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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黔茶·赏樱花”推介会
在京举办

3月31日，2018年“品黔茶·赏樱花”万人品茗
活动在北京市玉渊潭公园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
到 4 月底。贵州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傅传耀，铜
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达新、副市长胡洪成、市农
工委书记罗洪祥等出席活动。现场签约项目 7
个，签约金额6.6亿元。

本次活动由贵州省铜仁市人民政府主办，以
“贵州绿茶·风行天下”“梵净山茶·香溢天下”贵州
特色农产品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宣传和推介铜
仁特色农产品，提升梵净山山珍的知名度和竞争
力，促进全市产业大发展。

游客在赏樱花的同时，可以品尝来自梵净山的
生态有机茶。现场搭建的产品和品茗展位共计17
个，铜仁市相关企业人员会向游客展示、介绍和推介
梵净山系列茶，茶艺师为游客冲泡、讲解贵州茶。免
费品茗，现场销售。在展销活动上购买茶叶，可以享
受最优惠的折扣。 本报见习记者 邓保群

广西藤县
农民种植粉葛尝甜头

近日，广西藤县太平镇石夏村贫困户吴柱海
每天都去田里查看粉葛苗生长情况。“种植粉葛，
每年亩收入有 6000元左右，经济效益比种植水稻
好。”吴柱海乐呵呵地算起了经济账。

吴柱海是 2015年精准识别的贫困户，家里一
共 6 口人，4 个孩子在上学，其中大女儿读大学，2
个女儿在读高中，小儿子才上初中。一直以来，吴
柱海一家都靠种地过日子，过去主要以种植水稻、
木薯为主，并没有种过粉葛。2015年下半年，在村
干部的动员下，经过自己的实地考察，他决定调整
种植方向，从种植水稻、木薯改变为种植粉葛。

2016 年春，吴柱海种下了 1.5 亩粉葛，在技术
人员的指导、帮助下，第一次种植就尝到了甜头，
卖粉葛收获了将近 1 万元。经过一年的学习、实
践，吴柱海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17年，他把粉葛
的种植面积扩大到2.3亩，当年收入了1.5万元。

“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今年二女儿要参加
高考了，所以我又多种了 1 亩粉葛，希望能有个
好收成，卖个好价钱，为孩子将来上大学攒点生
活费。”吴柱海说，除了种植粉葛外，他还种了 2
亩大青枣。

“种植粉葛投资少，见效快，是‘短、平、快’的
产业扶贫好项目。”村支书覃庆玲说，石夏村土壤
肥沃，生态环境优越，非常适合粉葛的生长。近年
来，石夏村有 600 多户农户种植粉葛取得了成
功。她表示将继续动员贫困户种植粉葛，并且把
粉葛种植作为该村的一项产业扶贫项目来抓，给
予农户技术支持，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帮助农民
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发展生产。

2017 年，石夏村种植粉葛的面积已经超过
5000 亩，经济效益达到了 3000 多万元，粉葛种植
成了村民脱贫增收的好门路。今年，该村加大了
发展粉葛产业的力度，估计种植面积将达到 7000
亩左右。 朱斌发

2018年4月3日 星期二

编辑：李竟涵 新闻热线：01084395119 E-mail：nmrbzzy1@126.com 7种植业

□□ 赵德斌

春光正好，一场雨水过后，空气有
些湿润，在安徽省庐江县万山镇的地
头，放眼望去，田野泛绿。

笔者一路紧跟着万山镇农技推广服
务站农艺师孙功苍的脚步，来到了该镇
廿埠村润生粮食种植家庭农场的麦田。

孙功苍向农场主程润生认真询问
小麦生长发育、病虫害防治等情况。

在拔起几棵麦苗仔细观察后，孙功
苍对程润生说：“麦苗即将进入快速生
长期，苗情迅速转化升级，要控制氮肥
使用量，预防小麦倒伏。”

田埂上，孙功苍边走边和程润生交
流春管情况。

“近期全省普遍降雨，田间湿度大，
气温回升较快，当前纹枯病正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田间小气候和未来气候条
件容易导致纹枯病大面积发生。”

“需要打什么药啊？”程润生一脸焦
急。孙功苍说：“可以用井冈霉素或丙
环唑进行防治。最好选择上午有露水
时施药，重病区首次施药后十天左右再
防一次。”

“油麦一套沟，从种喊到收。”孙功
苍边讲边示范：“现在是小麦产量形成
的关键期，要注意田间管理，做好清沟
沥水。”

程润生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有
专家支招，他对今年的收成有了底。

“农技人员把‘春耕课堂’搬到了麦
田内，这样的培训方式很直观，让农户容
易掌握。”廿埠村支书张后胜连连称赞。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大忙季节，
庐江县在积极组织农技人员做好苗情、

墒情、病虫情预报的同时，深入到春耕
生产一线，，把培训班办到田间地头，零
距离为农民开设“春耕课堂”。农技人
员面对面、手把手地向群众讲解，现场
为他们传授春季田间管理的新技术、新
方法，切实帮助农民解决在农业生产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

该县还整合农业生产服务资源，实
行“专家辅导＋远程教育＋春耕课堂＋
示范基地”的学习培训模式，把本地种
养能手、农技员、“田秀才”请到“春耕课
堂”授课，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坐享春
耕“技术大餐”。

开春以来，万山镇共组织开展技术
培训 21期，发放生产技术宣传材料 1.2
万份，培训群众 3000余人次，解决春季
生产中的难题 17 个，有效解决了农技
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

一堂麦田现场课

有专家支招 种地更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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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水稻重大病虫害咋防控

根据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预测，2018

年我国水稻病虫害将呈

偏重发生态势，预计发生

面积13.2亿亩次。

预 防 为 主 ，综 合 防

治 ，分 区 治 理 ，绿 色 增

效。以稻田生态系统为

中心，优先采用抗（耐）

病虫品种、健身栽培、生

态调控、生物防治等非

化学防治技术，提高稻

田生态系统控害能力。

协调应用高效、低风险

农药合理使用技术。推

进绿色防控与专业化统

防统治相融合，促进重

大病虫害可持续治理，

保障水稻产量、质量和

稻田生态安全。

重大病虫防治处置率

达到 90%以上，总体防治

效果达到 85%以上，病虫

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

内，绿色防控技术覆盖率

达到 30%以上，专业化统

防统治面积达到 40%以

上，水稻化学农药使用量

零增长。

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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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种瓜点豆。春

耕时节，从南到北

的农民又渐次忙碌

起来，沉睡了一个

冬天的土地被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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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熟悉的画

面中，今年又有些

与以往不同。种地

有了新方式，地里

有了新科技，请看

春耕新景——

□华南稻区：重点防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长江中下游稻区：重点防治二化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纹枯病、稻瘟病、稻曲病、穗腐病、恶苗病、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西南稻区：重点防治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稻飞虱、二化螟、稻纵卷叶螟、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北方稻区：重点防治二化螟、稻瘟病、纹枯病、恶苗病。

□黄淮稻区：重点防治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黑条矮缩病、二化螟、稻飞虱。

一、非化学防治技术

选用抗（耐）性品种

选用抗（耐）稻瘟病、稻曲病、白叶
枯病、条纹叶枯病、褐飞虱、白背飞虱的
水稻品种，避免种植高（易）感品种。合
理布局种植不同遗传背景的水稻品种。

农艺措施

（1）翻耕灌水灭蛹。利用螟虫
化蛹期抗逆性弱的特点，在越冬代
螟虫化蛹期统一翻耕冬闲田、绿肥
田，灌深水浸没稻桩 7～10 天，降低
虫源基数。

（2）健身栽培。加强水肥管理，
适时晒田，避免重施、偏施、迟施氮
肥，增施磷钾肥，提高水稻抗逆性。
（3）清洁田园。稻飞虱终年繁殖区晚
稻收割后立即翻耕，减少再生稻、落
谷稻等冬季病毒寄主植物。

生态工程

田埂留草，为天敌提供栖息地；田
埂种植芝麻、大豆、波斯菊等显花植
物，保护和提高寄生蜂和黑肩绿盲蝽
等天敌的控害能力；路边沟边种植香
根草等诱集植物，减少二化螟和大螟

的种群基数。

性信息素诱杀

越冬代二化螟、大螟始蛾期开
始，集中连片使用性诱剂，通过群集
诱杀或干扰交配来控制害虫基数。
选用持效期 2 个月以上的诱芯和干
式飞蛾诱捕器，平均每亩放置 1 个，
放置高度以诱捕器底端距地面 50～
80 厘米为宜。

稻螟赤眼蜂控害

二化螟、稻纵卷叶螟蛾始盛期释放
稻螟赤眼蜂，每代放蜂2～3次，间隔3～
5天，每次放蜂10000头/亩。每亩均匀
放置5～8个点，放蜂高度以分蘖期蜂卡
高于植株顶端5～20厘米、穗期低于植
株顶端5～10厘米为宜。

稻鸭共育

水稻分蘖初期，将 15～20 天的雏
鸭放入稻田，每亩放鸭 10～30 只，水
稻齐穗时收鸭。通过鸭子的取食活
动，减轻纹枯病、稻飞虱、福寿螺和杂
草等发生为害。

物理阻隔育秧

在水稻秧苗期，采用 20～40 目防

虫网或 15～20 克/平方米无纺布全程
覆盖，阻隔稻飞虱，预防病毒病。

二、其他防控措施

在落实非化学防治技术的基础
上，抓住关键时期实施药剂防治。
一是普及种子处理。二是带药移栽，
减少大田前期用药。秧苗移栽前 2～
3 天，施用内吸性药剂，带药移栽，预
防螟虫、稻瘟病、稻蓟马、稻飞虱及其
传播的病毒病。三是做好穗期保
护。水稻孕穗末期至破口期，根据穗
期主攻对象综合用药，预防稻瘟病、
纹枯病、稻曲病、穗腐病、螟虫、稻飞
虱等病虫。

稻飞虱

华南、西南、长江中下游稻区重点
防治褐飞虱和白背飞虱；黄淮稻区重
点防治白背飞虱、灰飞虱。药剂防治
重点在水稻生长中后期，对孕穗期百
丛虫量1000头、穗期百丛虫量1500头
以上的稻田施药。

稻纵卷叶螟

防治指标为分蘖期百丛水稻束叶
尖 150 个，孕穗后百丛水稻束叶尖 60
个。生物农药施药适期为卵孵化始盛

期至低龄幼虫高峰期。

螟虫

防治二化螟，分蘖期于枯鞘丛率
达到 8%～10%或枯鞘株率 3%时施药，
穗期于卵孵化高峰期施药，重点防治
上代残虫量大、当代螟卵盛孵期与水
稻破口抽穗期相吻合的稻田；防治三
化螟，在水稻破口抽穗初期施药，重点
防治每亩卵块数达到40块的稻田。

稻瘟病

防治叶瘟在田间初见病斑时施
药；破口抽穗初期施药预防穗瘟，气候
适宜病害流行时齐穗期第2次施药。

稻曲病

在水稻破口前 7～10 天（10%水
稻剑叶叶枕与倒二叶叶枕齐平时）施
药预防，如遇多雨天气，7 天后第 2 次
施药。

病毒病

预防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锯齿
叶矮缩病、黑条矮缩病、条纹叶枯病，
主要在秧田和本田初期及时施药，防
止带毒稻飞虱迁入。注意防治前作麦
田、田边杂草稻飞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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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目标

图为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在育苗车间工作。
新华社发 苑立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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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供稿

□□ 刘杰华 姚敏 蔡二林

“通过这种水肥一体化灌溉，能
够做到节水节肥，农作物灌溉率提高
到了 90%，西瓜、辣椒等林下经济作
物也得到有效发展，还节约了 15%的
劳动力。”在湖南省靖州县甘棠镇甘
棠村杨梅优品示范基地，技术人员骆
荣指着地里蜿蜒的细管子说：“水肥
就是通过这些管子流入地头，滋润着
这些果树。”

该基地投资 126.45 万元对 875 亩
杨梅果林安装了高效节水灌溉设施，通
过折射雾化、喷射以及滴灌等方式对果
林用水进行科学管理。

走进杨梅优品示范基地，首先看到
的是山顶上一个放着好几台现代高科
技设备的小房子，墙边还堆放着水肥原
料，俨然一座“微型工厂”。

这些机器可是果园的“宝贝”，它们
是高效节水灌溉的“中枢”。灌溉和施肥

之前，只需要把原料按照一定的配比放
入这些设备里，在操作台设定好。几个
小时后，整个灌溉过程就能自动结束。

“以前800多亩的地要干20多天，
现在有了这几根管子和全自动设备，人
不用下地，几个小时就能搞定。”61 岁
的村民黄永进正在田间劳作，谈到果园
的“高科技”灌溉，老黄脸上露出笑容：

“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为了扶持生态农业发展，靖州县积

极探索高效节水路子，投入 1200 万元
完成水肥一体化滴灌及微灌 1030 亩，
智能控制系统管道灌溉3630亩。项目
区全部采取地下防渗管道输水，实现操
控智能化、管理信息化、水肥一体化，减
少了传统农业灌溉“跑、冒、滴、漏”的现
象，实现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靖州县艮山口三里村新农现代
生态农业示范园里，又一季莴笋生长成
熟，两名女工正在进行采摘。这片地里
的莴笋施用的是纯农家肥，同时采用了

最新的节水灌溉技术，不但绿色无污
染，产量也比之前提高了30%，受到市
场青睐。

负责人吴才进介绍，示范园使用了
更高效的自动控制微喷技术，比一般喷
灌更省水。去年 11 月，该项目一期建
成，通过近4个月的实践，项目给合作
社节省灌溉、施肥成本 40 万元左右。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更大的经济效益
将在长期使用中显现。”吴才进对此很
有信心。

据介绍，传统的土渠输水利用系
数一般为 0.4~0.5，差的仅 0.3 左右，大
部分水都渗漏和蒸发损失了，灌溉问
题始终是制约靖州农业发展的瓶颈。
但是随着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推进，
昔日“大水漫灌”和“靠天吃饭”的局面
正逐步被科技化、集约化的高效节水
灌溉形式所替代，越来越多的农业企
业、合作社开始了解高效节水灌溉并
参与进来。

一次高科技灌溉

20多天的活几小时就搞定

眼下，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1000多亩
科技大棚的樱桃提前两个多月成熟上市，抢占市
场“鲜”机。山亭区果农在大棚樱桃种植过程中，
普遍采用树上覆盖无滴膜、树下设置反光膜、膜
下滴灌、蜜蜂授粉等技术，可有效增加光照，节约
人工成本，提高坐果率和果品甜度，经济效益可
观。图为北庄镇小西庄村农民在科技大棚内收
获樱桃。据了解，这些樱桃将以每公斤 60 元的
价格出售。 李宗宪 张怡婷 摄

山亭区大棚樱桃抢“鲜”机

梁平区种地有了“田保姆”

重庆市梁平区针对农村缺少劳动力等实际情
况，今年由各乡镇专业合作社牵头成立了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专门为村民种植水稻提供耕田、育
苗、栽插、病虫害防治、收割等社会化服务。根据
田块和种植情况，该区农民每亩稻田只需交给专
业合作社 400 多元服务费，种田的所有农活都由

“田保姆”来完成。图为在梁平区回龙镇清平村八
组，“田保姆”在用播种器进行水稻播种育秧。

刘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