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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春耕生产“进行曲”

【河南孟津县】

【江苏南京江宁区】

【河北望都县河北望都县】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

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前农业生产

带来一定影响，但农业生产基本盘必须稳住，春耕备耕不能

耽搁。眼下，华北冬小麦已经返青，江南华南已开始水稻育

秧，东北、西北农民正忙着筹备农资。各地在做好防疫基础

上抢抓农时忙生产，为夺取夏粮丰收而忙碌。

今年春播粮食种植意向面积今年春播粮食种植意向面积99亿亩亿亩左左

右右，，在田作物冬小麦面积在田作物冬小麦面积33..3232亿亩亿亩，，冬油冬油

菜面积菜面积92009200多万亩多万亩。。

目前目前，，全国冬春在田蔬菜面积全国冬春在田蔬菜面积84008400多多
万亩万亩，，产量产量11..77亿吨亿吨，，均比上年增加均比上年增加22%%
左右左右，“，“菜篮子菜篮子””供应有保障供应有保障。。

□□ 郑战波 本报记者 陈显萍

大地回春，农事渐起。河南省孟津县广袤的农
田里又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大型植保机在麦
田间来回穿梭，轰隆隆的声音响彻耳际，田地里是
村民戴着口罩忙碌的身影儿……

眼下，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也是春耕生产
的重要时节。孟津县坚持“宁可严一点、不可松半
分”，优化“防”的机制，细化“控”的方向，强化“供”
的力度，深化“稳”的责任。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全面打好保“春播”、重“春防”的农业复产、生
产攻坚战，为全年粮食生产打好坚实基础。

科技闹春耕 服务到田头

“太好了，谢谢专家指导！”城关镇水泉村村民
张发祥动情地说，“疫情期间，专家还能为我进行现
场技术指导，这庄稼我不发愁了。”今年他家种了 6
亩多小麦，最近发现小麦叶子有些发黄，电话一打，
农技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察看后为他开出小麦病虫
害防治“良方”。

连日来，孟津县农技人员深入农业农村一线，做
好疫情防控宣传的同时，对小麦病虫害进行监测，指
导村民科学防病治虫。农业农村局结合当前小麦苗
情和群众春管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派出51名基层农
技推广人员，深入全县10个乡镇208个行政村的春
耕生产第一线，指导村民群众科学防病防虫，讲解春
季田间管理技术知识、破解春耕生产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当好庄稼丰产的“守护神”。同时，组建起一支

“线上”农技服务队，通过微信群、热线电话、网上信
箱等方式，在线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和服务，搭
建起疫情期间服务“三农”的平台，确保春季农业安
全生产，为全年农业丰收提供有力支撑。

为进一步增强农户预防管理麦田病虫草害的
意识和积极性，孟津县印发《2020年小麦中后期病
虫草害防治技术指导意见》《2020年春播作物技术
指导意见》《2020年春季麦田管理技术意见》发至各
乡镇农办、各行政村及种粮大户手中，同时，做好农
资的监管和供给，保障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农
业生产资料的储备供应。

目前，全县农资企业共储备化肥2030多吨，农
药 57吨，各种蔬菜种子约 1万多包，保障春耕生产
的需要。

农机显威力 春耕更省事

“当前，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期，也是麦田管理
的黄金期，疫情要求村里少出人，不让多人聚集作
业，多亏专业化农机服务给我们帮了大忙。”横水镇

会瀍村村民陈小伟激动地说。
麦田管理现场，全力备战春耕。孟津众金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振九介绍说，“我们入社
社员已达 660 人，辐射带动服务农户 2600 多户，拥
有大中型农业机械及配套农具180多台（套），全方
位为周边农户提供机械耕种、无人机植保全程农业
机械化服务。机械有省工省时、不碾压作物、农药
用量少、雾化喷洒均匀等优势，防治病虫害效果好，
很受群众欢迎。”眼下，他们组织植保机械和植保无
人机各10台，重点对托管的2.3万亩高标准良田进
行小麦病虫害机械化喷防及无人机飞防，进一步凸
显出农业机械化作业在春耕生产中的“威力”。

该县农机部门充分发挥农业机械春耕备种的主
力军作用，大力推进农业“机器换人”，组织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推行代耕代种代管服务，合理调配春耕
作业机具，解决农业生产存在的“用工难”问题，先后
抽调农机专业技术人员40多名，深入各乡镇、区开展
农机保养和检修，累计检修各类农业机械4150多台。

截至目前，全县共投入各类农业机具 3110 台
(套)，机械耕地整地面积 1.7万亩，机械播种农作物
面积110多亩，植保机械化预防病虫害8万多亩。

确保蔬菜产得出、销得畅、供得上

近年来，孟津县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
推动特色农产品种植，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
全县设施蔬菜种植面积2万亩。眼下，上市期的蔬
菜面积4400多亩，日供应量可达32.4吨。

“好嘞，出发！”随着司机师傅的一声吆喝，送庄
镇梁凹村刚装车的几千公斤新鲜蔬菜，被送往县城
的几个大型超市。

“菜篮子”一头连着城乡居民的餐桌，一头连着
菜农的“钱袋子”。疫情防控期间，一边是城区居民
的“菜盘子”告急，一边是菜农的“菜篮子”“爆棚”。

进入疫情防控关键期，孟津县抓防疫不松懈的
同时，稳定特色农业生产不停歇。印发《关于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加强全县蔬菜春季生
产管理的意见》，引导群众切实抓好春耕“菜篮子”
生产，确保新鲜果蔬正常生产供应，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的“菜篮子”需求。

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孟津县商务局等相关部
门，积极搭建产销对接渠道和平台，开展“农超对接”

“农社对接”活动，引导各大超市通过网络直销、线上
订单、网银支付，线下送货到小区疫情监测站，由顾客
自取，“零接触”销售更好地满足了居民需求。

“孟津县作为非重点疫区，要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两手都要硬！保证社会经济发展
和民生福祉。”孟津县委书记杨劭春说。

为全年粮食生产夯实基础

□□ 王慧群 本报记者 陈兵

近日，长江南京江宁区段岸线景观绿化
提升工程现场，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翻地挖
土、栽植树苗、铺种草坪，为长江岸线添绿增
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在疫情防控期间，
紧盯农时，不误农事，扎实做好春耕生产各项
工作，为稳产保供和增加农民收入贡献力量。

疫情防控 织起健康“防护网”

农村点多、线长、面广，既是疫情防控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疫情防控的薄弱环
节。为此，江宁区组织工作队员有序开展
摸排外来人员、防疫卡点值守、宣传防疫
知识等工作，为广大农民织起了健康“防
护网”。

“眼下，我们将疫情防控与春耕生产有
机结合，确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宁区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春耕大忙开
始后，局、街道、社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
农户一起投身春耕生产。区里还专门抽调
24名农技专家、业务骨干组成6支稳产保供
和行业安全指导组，对10个街道6家蔬菜基
地、7家畜禽水产养殖场、1家育秧中心等进
行实地调研，协调解决农民生产中的难题。

横溪街道西瓜种植面积 5.5万亩，年总
产值近5亿元，享有“西瓜之乡”的美誉。街
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街道今年对 75 万
株小兰西瓜发苗方式进行了调整，由原来
外地育苗公司直接发放给农户，改成了本
地大户定时、定点、分批次向散户发放，保
证农户在不聚集的情况下，能按时领苗、及
时移栽。对于西瓜基地用工短缺问题，街
道一方面安排专人联系务工人员，一方面
大力组织周边农户帮工帮产。街道每天还
向瓜农发放口罩、手套等防护物品，并为大
家测量体温，做好防护工作。

“疫情确实降低了生产效率，但好在农
时农事都没耽误，瓜苗移栽、长势都很正
常！”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稳产保供 守好市民“菜篮子”

“看我这菜长得多好，每天在市场上都
很畅销！”记者来到江宁区禄口街道志清农
产品合作社时，蔬菜种植户赵志清正在大
棚里摘菜，棚内的生菜、菠菜一片盎然。

在宇煊家庭农场，负责人丁清正忙着给

小麦施用拔节肥。看着长势旺盛的麦苗，他
笑着说：“今年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

抓好春耕生产、促进稳产保供，江宁区
不遗余力。全区储备各类肥料0.8万吨、水
稻种子 750 吨、农药 30 多吨，农资供应充
足，价格平稳；已组织各类农机装备2000余
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601 台、植保无人机
30 台，全力保障春耕生产；动物疫病防控、
行业安全等各项工作平稳有序；万头猪场
已完成选址；5 家蛋鸡场 40 万羽存栏单日
产蛋 20 吨；水产放养面积约 7.5 万亩，湖熟
省级“四大家鱼”和青虾良种场预计可繁育
鱼苗3亿尾、青虾苗1万斤。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江宁区积极
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充实市场供应。截至
目前，全区120家农业龙头企业、949家农民
合作社、888 家家庭农场、1480 户种养殖大
户已全部复工。

远程服务 开启春耕“新模式”

今年植树节期间，江宁区开展了网上
“万人植万树——阻击疫情，守护生态江
宁”活动，仅 3 月 12 日当天，“网上植树”量
就达 10 万+。疫情发生后，为减少农技人
员近距离指导农户春耕带来交叉感染风
险，江宁区充分利用微信、QQ、农技耘APP
等现代信息手段，搭建网上交流平台，并号
召农户加入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微信群，农
技人员每天在微信群内推送农业生产信
息，远程指导农户科学春耕。

江宁区秣陵街道元山社区的施茂荣是
百合花种植大户，他的家庭农场已成为南京
最大的百合花种植基地，每年生产百合花52
万支。“我家百合花一般5月初上市，所以现
在正是田管的关键时期。如何给大棚通风，
如何防病，多长时间施一次肥，区里的农技
专家都在网上教我们。虽然没有直接面对
面，但我们学起来也很方便！”施茂荣说。

从种到销搭乘信息化“快车”，江宁区今
年的春耕生产别样精彩。据了解，为拓宽疫
情期间农产品销售渠道,江宁区积极搭建农
产品网络直销平台。从2月中旬起，江宁区
开展了“文明实践齐心防控，爱心助农送菜
到家”活动，市民网上下单，基地通过快递或
直送方式，将新鲜农产品直接配送到家。据
统计，一个月来，平台共接受咨询5993次，完
成销售3.5万单，总金额596万元。

为农解难题 春耕别样忙

初春时节，气温回升，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的农民在田间地头忙于农业生产，抢抓时节播种春玉
米，田野里一派忙碌的景象。 陈卫红 本报记者 郝凌峰 摄

春季冬小麦
如何科学灌溉？

华北冬麦区

灌溉建议。本区域水资源匮乏，地下水超采严
重。冬小麦是主要的耗水作物。春灌宜立足较好
的土壤墒情和小麦苗情，以“减”为主，少灌1水，综
合配套抗旱保墒措施，实现节水压采与稳产丰产的
双重目标。

大部分麦田墒情适宜，苗情较好，宜推迟至拔
节中后期灌第1水，同时在返青-起身期及早镇压
提墒，划锄保墒，促根下扎，减少蒸发。局部没浇越
冬水墒情不足、播期晚群体不足或整地质量差苗情
较弱的麦田，宜在起身期、拔节后期两次灌水，结合
灌溉进行追肥，促弱转壮，浇后及时划锄保墒。

灌浆期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65%时应及时补灌，
宜小水细灌，避免大水漫灌引起后期倒伏。华北东部
可能出现“干热风”，做好一喷三防，有喷灌条件的麦
田在干热风发生前喷水10m3/亩，补水降温。

节灌措施。本区域主要为井灌区，可采取以下
节水灌溉措施：一是软管输水（小白龙）小畦灌。一
般畦宽5-7m，长7-9m，面积40-60m2为宜，每次灌
40-50m3/亩。二是微灌。采用微喷带进行喷灌，每
条带喷幅3-4m，或采用大型喷灌机，低压微喷，每次
灌水 15-20m3/亩。三是喷灌。采用移动式、固定
式、地埋式等喷灌，每次灌水20-30m3/亩。

黄淮麦区

灌溉建议。本区域水资源相对充足，是小麦高
产区。春灌宜立足墒情和苗情实际，分类施策，以

“保”为主，水肥结合，促进高产。旺苗和一二类苗
春灌1水，三类苗春灌2水，先浇三类苗，次浇一二
类苗，晚浇旺苗。

三类苗开春后及早中耕划锄，提温保墒。起身
期及早春灌第 1 水，拔节后期－孕穗期春灌第 2
水。对浇过越冬水、苗情较好的一二类苗，在起
身－拔节期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65%时及时灌溉。
旺苗田在返青期碾压或深锄断根，抑制分蘖；起身
初期化学调控，预防倒伏；拔节中后期土壤相对含
水量低于70%时补灌。小麦灌浆期土壤相对含水量
低于65%时应尽快灌溉。

节灌措施。本区域主要为渠灌区和井灌区，可采
取以下节水灌溉措施：一是渠灌区采取小畦或窄畦灌
溉。小畦灌溉每次灌水50-60m3/亩。窄畦畦长小于
70m的田块，可采用大流量浇“跑马水”；窄畦畦长大于
70m的地块，可采用间歇波涌灌溉，每次灌水量约70m3/
亩，苗情好的麦田灌水量可降低20%。二是井灌区软
管浇灌，用输水软管将井水引至田间进行拖管浇灌，每
次灌水量约40m3/亩，苗情较好的麦田可酌情减少灌水
量。三是井灌区有喷灌设备的麦田宜少量多次灌溉，
总灌水量20-30m3/亩，结合水肥一体化，按照少量多次
的原则进行追肥，每亩施尿素5-10kg。

西北麦区

灌溉建议。本区域水资源匮乏，十年九旱，水
浇地以“节”为主，冬小麦春灌1-2水，孕穗期补灌1
次。旱地以“蓄”为主，采取抗旱蓄水保墒措施，促
进稳产丰产。

水浇地：墒情不足至干旱的三类苗，在起身初
期和拔节期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55%时灌溉2次，结
合灌水亩追施尿素5-8kg。二类苗在返青期土壤相
对含水量低于 60%时灌溉，结合灌水亩追施尿素
5kg。稠旺苗和一类苗在起身期喷施化控调节剂，控
制旺长，拔节期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65%时进行灌
溉。部分春季干土层较厚，旱情严重的麦田，应立
即进行灌溉。孕穗期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65%的麦
田，及时灌溉。

节溉措施。本区域主要为渠灌区和井灌区，可采
取以下节水灌溉措施：一是渠灌区地面灌。采取短
（窄）畦灌溉，每次灌水50-60m3/亩。二是井灌区地面
灌。采取软管输水（小白龙）灌溉+畦灌，每次灌水
30-40m3/亩。三是井灌区有喷灌设备的麦田宜少量
多次灌溉，总灌水量20-30m3/亩，可结合水肥一体化
少量多次进行灌溉追肥，亩施尿素5-10kg。

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麦区

灌溉建议。返青-拔节期通常不用灌溉，但土
壤相对含水量持续低于65%时，应及时灌溉。扬花-
灌浆期易出现干旱，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70%时，及
时灌溉。遇到持续降雨，麦田出现渍涝时，及时清
沟理墒、疏通田内外沟系，保证排水畅通。江淮5月
易发生赤霉病，应注意防治。

节灌措施。本区域水源地多为山塘、水库、湖泊、
江河等，发生旱情时，可采取软管输水（小白龙）+小
畦灌溉，灌水量不超过50m3/亩。有条件的地区也可
采用微喷带、移动式喷灌，结合水肥一体化进行，少量
多次灌溉施肥，每次灌水15-25m3/亩。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供稿

专家支招

横溪街道新杨社区的西瓜种植户们正在大棚内进行瓜苗田间管理。 周世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