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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亲手里接管粮田

张良杰祖籍安徽合肥，1997年，张良杰的
父母在平湖承包了第一块土地，开始了他们的
种粮之路，也是那年寒假，年仅 10岁的张良杰
第一次踏上了平湖的土地。之后的每一个寒暑
假，他都会来平湖给父母“搭把手”。自此，农业
慢慢刻进了他的人生轨迹中。

2011年，张良杰的父母亲决定去江苏发展，
想把这几十亩地托付给他，但张良杰下意识就
说：“这绝对不行。”种地又苦又累、风吹日晒的，
对于二十出头的他来说，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出
路。但看着父母十几年的心血，张良杰还是答
应了下来：“那就试试吧！”

既然答应了，那就要干出点样子来。从父
母手里接过40多亩地，张良杰兴冲冲地开始了
种田。可第一年张良杰就犯了难。尽管帮着父
母种过几年地，但他还是个种粮“小白”，以前有
父母引路，无非是些体力劳动，而现在什么事都
要亲力亲为，从播种、管理到收割，都需要自己
进行规划把关。

农时不等人，粮食想要丰产，田间管理就得
赶在最佳时间，张良杰只能硬着头皮自己琢
磨。他靠着给父母帮忙的经历以及父母的指导
开始了种田。

很快，第一年的收成揭晓，刨去成本，水稻
最后收获了 2万元，细算之下，小麦还亏了些
钱。

这不禁让张良杰开始反思“父母辈工具这
么落后，而我学了这么多新知识，怎么反而种
不下来。”于是，他找到了周边农户“讨经验”，
深入了解下来，才发现自己忽视了很多田间管
理的细节。错过一步，都会反映在粮食收成
上。这次，张良杰意识到种粮并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

到了第二年，张良杰更加认真地与这片
土地相处。“勤”，是他找到的新密码。每天坚
持巡田是张良杰雷打不动的“功课”，用他的
话来说，每天总要看一眼这片土地才觉得安
心。

这之后，张良杰的农田越扩越大，种起粮来
也越来越像样，一边扩大规模，一边添置设备，
几年下来，育秧、翻耕、播种、除草、除虫……田
间管理最难的几项工作，张良杰全部熟练地掌
握了，为了种好地，他还陆续购置了撒肥机、植
保无人机等先进农业设备，全程机械化操作省
时省力。“种粮一定要讲科学。”张良杰说，“良
种”和“良技”都要跟上，现在他专注于农药配
比、育种改良等方面，蹚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种
粮之路。

2014年，张良杰遇到了钟埭街道的高级农
艺师朱春弟，两人在种粮方面一拍即合，开始了
长达十余年的默契合作。在张良杰身上，朱春
弟看到了那股子韧劲，所以每当有好的水稻项
目，他总是喊上张良杰一同研究，而张良杰也十
分好学，只要一有空就去参加农业部门组织的
各种培训。

原先说着“绝对不行”的年轻人，默默地在
这片土地上耕耘了 13年，为农业奉献了青春，
为种好粮耗尽了心血，也在不知不觉间培养出
了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感。2016年，在张良杰
和父母的影响下，哥哥张良成也在曹桥街道石
龙村承包了1000多亩农田。

如今在农闲的时候，大家就会在一起讨
论如何提升粮食的产量和质量，齐心协力的一
家人，在广阔田野里一样大有可为。张良杰还
开玩笑说，已经有了将儿子培养成“农三代”
的打算。

十几年扎根农村一线，张良杰在这片土地上
写满了“丰收的故事”。在他心里，获得什么荣誉
并不重要，一以贯之种好粮才重要。

五次荣获浙江“农业之最”，张良杰并没有止
步。正如他所说，30多岁正是拼搏的年纪，而他
也确实一直闯荡在创新的前沿。张良杰立志成
为一名“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要会种田，还要

“慧”种田。
如今的张良杰，“上天”“入地”，样样都是好

手。2015年，张良杰在全市率先尝试用无人机进
行播种，正式走上了机械化种植的道路。2018
年，他自己购买了无人播种机并考取了资格证，
成了一名专业“飞手”。

自 2015年起，张良杰先后投入了 400多万
元，购买了无人机、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等农
机具。翻地、插秧、灌溉、打药……每当农忙时
节，在张良杰的农田里穿梭忙碌的不是农人，而
是一辆辆现代化农机。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大大
降低了种植成本。

“天上开飞机，地下开农机”已成为张良杰的
工作日常。今年下半年，在浙江省“三秋”机械化
生产现场演示暨水稻机收减损技能比赛中，张良
杰荣获三等奖，为嘉兴市唯一获奖的选手。这也
是他今年继获得嘉兴市机收减损大比武二等奖
后第二次在该领域获奖。

新农机的加入，让种植从“体力活”向“技术
活”转变，也打开了他的种粮思路。2019年，一

次去湖北恩施学习的机会，张良杰偶然知道了
富硒米这种高附加值的大米。回到平湖后，张
良杰就协同浙江大学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团
队开展功能性富硒稻的引进与开发，在钟埭街
道建立一个功能性富硒稻米产业基地。2022
年，第一年试种，从筛选确定适应本地种植的优
质高产的水稻新品种开始尝试，首年便试种成
功，稻米有机硒含量达到每公斤 200微克以上，
比普通大米售价提高 40%以上，提高了稻米的
附加值。

通过张良杰的田间试验，形成与富硒稻米相
配套的集成技术规范，示范推广到了当地技术人
员和农民当中。如今全市富硒稻种植面积已扩
大到了1000多亩，农户种粮效益倍增，加工后的
大米售价每公斤可提高5至8元。

年轻的张良杰，始终是高新技术试验应用的
“排头兵”。2019年，他承担了浙江大学“真打粮”
产品的试验；2021年至今，承担省、市、县等水稻
小品种高产优质品种试验；2022年承担了市单季
晚稻一次性施肥关键技术集成研究试验。目前
在嘉兴市较大面积采用了试验技术，例如“真打
粮”目前在嘉兴累计推广了20多万亩。

如今，张良杰已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
而他却把目光放到了更多普通农户身上。在他
心里，不仅要自己种好粮也要带领大家一起种好
粮，他积极向周边农户传授种植经验，将他学到
的科学种粮、机械种粮的本事教给大家。

一颗初心为沃野耕新

五破五破浙江浙江““农业之最农业之最””

■■记者记者 殳璐妍殳璐妍 黄雨欣黄雨欣 通讯员通讯员 郑凯欣郑凯欣 陈明远陈明远

————““粮二代粮二代””张良杰的非凡张良杰的非凡““稻稻””路路

时序更替时序更替，，转眼入冬转眼入冬。。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钟埭街道得稻家庭农场上静谧如画钟埭街道得稻家庭农场上静谧如画，，早有一个身影已在田间早有一个身影已在田间
默默穿梭默默穿梭，，或是蹲下身来看看作物的长势或是蹲下身来看看作物的长势，，或是清理下田间的杂草或是清理下田间的杂草。。这道美景这道美景，，与远处水墨的乡村相映成趣与远处水墨的乡村相映成趣，，尽享江南尽享江南
的丰饶与美丽的丰饶与美丽。。

翻开得稻家庭农场的翻开得稻家庭农场的““发展史发展史””：：20222022年年，，打破打破““小麦最高亩产小麦最高亩产””和和““最高百亩方亩产最高百亩方亩产””两项浙江两项浙江““农业之最农业之最””；；今年今年66月月，，
他又刷新了自己的亩产纪录他又刷新了自己的亩产纪录，，再次打破浙江农业再次打破浙江农业““最高百亩方亩产最高百亩方亩产””纪录纪录；；今年今年1111月月，，农场申报的农场申报的““高粱百亩方最高单产高粱百亩方最高单产””
和和““攻关田最高亩产攻关田最高亩产””远超浙江省百亩方纪录和攻关田最高产量纪录远超浙江省百亩方纪录和攻关田最高产量纪录。。得稻家庭农场负责人张良杰从一名种地得稻家庭农场负责人张良杰从一名种地““小白小白””，，
到五破浙江到五破浙江““农业之最农业之最””；；从从2424岁到岁到3737岁岁，，不断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不断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仲冬已至仲冬已至，，看着农场刚刚种下的小麦看着农场刚刚种下的小麦，，张良杰心中充满期冀张良杰心中充满期冀，，对他来说对他来说，，这又是一片这又是一片““新希望新希望””。。

不断登高的种粮好手

“种粮不是本事，种好粮才是本事。”张良杰
说。这片不起眼的土地，短短三年间，却创造出
了五个“奇迹”，种出了属于自己的粮食“一片
天”。

如今，得稻家庭农场面积已达到了1600亩，
尽管有人质疑种粮食的前景，张良杰却用行动证
明了自己的选择。2022年，张良杰在 1600亩地
里开辟出了106亩作为小麦高产示范方，一头扎
进麦田，每天过着家和农田两点一线的生活。日
复一日泡在麦田里，卷起裤腿，撸起袖子观察小
麦长势。

土地是最诚实的回馈者。2022年，张良杰的
小麦示范方里传来好消息，测得小麦最高亩产
577.04公斤，百亩方平均亩产 542.25公斤，双双
打破保持了 11年的浙江“农业之最”纪录，小麦
种出了“大名堂”。

探究其中原因，张良杰说，从“随意”到“精
准”是关键。原来的种植没有详细的规划和栽培
模式，而在这次小麦示范方里，他三天两头就跑
过去看，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专家和浙江农科院
的专家学者一起帮忙记录着小麦生长的各个参
数，研究小麦耕种管收的精细需求。

首次打破纪录，犹如一针“催化剂”，让张良
杰的干劲越发足了。2023年，张良杰看中了一台
樱田复式精量播种机，将它引进并进行自主改
良，这是平湖的首台套。也正是这台机器，帮他
拿下了今年小麦亩产的新纪录。“提升小麦产量，
不仅要精细化，也需要科技化。”张良杰说。经过
反复测试，张良杰对小麦播种距离等参数进行了
重新调控，还搭上了拖拉机，在小麦播种过程中

实现一体化同步作业，为小麦大面积单产提供了
有力保障。2023年，得稻家庭农场种植的小麦亩
均单产 551.16公斤，再次打破浙江农业“最高百
亩方亩产”纪录。如今，这台引进的精量播种机
已成为农场播种的主要工具，通过每年的试种再
改进，不断优化播种模式，达到真正适合小麦高
产的参数。

2023年，张良杰又在钟埭街道开辟了一块旱
地区域，用于高粱种植，采用“一季麦子、一季高
粱”的模式，首批试种了300多亩，取得不错的成
效，2024年又将面积扩大到了 600亩。今年 11
月，基地种植的高粱百亩示范方平均亩产为
1029.88斤、攻关田最高产量为 1081.02斤，远超
浙江省百亩方纪录 881斤和攻关田最高产量纪
录935斤。

多年的种植经验，他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
“粮”方。“种粮跟照顾孩子一样，一丝一毫都不能
马虎。”张良杰说。在和张良杰的交谈中，他常常
将“粮食”比喻成“孩子”，不同品种的稻麦各有不
同的性格。从扬麦 10号、扬麦 18号到扬麦 28
号，从秀水14、秀水1717到浙禾香2号，每一次品
种的更迭都是对品质的追求，他的稻米连续多年
在市级以上好稻米评选中获得金银奖，农场也获
评嘉兴市十佳优秀种粮主体。今年，他又和著名
种子企业荃银高科一起，开展浙大金优 1610、浙
优857等杂交稻制种工作，为打造“制种小镇”全
速奔跑。

望着这片土地，张良杰有了下一个目标，继
续为粮食产量提高做努力，争创小麦领域的下一
个“第一”。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