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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此外还包括建设沟道衬

砌、修缮田间路、扩建粮食晒场等项

目，通过全方位综合改造升级，进一

步提高农田基础设施和耕地地力水

平，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更好

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

据介绍，高标准农田是指土地

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田配

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抗灾能力

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

适应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划定为

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

高标准农田的绝对数量对于提

高粮食产能极为重要。据《全国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规 划（2021—2030
年）》：“建成后，新增建设高标准农

田亩均预计可提高粮食综合产能

100公斤左右、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亩均预计可提高粮食综合产能80公

斤左右，节水、节能、节肥、节药、节

劳效果显著,亩均每年增收节支约

500元。规划实施后,每年可增加粮

食综合产能1000亿斤左右。”

我国预计到 2030 年建成 12 亿

亩高标准农田，加上改造提升已建

的高标准农田，能够稳定保障 1.2万

亿斤以上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

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2023年，

黑龙江省新建高标准农田 868.6 万

亩，连续 5年位居全国首位，累计建

成面积达 1.08 亿亩，规模全国最

大。2024年，黑龙江将持续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和农田

防护林更新修复一体化实施，建设

高标准农田 1400万亩、治理侵蚀沟

1.2万条、更新农田防护林5万亩。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

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关键举措。高标准农田建成

后，能够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增

强粮食生产能力和防灾抗灾减灾能

力，形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良

田。”王长斌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

才要优先将黑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和率先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设成

高标准农田，协同实施高标准农田、

侵蚀沟治理、农田防护林建设项目

一体化，最终建成旱能灌、涝能排的

现代化良田，以达到深挖粮食增产

潜力、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目的。

良种

今年52岁的范丰宝是宝泉岭地

区的种粮大户，他在多年前和另外

28户当地农民组建了适度规模家庭

农场，目前共计种植 3000 亩旱田。

“我们这几年不断增加大豆种植面

积，今年的 3000 亩耕地中将会有

53%种植大豆，剩余的 47%种植玉

米。”范丰宝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2023 年，范丰宝所在的适度规

模家庭农场种植的玉米和大豆均喜

获丰收：大豆的产量为 4吨/公顷左

右，玉米的产量为 15吨/公顷左右。

“这两年风调雨顺，粮食的收成比

较稳定。为了提高单产，我们今年

准备选取其他品种的玉米种子进

行种植。如果产量达到预期效果，

明年会进一步加大种植面积。”范

丰宝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决定着国

家的粮食供给与安全，是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关键，是支撑现代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黑龙江最近几

年粮食连获丰收，粮食新品种的推

广应用功不可没。

“良种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

有关键的作用，我们采取集团化运

营的模式，对三大作物种子、肥料、

航化药剂和部分除草剂进行统一供

应，对水稻种子统一进行浸种催芽，

统一向农户进行发放，这样可以保

证种子质量、提高用种安全。毕竟

种子是农业生产当中的第一道关

口，一旦种子出现问题，农民将会蒙

受较大的损失。”王长斌表示。

据王长斌介绍，适时改良种子

品种非常重要。“当一些种子仍然处

于高产期时，我们就会开始选择一

些适合当地条件的可替代品种进行

试验种植。”王长斌说，“一个新品种

通常要经过两年至三年的试验种

植，在此期间不仅要保证高产、同时

还要实现稳产，只有这样才会向农

户进行示范推广。”

2024年黑龙江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2024年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推进育种联合攻关，支持“育

繁推”种业企业做强做大，建好国家

级良种繁育基地。

黑龙江省种业技术服务中心日

前按照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的要求

和部署，组织科研院校、种子企业和

推广单位专家，对玉米、水稻、大豆、

小麦等农作物优质高效品种进行了

评定，筛选出适合黑龙江全省不同

积温带种植的主导品种327个，作为

2024年黑龙江农业主导品种，同时

研究制定了《黑龙江省 2024年农作

物优质高效品种种植区划布局》。

按照《黑龙江省 2024年农作物

优质高效品种种植区划布局》，每个

积温带推荐3—5个适宜种植的优质

高产大豆、玉米、水稻品种，指导农

户合理选种，不越区种植，实现全省

大豆、玉米、水稻优良品种推广应用

全覆盖。

良种还需要良法、良技等的配

套，这是有效提升粮食单产的组合

拳，因此为了提高粮食单产，要根

据作物的不同品种配套相应的栽

培模式。“北大荒农业股份下属的

16 家农业分公司拥有各自的全过

程智能控制的浸种催芽和育秧等

生产服务设施，提升了农业标准化

水平，强化了技术优化集成，集成

组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水稻、

玉米、大豆高产栽培技术模式，通

过各分公司示范基地和示范户进行

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提升粮食产能

提供技术支撑。”据上市公司北大荒

（600598）主管农业发展的副总经理

姜耀辉介绍。

良机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前，

范丰宝正驾驶着镇压机仔细地镇压

耕地。在相邻的一片耕地里，一台

分层施肥机正在对耕地进行春耕前

的施肥。“现在需要抓紧农时对耕地

进行镇压，这样有助于保全苗，令作

物更齐、更壮，才会有助于实现粮食

的增产。”范丰宝说，“提高粮食单

产，除了需要适时改良种子品种之

外，还要使用先进的农机装备进行

农机化作业。我们从春耕前的整

地、播种、田间管理到最后的粮食收

获，已经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操作。”

范丰宝以目前使用的气吸式种

肥双电控播种机为例，因为是利用

北斗导航实时进行传感数据监测，

确保了播种施肥的匀度，避免了地

轮式播种机可能会造成播种施肥不

准确的问题，一方面令工作效率提

升了50%左右，另一方面也提升了粮

食产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目

前，宝泉岭分公司农机总动力已经

达到 17.4 万千瓦，大中型农机具超

过 7000台套，农机田间作业综合机

械化率达到99.9%，玉米和大豆已实

现全程机械化，机械化率达到100%。

“通过使用国际上先进的农机

具进行作业，我们的玉米单产达突

破了 1062.1公斤/亩，成功达到了吨

粮田的目标。”王长斌告诉证券时报

记者，有机大豆在种植时不能使用

任何化肥和除草剂，现在使用智能

除草机器人，一个小时可以完成 60
亩地的除草任务，而如果是利用人

工除草，完成 60亩地的除草任务至

少需要 30人次。另外，通过推广卫

星导航、精量播种、智能育秧、精细

收获等耕种收关键环节智能先进适

用装备和技术，达到了减损就是增

产的目的，真正实现了“颗粒归仓”。

王长斌说，现代化农业离不开

先进的农机，有了好的标准化农机

才能保障作业质量，提高农业生产

能力和粮食产量，因此要严选作业

机车，选择作业精确度高、效率稳

定、状态极佳的农机装备作为基础

保障。

据北大荒 2023 年年报，截至

2023年末，区域内实现农业机械总

量达 32.99万台套，农业机械总动力

达 361.2万千瓦，农业综合机械化率

达99%以上，公司所属各农业分公司

在农业作物防虫防病方面实现了飞

机航化作业。

据姜耀辉介绍，该公司区域内

大规模配备了大型、现代、智能化的

动力机车及配套高性能联合整地机

械、精密播种机械和联合收获机械，

实了旱田整地、播种和收获全程机

械化；配备了高桩重型灭茬机械、自

平衡双轴搅浆整地机械、卫星平地

机械、大棚平床播种机械、高性能插

秧机械等，有效提高了水田的作业

效率；配备了履带式拖拉机、收割机

及防陷半链轨等抗灾性较强机具配

备，有效提高了农业抗灾能力；针对

农业“减化肥减农药”行动，公司重

点引导种植户应用了水稻测深施肥

机械，有效实现了精量施肥和精准

施肥。

《黑龙江省 2023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中提

出，2024年要深入实施农业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争创国家智慧农业引

领区，高质量建设大型大马力高端

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

导区，持续壮大研发队伍和产业规

模，农机作业智能监测终端数量达

9.2万台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稳定在98%以上。

重任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

考察时强调，我国有14亿多人口，粮

食安全必须靠我们自己保证，中国

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要建

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

营，加强政策支持和示范引领，加大

良种、良机、良法推广力度，在精耕

细作上下功夫，进一步把粮食单产

和品质提上去，让种粮也能够致富，

进而吸引更多农户参与发展现代化

大农业，真正把中国特色农业现代

化之路走稳走扎实。

据新华社 4月 8日报道，记者从

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务院近

日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

升行动方案（2024—2030年）》，全面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

基。行动方案提出，到 2030年实现

新增粮食产能千亿斤以上，全国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

在过去十余年我国粮食产量提

升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的贡献尤其

突出。以黑龙江为例，该省是我国粮

食生产的第一大省，粮食总产量、商

品量、调出量三大指标位居全国首

位。2023年 12月 11日，国家统计局

公布2023年粮食产量数据显示：2023
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二十连

丰”，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到22114.65
万亩，占全国的 12.4%，同比增加

89.85万亩，超国家下达任务287.75万

亩；粮食总产量1557.64亿斤（历史第

二高），占全国的11.2%，连续14年位

居全国第一，同比增加 5.04亿斤，超

国家下达任务19.94亿斤。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

人此前曾表示，黑龙江要创新农业

经营方式，持续提高规模化、集约

化、标准化、专业化生产水平，力争

到 2026年，全省粮食综合产能提高

到1800亿斤。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黑

龙江作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的重要

政治责任和首要担当。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要把粮食增产的重心

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进一步为

黑龙江指明了今后粮食产能提升的

主攻方向。

在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中，素有大国粮仓之称的黑龙

江省无疑又将肩负重任。黑龙江省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

要坚持稳面积提单产增总产，实施

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推进良田良

种良机良法良制融合，主攻大面积

提升粮食单产，打造更加稳固可靠

坚实安全的“大粮仓”。

据 2024 年黑龙江省委一号文

件，黑龙江在 2024年要全面实施千

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确保全省粮食

播种面积在 2.18 亿亩以上，总产量

1500亿斤以上，建好建强国家重要

商品粮生产基地。实施大豆、玉米

和水稻单产提升行动，集成推广良

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持续提高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把年度任务逐级

分解落实。

科技赋能挖掘增产潜力
黑龙江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4月 15日晚间，宁德时代（300750）
披露了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显

示，公司一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797.7亿

元；净利润105.10亿元，同比增长7%；扣

非净利润92.47亿元，同比增长18.56%；

经营性现金流持续强劲，达到 283.6亿

元；期末货币资金达2886亿元。

据SNE Research数据，2024年1—2
月宁德时代全球动力电池使用量市场

份额 38.4%，持续稳步提升。根据动力

电池联盟数据，2024年 1—3月，宁德时

代 在 国 内 动 力 电 池 市 场 份 额 占 据

48.9%，同比提升4个百分点。

在技术创新方面，近期，宁德时代

发布了集“5年零衰减，6.25兆瓦时级、

多维真安全”于一体的天恒储能系统。

4 月 15 日，穆迪评级基于对宁德

时代行业地位、领先技术、良好需求

前 景 、多 元 化 客 户 基 础 、高 进 入 壁

垒、审慎财务政策的认可，将宁德时

代主体评级进行上调，由 Baa1 上调至

A3，并给出稳定展望。同时将宁德时

代 全 资 子 公 司 Contemporary Ruiding
Development Limited 发行的有担保的

高级无抵押债券评级上调至A3。
业内人士分析，在定价压力加大的

情况下仍能保持稳定的利润率、低杠杆

率，且净现金头寸不断增加，反映了宁

德时代审慎的财务政策。这些是穆迪

此次上调评级的考量点。

据悉，穆迪是继惠誉后第二家对宁

德时代授予A区间评级水平的国际评级

机构。去年 6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

一的惠誉将宁德时代的长期外币发行

人违约评级及其高级无抵押评级自

“BBB+”上调至“A-”，发行人违约评级

的展望稳定。这是宁德时代首次获得

惠誉的A区间信用评级。

在此之前，中国仅有为数不多的企

业获得过国际“三大”的A区间评级。而

此次获得穆迪的评级上调，则在一定程

度上透露出国际评级机构对宁德时代

信用资质充分认可的态度。

业内人士分析，这将进一步提升宁

德时代在国际资本市场的稳健形象，并

提振境内外债券及股权投资者对于以

宁德时代为代表的优质中资民营企业

的投资信心。据了解，截至目前，宁德

时代同时也持有标普授予的“BBB+”信

用评级，正面展望。

宁德时代一季度净利105亿
穆迪上调评级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受益于海外市场强势拉动，艾比森

（300389）4月 15日晚间披露年报显示，

2023年公司盈利同比增长超过五成，并

且储能设备业务开始贡献收入。

去年艾比森实现营业收 40.06 亿

元，同比增长 43.29%，归母净利润 3.16
亿元，同比增长 55.53%，基本每股收益

0.8723元；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含税）。

对于业绩增长，艾比森表示，主要由

于公司完善全球销售网络，签单及收入

延续高增长态势。去年公司含税签单

约 53 亿元，同比上年增长约五成。其

中，海外市场营业收入在2022年76%的

高增长基础上，去年再度增长约46%，达

到约26亿元。相比之下，国内LED显示

市场基数大、渗透率高，但公司因差异化

的“品牌整机”市场定位显现成果，国内

也取得约38%的增长，高于同行增幅。

分区域来看，去年艾比森来自境内

收入占比最高，约 36%，而来自亚洲（中

国以外）、南美洲市场收入增速最快，分

别增长近八成和约66%。

艾比森加强渠道建设，持续结构优

化和质量提升。去年公司全球渠道商

约6000家，核心渠道数量同比上年增长

53%，高绩效渠道数量同比增长37%，渠

道签单同比增长 108%。中国渠道签单

同比增长超过 100%，国际渠道签单同

比增长超过70%。

除了LED产品，艾比森开拓了储能

设备产品，去年实现营收约379万元。

去年艾比森涉足新能源业务，从事

新能源储能业务，专注于家庭储能和工

商业储能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据

介绍，公司新能源产品组合在有序地进

行开发、认证、发布上市，国内外营销推

广及渠道布局工作有序开展，智能工厂

产线按计划布局之中，部分项目已成功

商用交付。

艾比森表示，公司显示业务将继续

聚焦LED大屏业务，进一步深耕垂直细

分市场，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直销经销

相结合、多品牌联动的业务组合模式。

根据公司三年（2023-2025）战略发

展规划纲要，稳步实现三年百亿的阶段

性战略目标。2023年公司已实现签单

约 53亿元，公司将力争 2024年实现签

单80亿元，2025年实现签单100亿元。

自2023年以来，艾比森股价累计上

涨（前复权）约 71%，最新报收 14.66元/
股。去年第四季度，王斌管理的华安聚嘉

精选和华安精致生活再度减持，期末持股

1.41%和1.16%，艾比森员工持股计划、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二零零六组合以及大成

互联网+大数据则新进前十大流通股东。

海外LED市场强势拉动
艾比森去年盈利增逾五成

孙宪超孙宪超//摄摄 周靖宇周靖宇//制图制图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4月15日晚间，康达新材(002669)发
布公告称，子公司投资建设半导体光刻

胶核心材料光引发剂技术研究和产业

化项目。

据披露，为深化落实公司“新材料+
电子科技”战略布局，进一步优化公司

控股子公司彩晶光电产品结构，填补国

内空白，实现国产替代，解决光刻胶核

心材料“卡脖子”问题，突破国际技术和

市场垄断，有力提升我国光刻产业链自

主可控水平，彩晶光电拟投资建设“半

导体光刻胶核心材料光引发剂技术研

究和产业化项目”。

公告显示，该项目投资金额 2.89亿

元，预计建设周期为 24个月；项目总规

模为光引发剂603吨/年。

从行业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光刻

胶产业链雏形初现，从上游原材料、中

游成品制造到下游应用均在逐步完善，

且随着下游需求的逐渐扩大，光刻胶市

场规模显著增长。

政策层面，光刻胶及其关键材料的

工艺技术、测试和下游认证均存在较高

的技术壁垒。近年来，光刻胶行业受到

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家产业政策

的重点支持，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

支持光刻胶行业发展，为光刻胶行业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此背景下，康达新材把握我国光

刻胶市场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根据打造电子信息材料“第二增长极”

战略，实现产业链的延伸。该项目旨在

完成光刻胶关键材料中试和量产工艺

技术研究，形成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体

系，建立成熟、稳定的品质控制标准和

管理体系，实现光引发剂产品规模化生

产，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的自主

可控水平。

据 介 绍 ，目 前 彩 晶 光 电 已 掌 握

TFT 液晶面板正性光刻胶核心原材料

光引发剂（PAC）及半导体集成电路光

刻胶光引发剂（PAG）的生产技术及工

艺，多项产品在目标客户处进行了性

能测试。

彩晶光电拟在此基础上，通过上述

项目的开展完成产品中试和量产工艺

技术研究，并最终形成光引发剂的产业

化生产能力。

康达新材子公司拟投建
光刻胶光引发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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