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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种粮提产量　农机服务增效益
辽宁省辽中县项农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辽中县项农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立足农机作业优势，

以提升玉米亩产增收为目标，不断创新玉米增产技术，形成“服务+技

术+培训”的经营模式，辐射带动合作社成员及周边农户，实现玉米增

产幅度达15%以上，为稳粮保供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辽宁省辽中县项农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位于沈阳

市辽中区城郊街道大帮牛村，有成员43人，通过服务带动周边农户100多

户。合作社拥有固定资产价值800万元，晾晒场、仓库等农业设施占地面积

4202平方米，其中农机机库建筑面积1270平方米，有拖拉机、免耕播种机、

玉米收割机等各类农机具76台（套）。通过集成应用增产技术、强化成员技

术培训、开展农机服务等方式，合作社辐射带动成员及周边农户种植粮油作

物4000多亩a，实现玉米平均亩产超700千克、水稻平均亩产超650千克、花

生平均亩产超350千克，成员每年可获得盈余返还5万元。2021年，合作社

被评为沈阳市示范合作社。

一、科技引领，实现玉米稳产增收

合作社联合农业龙头企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一系列玉米增收

试验。

a　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1亩＝1/15公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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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办公场所

一是通过玉米割苗实现增产增收。合作社自2016年起试验玉米割苗增

产增收技术，于每年5—6月玉米生长到5 ～ 6片可见叶时，利用电动机械将

玉米苗根部起第一个叶片以上的部分割掉，使玉米整体齐高，有效提高了玉

米的抗旱性和抗倒伏能力，促进增产增收。在合作社的组织带动下，玉米割

苗增产增收技术已在周边推广3000余亩，亩均增产10%左右。

二是利用地下滴灌促进玉米增产。合作社与农业公司开展合作，由合

作社提供技术支持，公司投资100万元，开展500亩地下滴灌玉米增产试验，

利用埋在地下的毛细管和灌水器将水或者水肥混合物渗透到玉米根部附近的

土壤，减少了水分蒸发，实现了玉米按需灌水、施肥，提高了水肥利用率。

据测产数据，地下滴灌种植玉米与普通种植玉米相比，产量增加10%左右。

三是实行大垄双行“品”字种植增产。合作社采用“一垄双行＋一穴4

株”种植模式，间距宽窄交错，布局横竖成行，形成“品”字形交叉排列效

果，最大限度促进玉米植株间水、光、热等能量交换，解决了因不合理密植造

成的玉米秃尖、早衰、空秆率高和不结棒等问题，提升单产10% ～ 15%。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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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地下滴灌种植玉米和大垄双行“品”字种植玉米这两项技术通过“政府牵 

头＋合作社示范”的方式已推广应用4000多亩，受到农户一致认可，为促进玉

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贡献了有效方案。

二、技能强化，推动生产提质增效

合作社注重科技投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提升农业

综合效益。

一是组织开展新技术培训。合作社每年聘请省、市、区级农机专家，以

开现场会的方式对成员进行农机、农技方面的专题培训，为农户答疑解难。

2023年以来已累计组织技术培训8次，组织成员和周边农户学习玉米种植新

技术，了解新品种优势，帮助农户解决了深松、深翻、保护性耕作、秸秆处

理等方面的技术难题，推动合作社提高了生产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水

平，为玉米增产增收提供了技术保障。

二是开展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试验。2023年，合作社在沈阳农业大学农学

院教授的指导下，率先在辽中地区开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选择200亩

耕地按照“4行玉米＋4行大豆”进行大垄双行“品”字种植。从试验结果

看，采用带状复合种植模式，每亩地50%种植玉米，成苗3500株，产量达

到620千克左右；50%种植大豆，产量达到75千克。按照2023年收购价格

计算，带状复合种植收益与单纯种植玉米相比基本持平，实现了稳定玉米产

量、提高大豆有效供应的目的。

三是应用北斗导航自动驾驶技术。2020年以来，合作社先后投资15万

元，采购5套北斗导航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安装在大型拖拉机上，实现了播

种垄距一致、交接行清晰规整，不仅改善了作物生长时的通风和光照条件，

而且明显降低了机械化收割时玉米籽粒破损率。

三、服务保障，促进经营节本降耗

合作社不断拓宽玉米生产服务范围，在农资准备、生产服务、销售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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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辐射带动成员和周边农户共同发展。

一是统一购买农用物资。合作社利用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帮助成

员降低生产成本，每年统一购买化肥500吨、种子10吨、农药15万元，比成

员自行分散购买分别减少支出10万元、6万元、1.5万元。

二是开展生产托管服务。合作社从2018年起开展玉米代耕、代种、代

收及运输服务，为农户提供价格低、质量好、有保障的农机作业支撑。以耕

种防收全生产周期费用为例，人工作业成本每亩370元，机械化翻地起垄、

播种植保、收割拉运等合计成本192元，比人工节约178元。目前，合作社

提供的代耕、代种、代收以及运输等系列服务已覆盖当地100多户农户，每

年开展深翻、深松、免耕播种等农机作业服务面积超过1万亩。

三是与周边企业农户开展联合与合作。合作社作为中石油大客户，享受

油料上门配送服务，相当于每升柴油降低使用成本0.5元，全年节省燃料支

出达1.5万元。合作社与周边养殖场合作，将种植产生的秸秆打包，向养殖

场提供青储、黄储原料，每年增收15万元。2023年，合作社与周边养殖户合

作，共同建设一处存栏约300只母羊的养殖场，探索种养结合绿色生态小循

环模式，实现了化肥施用减量、种植养殖节本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