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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 本报记者 王田

当前，已进入中晚稻、玉米和马铃薯等秋
粮作物生长关键时节，也是水稻“两迁”害虫、
草地贪夜蛾等重大病虫发生危害关键时期。
做好病虫害防控工作，对粮食丰产丰收至关
重要。

为安排部署重大病虫害防控，保障秋粮生
产安全。近日，全国秋粮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
现场会在湖南省长沙县召开。会议指出，要充
分认识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的重要性，加密
加力、抓牢抓实病虫害防控工作，确保将秋粮
作物重大病虫危害损失控制在5%以内，为小康
之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

病虫害重发风险高于往年
亟需加强监测预警

哪些病虫属于秋粮作物重大病虫害？今
年发生情况如何？是否会对我国粮食安全生
产构成威胁？

会上，与会专家和植保工作人员对此进行
充分交流和分析。专家一致认为，今年秋粮作
物重大病虫害发生形势不容乐观，秋粮作物中
后期病虫害重发风险明显高于往年。

特别是水稻“两迁”害虫在西南东部、江
南、长江中下游和江淮稻区，草地贪夜蛾在南
方秋玉米种植区和北方晚播玉米区重发风险
高，尤其值得警惕。

草地贪夜蛾是秋粮作物重大病虫害中的
一种，主要为害玉米。8月16日，河南省鹿邑县
太清宫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站长、高级农艺师
丁庆永，组织本县太清宫镇部分种植大户，在
贾滩镇任堂村试验田观摩，在一株玉米雌穗上
发现一条5-6龄的草地贪夜蛾。

丁庆永介绍，由于草地贪夜蛾食量大、迁
飞性和繁殖能力很强，一旦发现此害虫，必须
对其进行全方位监测和防治，时刻警惕发生面
积扩大。

据了解，今年草地贪夜蛾已在24个省1193
个县发生 1599 万亩，与去年同期相比，发生省
份增加 1个、发生面积增加 207万亩，跨区北迁
趋势明显。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朱恩林
表示，农作物病虫害科学有效防控，是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
施。需要充分认识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的
重要性。

朱恩林指出，针对今年秋粮病虫发生严峻

形势，一方面要发挥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测报
区域站作用，系统监测、及时预警重大病虫发
生情况，确保防治主动性。另一方面，要全面
落实属地责任，充分发挥四条阻击带的作用，
突出重点区域，加强区域联防和统防统治，科
学指导防控行动。

“今年我省加密布设监测网点。”湖南省植
保植检站站长李毅表示，今年湖南省以玉米、
水稻为重点，加密布设监测网点，其中，今年玉
米监测网达到主产村全覆盖。

同时，湖南省今年新建 20 个县市监测点，
布设高空监测防控灯 110 多台，全面构建了湘
南、湘中、湘北三条高空监测带。目前湖南省
重大病虫害防治处置率在 95%以上，防治效果
90%以上，成效明显。

大力发展统防统治
确保防控效果到位

8月中旬，正值水稻破口期，病虫害防治处
于关键阶段，这些天来，安徽省怀宁县黄龙镇
金河村种粮大户郎银杰正忙着在稻田里开展
飞防工作。

郎银杰承包的稻田受益于前期水利建设，
未受今年汛情影响。如今，300 多亩水稻长势
良好，丰收在望。汛情解除后，他悬着的心也
放下了，目前他正集中精力开展飞防工作，防
治水稻病虫害。

黄龙镇农业站站长张智峰介绍，优质专用
水稻示范基地由县农业农村局统一发放稻种，
由合作社统一开展飞防作业。

黄龙镇的统防统治是有效防控病虫害的
方法之一。秋粮重大病虫防控时效性强、技术
性要求高，农民一家一户有效防控比较难，需
要扶持一批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队伍，大力推
行统一防控。因此，当前各省正积极扶持专业
化服务组织，开展统防统治工作。

湖南省每县市重点扶持1家以上当地专业
化服务组织开展应急防控，确保辖区内专业化
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0%以上。在病虫发生关
键时段和重发区域，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
展专业化统防统治。

四川省推动甘孜州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建立西藏飞蝗和蝗虫灾害联防联控机制。同
时，与重庆签署“川渝共建动植物疫情及农作
物重大病虫害联防联控机制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共同应对草地贪夜蛾、“两迁”害虫等重
大病虫灾害。

江西省抓好绿色防控示范县和统防统治
百县创建，鼓励支持星级专业防治服务组织创
建，集成推广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深入推进统
防统治规范化、绿色化、高效化，加强安全科学
用药技术培训和推广应用。

有关专家指出，在大力开展统防统治的
同时，也需要纠正统防统治就是发展专业组
织集中喷施农药的片面做法。需要将统防
统治与绿色防控有机融合，大力推行灯光诱
杀、性诱剂诱杀、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
优先选用高效低风险对路农药品种，提高防

控科学化水平。

全面提供科技支撑
技术服务落实到田

“晚稻分蘖期要少施氮肥，控制无效分蘖，
要浅水灌溉、适度晒田，增强抗倒伏和抗病虫
害能力……”近日，在湖南省祁阳县羊角塘镇
泉口村，20 多位村民挤满了农艺师的“田间课
堂”，认真听取秋季晚稻的田间管理技术和病
虫害防治要点。

“今天听了一堂病虫防控技术课，学到了
不少防控技术知识，老师们下到田间给我们现
场指导，讲的技术我都听得懂、看得到、效果好
得很，今年的晚稻肯定又能丰收了！”村民张海
洋高兴地说，田间课堂直接面对农户，由群众

“出题”，专家“解惑”，不仅实践性强，又能很好
地互动，群众接受得快、效果好。

秋粮作物重大病虫防控时间紧、技术要求
含量高，离不开科学的技术指导。农业农村部
将组织有关专家，就近就地深入生产一线，开
展技术培训和巡回指导。

同时，鼓励各地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
渠道，宣传普及秋粮作物重大病虫防控技术，
组派精干力量进村驻点、深入生产一线，“面对
面、手把手”开展现场培训指导，确保防控措施
落实到位、防控技术落实到田。

各地也正为病虫害防控提供全方位支
撑。四川省实施了定向技术指导服务，建立

“1+1”联系指导制度，实行 1个省级专家联系 1
个市州，1个市级专家联系 1个县，确保技术不
走样，工作落实到位。

河南将《草地贪夜蛾发生规律与绿色防控
技术研究示范》列入重大公益科技专项，同时，
调整草地贪夜蛾监测防控技术专家组成员，制
定了防治技术指导意见，编发了 5 万份草地贪
夜蛾防控宣传挂图。

“截至目前，我省已培训技术骨干 2.8万人
次，农民群众 45.2 万人次，张贴各种挂图 36.68
万张，明白纸 203.6万份，制作宣传条幅 1.05万
条。”河南省植保植检站书记吕国强表示，全
面做好技术服务，有力地推动了防治工作的
开展。

朱恩林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在持续
做好重大病虫害监测防控工作的同时，组织各
地全面贯彻落实《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上
下联动，推进植物保护体系建设，努力打造一
支保障农作物病虫害“长治久安”的队伍，全力
提升“虫口夺粮”保丰收的能力。

甘肃康县
黑木耳种植托起“致富梦”

今年以来，甘肃省康县碾坝镇青岗坝村党支部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以村办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以黑木耳生产基地
为平台，把就业创业作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创新利益联结方
式，采取“支部+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通过整合土
地资源，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依托云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打造富民兴民新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种植袋料黑木耳，引导贫
困户以土地入股、资金入股、务工等形式加入合作社。

今年初，该合作社投资 11 万多元，发展种植黑木耳 4 万
袋，由于注重科学栽培、管理，木耳获得了好收成，目前已采摘
三茬，收获木耳3600多斤，带动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5户、贫
困人口 67 人，贫困户在家门口就近打工挣钱，户均增收 3000
多元，走出了一条黑木耳产业绿色发展之路。

在发展木耳产业过程中，村党支部的党员们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深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宣讲扶贫政策，落实“两不
愁三保障”等帮扶措施，让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家有增收渠道，
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可干，经过持续深入的思想教
育工作，村民们的思想从“等靠要”转变为“我要致富”，为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谈到今后的打算时，今年39岁的村党支部书记崔晓玉
信心十足地说：“引导村民发展特色种植是促进稳定增收的途
径之一，我们将继续带领村民做大做强黑木耳特色种植产业，
让老百姓尝到增收的甜头，让黑木耳成为当地群众脱贫攻坚
的支柱产业、乡村振兴的希望产业、持续长久的富民产业，通
过发展黑木耳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脱贫攻坚，助推
乡村振兴。” 马步虎

为做好今年棉花生长中后期田间管理，推动
棉花生产稳定发展，根据不同产区天气情况和棉
花实际长势，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会同农
业农村部棉花专家指导组研究制定了《2020年棉
花生产中后期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西北内陆棉区

针对7月中下旬新疆疫情防控形势,有序组织
分时下地管理，做到防疫、田管两不误。

1.加强抗旱和肥水温协同管理。前期降雨
少、旱情严重，特别是北疆前期持续高温，需水
提前，为保障棉花用水需求，防止因高温、肥水
不足等导致的蕾铃脱落和早衰情况发生，应调
配好灌溉制度，采用少量多次、高频滴灌及肥
水一体化技术，保证棉花用水、降低高温胁迫
的需求。

2.加强早衰棉田管理。西北内陆棉区中低产
棉田占比大,肥力低,容易出现早衰现象,严重影响
产量和品质。要加强棉田肥水管理，做到稳施氮
肥、增施磷钾肥，同时做好叶面肥调控。

3.加强病虫害防控。重点防控棉花黄萎病、
棉蚜虫、盲蝽蟓、棉铃虫、红蜘蛛等病虫害，加强生
物菌肥和药剂管理，将棉花病虫危害程度降低到
最低点。

4.加强灾害性气候应对管理。棉花生长中
后期雹灾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应注意实时了解
气象预报，及时做好人工干预工作。对出现雹
灾棉田，应及时正确判断灾害程度，采取科学补
救措施。

5.加强棉花采收管理。合理选用脱叶催熟
剂，严格按照脱叶催熟技术标准和要求喷施脱
叶催熟剂；做好棉田“三丝”防控，特别是手采棉
田，禁止使用化学编织袋采收，防止残膜、发丝
等异性纤维混入；做好机采棉田清杂，清除田间
滴灌带、支管等各种滴灌设施及其他障碍物；做
好采棉机的检修和试采，提高采净率、采收率，
防止火灾发生。

黄河流域棉区

8 月以来，天气以阴雨为主，棉花易发生徒
长，不利于结铃，后期田间阴雨潮湿，还存在铃疫
病高发风险，应加强以下管理措施。

1.涝灾管理。后期如遇暴雨，3日内田间仍有
积水存留无法下渗的棉田，应及时放水或抽水排
涝。排涝后尽快扶正倒伏的棉株，并推株并拢，促
进田间水分蒸发。

2.科学化控。连阴雨天气易造成棉花生育
后期旺长，影响结铃及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应及
时加强化控管理。在无雨天气进行化控，单作
棉田喷施缩节胺用量每亩5-7克。棉花—大蒜、
棉花—小麦、棉花—西瓜、棉花—马铃薯等套种
棉田，依据棉花前期长势，按照前轻后重、少量
多次的原则进行化控，盛铃期前后每亩喷施缩
节胺4-5克。

3.预防烂铃。棉花烂铃主要是受田间通风
条件影响，需提早进行预防。可通过全程化控
调控棉花株型，改善行间郁闭条件。如遇连阴
雨天气，则推株并垄，增加田间通风透光条件，
预防烂铃发生。

4.防治虫害。重点防治盲蝽蟓和鳞翅目害
虫。在棉田插置黄色粘虫板用于盲蝽蟓监测，
每亩地4-6块，置于棉花冠层上方20厘米处，当
任意一个粘虫板上有2个以上盲蝽蟓成虫时，需
进行喷药防治。每亩可选用 22%氟啶虫胺腈悬
浮剂 50 毫升，或 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8 克，于
傍晚进行喷施。药剂喷施需连续进行2次，中间
间隔 5-7 天。当每百株田间甜菜夜蛾幼虫达到
50头以上，或棉铃虫低龄幼虫达20头时，每亩可
选用 5%甲维盐可溶粒剂 10 克，或 20%氯虫苯甲
酰胺悬浮剂 10 毫升喷药防治，重点喷施顶心及
果枝顶尖部位。

5.催熟采收。9月底10月初喷施40%乙烯利催
熟，每亩用量200-300克。棉花吐絮后及时进行人
工采摘，每隔15天左右采摘一次。采摘人员须穿

戴摘棉专用套装，防止头发及其他异性纤维落入籽
棉。如采摘棉花含水量超过12%，需进行晾晒处
理，选择有护栏的水泥地面，防止畜禽进入，下铺纯
棉布包袱，直至含水量低于12%时及时入库。黄熟
铃、烂铃、僵瓣花、霜后花等要分摘、分晒、分存、分
售。有条件的地方提倡机械收获，9月下旬进行脱
叶催熟。脱叶剂采用50%的噻苯隆可湿性粉剂，每
亩用量40 克；催熟剂采用40%乙烯利，每亩用量
250-350克，混合喷施。10月中下旬使用采棉机一
次性收获，收获后棉花直接入库存放。

长江流域棉区

受到低温、雨涝严重、光照少影响，棉花死
苗、僵苗、晚发现象严重，生育进程较常年延后
20 天左右，营养生长严重不足，蕾铃脱落严重。
因强化田间管理，减轻低温寡照与涝渍危害，降
低减产幅度。

1.育苗移栽棉田中后期管理。
（1）排涝降渍。应尽快排除积水，清理支沟、

毛沟，降低地下水位，以利棉花恢复生长。及时中
耕除草，破除土壤板结、增加地温，促进棉株加速
生长。

（2）合理施肥。重施花铃肥，促进中上部果枝
伸展和开花结铃。第二次花铃肥未施入的棉田，
应及时追施，每亩施尿素 15-20 公斤，15-15-15
的复合肥30公斤左右。增施盖顶肥，8月底前可
每亩追施尿素4-5公斤，保证根系养分的持续供
给、满足大量结铃的养分需求。土壤肥力高的棉
田，可不施或少施盖顶肥。普施叶面肥，9月上旬
前要增施叶面肥，用 1%-2%尿素和磷酸二氢钾
0.1%-0.2%的水溶液均匀叶面喷洒2-3次。

（3）及时化控。今年棉花普遍迟发晚熟，10
月中旬左右、连续3-5天日最高温度在20℃以上，
每亩可用 40％乙烯利水剂 200-300 毫升兑水
40-50公斤全田喷雾催熟，使棉株上下部叶片均
匀着药。催熟剂现配现用，喷药后8小时如遇雨，
应当补喷。

（4）及时整枝。结合打顶去除棉花无效果枝、
赘芽、边心，去除空枝、晚蕾和无效花蕾，促进养分
供应有效花铃。

（5）防治病虫。花铃期棉田多种害虫集中
为害，也是棉花枯、黄萎病发生期，应及时防
治。重点防治斜纹夜蛾、烟粉虱，于 2 幼龄虫时
用生物药剂防治，成虫期可用性诱剂诱杀，烟
粉虱虫量大发生（每平方厘米 3 头以上）时用
50%烯啶虫胺可溶粒剂 1.5 万倍液喷雾。可通
过增施钾肥、排涝降渍、施叶面肥等方式控制

“两萎病”蔓延。
（6）防灾减灾。重点做好抗旱和排涝降渍，尤

其台风暴雨后及时扶理棉株，并根据灾后棉株实
际情况进行根外培肥，促恢复生长。

（7）及时采收。棉铃铃壳开裂后1周左右及
时采收，做到分收、分晒、分藏、分售，严防“三丝”。

2.麦（油）后直播棉田中后期管理。
（1）排涝降渍。管理措施同育苗移栽棉。与

中耕松土同步，每亩施用尿素2.5公斤左右，以促
进棉苗生长。

（2）重施花铃肥。受梅雨影响，当前部分直播
棉尚未进入花期。棉花见花后要及时追施花铃
肥，每亩施纯氮6-7公斤、五氧化二磷2-3公斤、
氧化钾5-6公斤。对于结铃期长势不足的棉花，
要及时喷施叶面肥，增铃增重。9月上、中旬，可
喷施棉花专用叶面肥，也可直接喷1%-2%尿素和
磷酸二氢钾0.1%-0.2%的水溶液。

（3）科学化控。于 10 月上旬，选择晴好无
风天气，每亩可用噻苯隆粉剂 30-40 克与 40％
乙烯利水剂 200-300 毫升，兑水 40-50 公斤全田
喷雾。

（4）病虫防治。重点防治斜纹夜蛾和烟粉虱。
（5）防灾减灾。注意在集中成铃期做好抗旱

排涝工作。
（6）集中采收。脱叶催熟处理后，一般15-20

天集中吐絮，要注意及时采收。
农业农村部棉花专家指导组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贵州从江
辣椒种植助推脱贫攻坚

时下正是辣椒丰收的黄金时节。8 月 26 日，笔者走进贵
州省从江县东朗镇苗谷村辣椒种植基地，只见地里一个个小
辣椒娇艳似火，20多名椒农正忙着采摘、托运和晾晒。现场椒
农喜笑颜开，一片丰收景象。

“以前村里致富路子窄，缺乏产业发展平台和技术，村民
只能靠外出务工养家糊口。导致村级大量土地成荒地，留守
妇女成剩余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经济来源单一，
收入不稳定，群众生活贫困。自脱贫攻坚启动以来，我村紧紧
抓住脱贫攻坚扶贫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积极带领群众发展
辣椒、蓝靛、食用菌、香猪等 27 个产业扶贫项目，覆盖全村所
有贫困户。现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得到合理使用，群众致富
路子宽了，收入来源广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东朗镇苗谷村致
富带头人潘寨福激动地说。

据悉，近年来该镇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子，结合镇情实
际，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带领群众大力发展辣椒种植等产业，把辣椒种植业
发展成该镇特色产业。2020年全镇种植辣椒5000余亩，覆盖
全镇21个村，带动153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7843人实现产业增
收。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采摘2000余亩，助农增收750余万
元，助推产业脱贫，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奉献力量。

姚祖艳

山东聊城
花木种植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近来，山东省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积
极争取扶贫项目资金，建成鲁西规模最大的花卉交易中心——
江北花木交易中心。花卉扶贫项目自运营以来，已为蒋官屯街
道44个行政村3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分红81.44万元。

江北花木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花木交易中心
将加大花卉新产品研发力度，大力种植外形美观、开花时间
长的海棠、长寿花、君子兰等系列花卉产品，届时，花卉种植
面积将达到 10 万平方米，花卉产品销售到北京、上海等城
市，效益将达上亿元，吸引周边上百名农村剩余劳动力或贫
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图为花木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向客商
介绍花木品种。 时书明 摄

河南光山
油茶产业促进农民致富

近年来，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把种植油茶作为实施精准扶
贫的重要抓手，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以“企业+基地+农户”的发
展模式，把油茶产业作为富民的特色产业，推广新技术，发展深加
工。截至目前，全县油茶种植总面积达25.5万亩，带动近30万农
民增收致富。图为近日，在槐店乡晏岗村司马光万亩油茶园基
地内，村民正在查看油茶籽的长势情况。 谢万柏 摄

防控病虫害 保障秋粮安全
——全国秋粮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会探析

2020年棉花生产中后期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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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布防现场。 梁宝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