成为业内共识。

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徐玉林介绍，科大讯飞

与沈鼓集团合作，提炼基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

造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需求，联合打造智能语音

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共同探索高

端装备生产制造的高价值创新应用场景，打造

“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化”应用的领先模式，

合力打造耳聪目明、能理解会思考的智能工厂

“超脑”。

“没有强大的 5G 和工业互联网就没有真正的

大数据，就没有新一代人工智能和新一代智能制

造。‘5G+工业互联网’是推进智能制造的关键

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表示，今后 15 年，

正是“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等新一轮工

业革命核心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业应

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集中优势力量实

现战略性的重点突破、重点跨越，实现中国制造

工业的高质量发展。

近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举办。

除了飞行表演的精彩连连，大

额订单更是让人瞩目：据不完

全统计，本届航展首日，在航展

现场签订合作协议的金额就高

达 2500 亿 元 ，成 交 飞 机 超

350 架。

珠海航展举办 26 年，已跻

身世界五大航展之一，成为航

空航天工业的技术交流平台和

产品销售平台。成交额是衡量

航展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对比

1996 年首届航展总计 20 亿美

元的成交额，今天的成绩单来

之不易。

航展“高光”如何炼就？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是 立 足 之

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

精神、北斗精神、探月精神⋯⋯

中国人自立自强勇攀高峰的奋

斗精神，在航空航天事业中薪

火相传。回顾历届珠海航展，

从 1996 年首届航展亮相的“空

中美男子”歼 8－IIM 战斗机，

到 2006 年的“神舟六号”飞船

返回舱，到 2016 年的歼－20，

再到今年的中国空间站组合体

1：1 实物仿真展示舱，这些夺

人眼球的“明星”无不凝聚了中

国航空航天人迎难而上的自信

与豪迈。

本届航展中，一大波“高、

精、特、专”展品集中亮相，一大

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空航

天新产品首发首秀，“中国造”

在其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也是航展“高光”的重要载体。

航展首日 2500 亿元的成交额

中，有超 500 亿元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得，涉及宇航、防

务和航天技术应用及服务产业三大板块。

中国经济腾飞是繁荣之基。26 年来，中国航展飞速进

步，与中国经济腾飞同频共振。进入新时代，中国各项基

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航空出行创造

了更多可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带来了中国

消费市场的不断升级，也带动了中国航空需求量爆发式

增长。

航空航天是技术密集型高端制造产业，带动效应强，

产业链条长。以备受关注的 C919 为例。航展开幕首日，中

国商飞公司就与 7 家租赁公司签署了 300 架 C919 飞机和

30 架 ARJ21 飞机确认订单；在此之前，C919 已累计拿下 28

家客户 815 架飞机的订单。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自行研

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它的研制

成功使我国商用飞机产业的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得到

拓展和延伸，它的畅销得益于中国强劲增长的市场需求。

坚持对外开放是活力之源。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

落后。珠海航展是中国航空航天产业对外开放的窗口和

名片。26 年来，从“跟踪发展”到“同台竞技”“对等合作”，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航空航天工业领域的技术对比发生了

深刻变化。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推动中国航空航天

产业进一步融入世界。本届航展有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740

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可见其开放度和吸引力。

珠海航展是逐梦蓝天的中国名片。这张金光闪闪的

名片折射出中国人自立自强

的勇毅、厚积薄发的坚韧、开

放进取的襟怀。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供应

链体系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严峻考验，让世界共

享 稳 定 的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红

利。参展外企普遍表示看好

中国市场，希望持续加强与中

国的合作，在中国持续扩大开

放中得到更多发展机遇。

近日，江西省宜丰县石市镇土桥村高产油茶基地里，志愿者帮果农采收茶果。近年来，当

地把油茶种植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来打造，大力推行“企业+基地+农户”“企业+合作

社+农户”等模式，从资金、技术、土地流转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农民规模化种植。

罗 霄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