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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也

东北地区历来是我国的商品粮主

要产地之一，党的二十大以来，通过推

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提高

粮食产能，延长粮食产业链，从而保证

商品粮“大基地”的不断提档升级，为端

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赢得主动。

元旦刚过，记者一行来到浩淞农

业科技（大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浩淞集团”）在东北的几个分公司，

实地感受该集团为推进以农业生产托

管为服务主体的现代综合农业所做出

的努力。

据介绍，2023年浩淞集团农安县

分公司所托管农户的玉米产量达到

35000斤/公顷；米豆间作玉米亩产达

到3300斤，大豆亩产突破500斤，均

创历史新高。

2023 年秋季，该公司组织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相关专家，对浩淞集团位于吉林省农

安县小城子工业园区的耐盐碱高产

大豆示范田进行了现场实收测产，结

果显示：大豆亩产224.78公斤（标准

水13.0%）。为有效开发利用盐碱地

开辟新的途径，专家对浩淞集团的

种植技术与田间管理水平给予高度

评价。

浩淞农业科技（大连）集团有限公

司创始人、董事长黄兴华向记者介绍

说，浩淞集团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除了整个团队的积极努力外，还得益

于采取了有力有效措施。

以发展瓶颈创新业

近年来，东北地区农业农村逐渐

显现出以下现象：首先是人口老龄化。

东北是过去10年来人口净流出地区，

特别是农村中青年人口流失严重，农村

的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

其次是土地分散。联产承包责任

制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土

地分配制度又使土地过于分散，无法

实现高效率种植，这是现阶段农业种

植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

再次是配套缺失。农业生产进入

规模化之后，其自然灾害风险的规避、

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期货期权保护、

农作物销售、加工、仓储、烘干等这些

配套措施，在散户的传统农业生产中

无法利用和实现。

最后是政策导向。粮食安全是中

央高度关注战略层面的内容，每年的

一号文件均提及“三农”问题，粮食的

集约化、规模化、科技化生产受到了国

家管理层面的关注。农业生产托管补

贴、农业政策支持保险、农业生产优惠

金融支持、农机采购补贴和金融支持、

土地整理相关补贴、高标准农田建设、

大豆种植补贴等相关农业产业化的支

持政策频出。

针对中国农业产业的现状和亟需

解决的问题，浩淞集团经过4年多的

努力，目前已经累计服务农户10000

余户。业务涵盖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实用农业技术研发与应用、种子研发

与生产、粮食存储与收购、粮食加工与

贸易、肥料研发与生产、农业大数据

等。对加强土地合理科学的规划，提

高土地利用质量，减少土地利用浪费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以科学种植为引领

农业生产提高产量的根本在于农

业科技，“藏粮于技”是提高单产水平

的根本动力源泉。浩淞集团通过种植

模式和农业科技两个层面，在土地规

模化生产的前提下，将农业科技因地

制宜，标准化、模式化、精准化落地，从

而达到提高作物产量的根本目的。对

于科技的应用，专业团队是根基、标准

化生产是核心、精细化管理是保障，目

前浩淞集团拥有100余位专业农业员

工和管理者。利用先进种植模式、农

业科技，在过去4年中，单产水平比普

通农户种植提高产量15%~40%，农

业科技优势作用明显。

在农业大田作物种植领域，种植

模式的创新是提高单产最为有效的途

径。浩淞集团根据不同地域的环境基

础，开发出多种种植模式，其中玉米大

豆间作种植模式、大垄双行高密度玉

米种植模式、玉米花生间作种植模式

均取得专利与奖项。高密免耕滴灌玉

米种植模式等多种科学的种植模式，

改变了目前农户种植的方式，在株距、

穴粒、行距、密度等方面做了调整，使

单位面积的光合效率大大提高，促进

了单产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在种植模式创新的基础上，浩淞

集团开发应用了数十项能够明显提高

单产水平的农业科技，其中有八项核心

技术原理清晰、应用成熟、实践有效。

一是测土配肥。浩淞集团配备的

专属土壤检测实验室，可以根据检测

结果平衡氮磷钾配方比例，同时补充

土壤中缺少的微量元素。浩淞集团还

在肥料中提供有机质，保持土壤的可

持续生产能力。在内蒙古通辽地区，

浩淞集团为了配合当地水肥一体化的

种植模式，投资建设了水溶肥、液体肥

生产公司。

二是科学施肥。浩淞集团在施肥

方式上利用底肥加叶面肥的施肥方

式、配合滴灌水溶肥等科学施肥方式，

多次施肥、精准施肥，满足作物每个阶

段的养分需求。

三是种子筛选。农业种植“种”

为先，浩淞集团建立专业的种业团队

和实验室，根据地域种植环境选择合

适的品种，为了选育出稳定高产、性

状达标、抗性优良的品种，每年在试

验田和实验室中筛选不下百余个审

定品种。

四是种子优选。浩淞集团的专

业种业团队对于制种基地标准、种

子净度纯度、基因稳定性、发芽率等

多项指标进行严格质量把控。同

时，做好种子包衣，并进行超声波催

芽处理，保证种子种植过程中达到

设定单产水平。

五是定制农机。浩淞集团根据其

种植模式，定制了不同的特殊农机。

其中一穴多株播种机已取得国家专

利。此外，封闭除草设备、无人机等农

业机械方面都有专门定制农机，以满

足浩淞种植模式的要求。

六是封闭除草。浩淞集团的间作

种植模式，充分利用了作物的边行优

势，但是除草一直是难点。经过浩淞

植保团队多年的努力和试验，目前，浩

淞已经掌握了不同作物间作模式下，

一次性封闭除草的核心技术。

七是化控处理。浩淞集团的化控

技术讲究“既控又促”，应用先进的化

控药物，控徒长、促根系同时进行，双

向增强作物抗倒伏能力，同时促进作

物的营养吸收和生殖生长，促进穗部

发育和籽粒形成、提高单产。

八是秋季整地。浩淞集团利用先

进的整地技术，在切碎秸秆的同时，增

加特殊生物菌投放，从而改善土壤结

构，让土地进入良好的备播状态。

这八项措施的落实，为浩淞集团

的种植模式落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提高产量提供有力的保障。

以人才组织为架构

浩淞集团的组织架构相对扁平，

这种扁平结构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

浩淞集团全资控股五家区域子公司，二

是区域子公司直接管理若干种植团

队。浩淞集团实行县域公司负责制，县

域公司全面负责土地获取、农资采购、

农机配套、生产管理、耕种防收、收割入

库等农业生产环节。种植季之初在集

团财务和农技部门督导下，完成全面预

算和绩效合同签署，并据此付诸实施。

浩淞集团的县域公司负责制与集团公

司的管理管控同时并存，为了使县域公

司在成本控制、预算管理、农资采购、生

产管理、作物监控等方面符合集团公司

的标准化要求，集团公司各个职能部门

对于县域公司的各项业务执行予以监

控，并对最终结果对照全面预算和绩效

考核进行评价。

浩淞集团下设财务部、生产技术

部、商务管理部、行政人事部四个部

门。集团公司财务部负责县域公司的

全面预算审核、绩效合同生成、财务管

理、财务审计、资金调配等；集团生产技

术部，对县域公司的所有相关农业生产

环节进行监控和管理，对县域公司的种

植管理手册生成予以批准并监控执行，

督导县域公司田间普查以及试验田设

计管理；集团商务部主要对县域公司的

商务模式、合同版本予以审核，并跟踪

记录县域公司的商务相关行为；行政人

事部，主要负责对县域公司的非农项目

支出与预算比照、人员聘用与解聘、日

常行政管理等。

浩淞集团县域公司实行总经理负

责制，县域公司总经理直接管理若干

种植团队，种植团队按照事先制定好

的标准化模式进行具体的农事操作。

同时区域总经理管理财务、农业技术、

商务统计、行政人事四个县域公司职

能部门，而这四个职能部门又同时接

受集团对应职能部门的监控与管理，

职能部门实现矩阵式管理模式（县域

公司、集团公司双重管理），县域公司

总经理的精力更集中在县域公司的农

业生产管理上。

浩淞集团经过了4年的发展，招

聘、培养了百余名员工，分别在管理岗

位、技术岗位、农事岗位上各司其职，

共同打造浩淞集团的人才梯队。管理

岗位上，县域公司总经理来自于国内

重点农业企业，具有管理能力，并对农

业生产经验丰富；技术岗位上，聘用肥

料、种子、农技方面的专业人才，其中

有博士2名，硕士3名；在县域公司层

面上，每个县域公司都有若干名实战

经验丰富的农技老师，熟悉耕种防收

等各阶段的农事操作要点及细节，他

们是浩淞集团实现农业生产标准化的

中坚力量；农事岗位上，组织和培养了

数十位具有多年农事操作实践的员

工，经过统一的种植标准培训，严格按

照浩淞标准操作农事步骤，最终实现

农业增产增收。

以“五大体系”为标准

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的农业种

植离不开科学的管理体系，先进的种

植模式、种植技术需要管理体系的支

持才能够落地执行。浩淞集团在农业

生产中，每一个农事步骤都有提前设

计、执行标准和数据记录。因此，浩淞

集团的种植模式、种植技术才能够被

准确执行，从而达到设计的种植效

果。浩淞在农业生产中执行的标准和

管理体系有以下几个方面：

种植模式的标准化体系。浩淞

通过 4 年多的努力，在诸多技术专

家、种植团队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

上，将目前大面积推广的四种种植模

式进行了梳理总结，对这些种植模式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所谓农业种植

标准化，就是对种植模式的每一个农

事步骤的细节进行统一规范，标准化

的农事步骤能够使种植团队的农事

操作统一、严格、精细，从而使种植效

果趋近于设计标准。例如，在播种时

间上的把控，在常见的非标准散户

中，通常是根据自己的习惯经验种

植。而浩淞集团有严格的操作标准：

统一使用型号JHL9918土地温度湿

度测量仪，在土墒为60%以上的垄下

10厘米位置测得地温达到10度才能

开始播种。类似的农事步骤标准贯

穿于整个耕种防收的过程中，每一个

农事步骤的细节都做了这种标准化

的处理。

全面精细成本预算管理体系。浩

淞集团的精细成本预算管理体系分为

两个方面：农事成本和非农成本的全

面预算。非农成本即为浩淞集团的管

理成本、财务成本、固定资产折旧等固

定成本。可变成本在农业生产比较繁

杂，其中农资、能耗、机械、人工等各种

成本费用变化较大。浩淞集团的每一

个种植标准都被拆解为10余个农事

步骤，100余项子成本，这些子成本又

有不同项目的统计，同时这些成本又

随市场变化而变动。农事成本的精细

化管理体系，使浩淞能够精准掌握农

事成本及变动，为成本预算、商务报

价、跟踪市场、审计核算等管理内容打

下坚实基础。

种植管理手册体系。浩淞集团在

种植标准化的基础上，创建了种植管

理手册体系，也就是种植标准化的执

行体系。在服务的每一块土地的土地

信息、播种模式的具体设计内容都配

备一本《种植管理手册》，根据每一个

农事步骤的执行标准，详细记录每一

个农事步骤的执行细节。另外田间普

查的标准化记录表格也在其中。从土

地整理到收割的140多天中，种植团

队需要按《种植管理手册》的标准格式

记录所有信息，而这些信息通过县域

公司汇集至集团公司，从而实现集团

种植管理的数据化。

田间普查体系。浩淞集团在农业

种植过程中安排四次田间普查，针对

玉米品种主要是苗期、7~8叶期、大喇

叭口期、蜡熟期（籽粒从糊状转为蜡

状,已经进入成熟期，可以预测产量）

四个生长阶段。浩淞集团通过田间普

查的方式将作物生长关键时期的状态

数据化，按照标准的田间普查表格，

种植团队根据要求如实填写。同时，

集团会安排交叉检查和飞行检查以保

证填写结果真实有效。田间普查体系

对内部管理、标准监督、产量预测、投

资者服务、农业数据等诸多方面都产

生重要作用。

试验田管理体系。浩淞集团在每

一个县域公司都会安排试验田，为新

的种植模式和原有种植模式的升级打

造提供数据基础。实验的重点方向包

括种植密度、品种测试、肥料测试、种

植模式等，通过这些数据的详细记录，

对于产生结果予以评价和总结。浩淞

集团大田使用的种植标准，必须经过

试验田的测试，这是浩淞集团不断开

发新技术、尝试新品种、应用新农资的

必要基础，为浩淞集团生产技术的更

新提供实验数据支持。

浩淞集团通过以上五大体系实现

了模式标准化、预算精细化、执行模式

化、普查数据化、试验常态化，这是浩

淞集团区别于普通种植者和其他农业

种植公司的最根本的特征。通过这些

体系的打造和升级，使浩淞集团的标

准化、精细化、模式化、数据化不再是

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执行内容，为确

保浩淞集团的长远发展和不断进取奠

定坚实的基础。

为未来发展做规划

浩淞集团一直脚踏实地的按照

2019年制定的方案执行，虽然过程中

有一些调整和挑战，但总的路线一直

在坚持和延续。浩淞集团的发展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计划：建立3~5个县域

公司，确定完善3~5种种植模式，初步

打造浩淞的农业管理模式，县域公司年

度经营面积10万亩左右。此阶段重点

是实践生产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

化、模式化、精细化、集约化，有效降低

农业生产的风险并提高产量。

第二阶段计划：深耕上述3~5个

县域公司，实现种植标准化和管理现

代化，人才梯队相对完整。商业模式

多样化，县域公司年度经营面积20~

30万亩，土地逐渐连片，确立以“建立

生态农业体系，助力乡村经济结构升

级，富民、兴农，共筑乡村生态宜居小

镇”为核心目标，打造一个以乡镇为核

心的农业产业园。此阶段重点是产业

链项目管理标准化、团队专业化，全力

打造一个全新生态农业圈。

第三阶段计划：复制10个以上农

业产业园，充分实现农业产业链的延

伸，实现一二三产的高效融合，经济附

加值合理的本地化体现。使东北除了

是全国的“米袋子”外，也必将为全国人

民的“菜篮子、果盘子、肉案子”贡献一

份坚实的力量。此阶段重点是复制模

式、增大规模，拓宽盈利渠道。

目前浩淞集团进入了第二阶段规

划，已经建成了5个县域公司，管理团

队、技术团队、职能团队的构架基本完

成，县域公司年度经营面积10~15万

亩，企业将在今年扭亏为盈。

多年来，浩淞集团一直秉持初心，

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服务团队，应用

先进科技、加强现代管理、组织配套资

源，为了心中的梦想砥砺前行，为“三

农”事业发展、为推进中国农业产业化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版图片由浩淞集团提供）

为端牢自己的饭碗赢得主动
——访浩淞农业科技（大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兴华

大垄双行种植模式

米豆间作种植模式

浩淞集团创始人黄兴华

黑龙江省集贤县永安乡勤俭村支书张庆和向公司送锦旗 实地测产 浩淞团队部分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