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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常山种粮大户抢播再生稻——
一种两收 亩产吨粮

▲再生稻

编者按：3月21日，《浙江日报》6版刊发了文章《跟着常山种粮大户抢播再生稻——一种两收 亩产吨粮》，介绍常山再生稻种植规模、生产技术和产量水平走在全省前列的
背后故事。现予以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在全新的育秧流水线上，铺土、洒水、播种、覆土等各道工序一气呵成

▲秧盘底土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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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生产进入关键期。去年打破
“浙江农业之最”再生稻百亩方亩产纪录
的常山县白石镇曹会关村种粮大户王小
华十分忙碌。

王小华告诉我们，他要在10天左右
的时间里，将1000斤再生稻种子全部播
种育秧完毕。“再生稻的特点是‘一次播
种、两季收获’，种植的季节性很强，第一
季种晚了，第二季就来不及成熟，时间上
一点也都不能耽误。”王小华说，今年他
请了5名帮工，还用上了新机器。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跟着王小华
体验抢播再生稻，探寻他打破全省再生
稻最高亩产纪录的秘诀。

早上7时，我们抵达王小华的育秧
大棚，5名帮工已经整装待发。一台撒
播式流水线播种育秧机已经摆放在大棚
内，准备就绪。王小华开始分配任务。

“陈大姐，你把空的秧盘摆放在流水线
上，老傅和老刘，你们俩负责往机器里不
断地倒入基质土……”

“来啦！”一边打招呼王小华一边递
过来一双劳保棉线手套，叮嘱我们一会
儿跟着他做。

“大家要和机械紧密配合好。”王小
华按下开关键，机器便开始运转。白色
的塑料秧盘被放上传送带，随后撒上一
层基质土，泡发好的稻种自然掉落在秧
盘里已经撒好的土中，经过洒水、盖土等
步骤，秧盘好似一辆小火车，在轨道上穿
梭直至到达终点。

我们的任务是和王小华
一起把抵达终点的秧盘从传
送带上搬至空地上，一层一层
叠放好。只见王小华将5个秧
盘逐一摞起来，再一口气搬到
空地上。照着刚才王小华的
动作，记者依样画葫芦，秧盘5
盘一摞，双手抓紧最下面一个
再抬起，没想到连续用力了两
次，都没有抬得起来。王小华
搬完回头看到后不禁被逗笑
了。“你是第一次干这个吧，这
5个秧盘有20斤呢，要是感觉
吃力，就少放两盘，3盘一摞一
搬。”1个小时后，流水线对面
的空地上码起了小山似的秧
盘，我们数了数，大约有500
个秧盘。

说话间，大棚内又来了一个人，我们
原以为是王小华新请的帮工，却听见王
小华称呼她为“禾专家”。“这是常山县农
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何水清。”王小华介
绍，何水清是常山县最早开始研究推广
再生稻生产技术的人，下农田、访农户是
何水清的日常，农户看到她都会亲切地
喊声“禾专家”。

和我们打完招呼，何水清便端起一
个秧盘，用手指插入土中。“这是测试土
壤的湿润程度，你们也来试试。”我们将
手指插入土中大约1个指节，指尖被松
软的土壤包裹住了。“土壤松软表示水分
够了，要是感觉到明显的颗粒状，就表示
水洒得还不够。”何水清解释。经过她的
测试，这批秧盘的用水量适中且均匀。

“这也是机械播种的好处，每个秧盘的用
种量、用水量是可控的，这样能提升出秧
率，人工播种的出秧率为70%，机械播种
的出秧率可达到90%以上，这也为实现
再生稻高产提供了有效保障。”

“除了抢时间早播早栽，再生稻高产
还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向何水清请教。

“首先要选择一个好品种。目前‘甬优
1540’‘甬优4901’是常山再生稻的主栽
品种。”何水清双手抓起两把稻谷摊开，

“左手是‘甬优 4901’，右手是‘甬优
1540’，你们瞧瞧有什么区别。”我们从
何水清手里各拣了一粒种子放在一起仔
细对比，“‘甬优4901’稍长一点，‘甬优
1540’稍圆一些。”何水清点了点头。

从2009年在常山的田间发现第一
株再生稻，到2020年常山再生稻种植技
术被列入浙江省农作物主推技术之一，
再到2021年常山制定发布《再生稻生产
技术规程》衢州市地方标准，如今，常山
再生稻种植规模、生产技术和产量水平
均走在全省前列。2023年中央一号文
件中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再生
稻，王小华等农户对此激动不已。如今，

像王小华这样选择种植再生稻的农户，
常山县共有100多户，再生稻种植面积
达2万亩。“良种播下，良机耕作，配以良
技，我对再生稻的高产信心十足。”王小
华坦言，去年，他种植的再生稻两季亩产
量达到1170.64公斤，打破了“浙江农业
之最”再生稻百亩方亩产纪录。今年，他
预计两季亩产量能够突破1300公斤，再
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