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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蕾 田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肖力伟

保花就是保果，就是保收入。据
气象部门统计，3月份以来陕西洛川县
气温、积温偏高，苹果提前萌动，花期
提前。而 4 月中下旬将遭遇三次寒潮
来袭，苹果花期冻害风险等级中等偏
重。风险面前，不容懈怠！一场苹果
花期冻害防御“保卫战”迅即在陕西省
洛川县这个全国闻名的苹果大县开展
起来。

防冻培训很受用

“通过熏烟减少土壤热量的散发，
抵御冷空气入侵，提高果园温度，从而
达到防寒的效果……”在洛川县杨舒便
民服务中心月食村的果园内，果站站长
马小栋就当前果园如何有效防冻保花
对果农们进行培训。

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活跃，马
小栋一边讲解挖好防冻坑的技术要点，
一边强调做好防冻工作的重要性，一旁
的果农们不时就果园管理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交流或提问。

果农杨军锋在听完培训后连连称
赞，“马站长讲的内容很实用，也很接地
气，完全纠正了我之前防冻坑坑小、柴
少、烟道偏的错误。”

丰收是辛勤耕种的果农最朴实的
愿望。杨军锋说，这已经是他今年参与
的第三场培训课，希望多学习一点防冻
知识，做好果园管理，秋天能有个好
收成。

“田间课堂”只是洛川县防冻保花
宣传培训的一个有力措施。相比于现
场培训，“微信课堂”等线上培训方式也
成了当下流行的渠道之一。

“微信培训一般都在晚上，既不影
响果农干农活，还能学习防冻知识，是

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法。”旧县镇果站站
长侯彦忠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在群里培
训了 10多天，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对
果农来说很是受用。

据洛川县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主任屈军涛介绍，该县以镇街为单位，
分别建立了 12 个“防灾减灾微信群”，
每天定时邀请宝塔区有防冻经验的果
农现身说法，分享土窑熏烟防冻经验；
同时县上的业务技术员也会自主拍摄
一些有关防冻知识的短视频，动员群众
积极开展防冻保花工作。

入户走访宣传、大喇叭动员、技术
员整村轮训、微信群培训……一时间，
洛川各镇街纷纷用不同的方式，向果农
讲授熏烟防冻坑的点位规划、设计、开
挖、备料、联防等知识，动员果农加快挖
建防冻坑、储备运输防冻物资。

截至目前，全县共举办防冻培训
436场次，参与培训5.8万人次。

移动装置来“供暖”

连日来，洛川大塬的果农们忙得不
亦乐乎，到处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
象。对他们来说，应对即将到来的“倒
春寒”是每年的“必备课”。

与各处的紧张火热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交口河镇安善村的果农李育宏的
悠然自得。面对当下紧张的防冻保花
工作，他有自己的一套。“买几个废弃的
油桶加工一下，一个移动烟雾桶就成
了。”面对记者的疑惑，李育宏神秘一笑
介绍道，“烟雾桶移动自如，算上加工费
用一个下来成本只有 80 元，往桶里加
上燃料熏烟，提高地表温度，效果是一
样的。”

“制作移动烟雾桶非常简单，给油
桶顶部开口，下面切割留个风口，里面
加工个炉翅就好了,和农村的灶火是一
个原理。”李育宏告诉记者，向桶里“加

料”是很有讲究的，柴禾、布料、纸袋之
类的易燃物，熏烟时间一般在 2-3 小
时；要是加点木渣，压得实一点，熏烟时
间就能延长到5-6个小时。

说起移动烟雾桶的好处，李育宏概
括了4个“省”——省时、省力、省工、省
钱。以他 10 亩的新建矮化密植园为
例，将自制的 10个移动烟雾桶按照“梅
花状”分别摆放，防冻时烟从四面八方
升起，就可以辐射整个果园，必要时还
可以将烟雾桶随意移动。

但李育宏并不打算将自制的这 10
个移动烟雾桶放在新建的矮化密植园，
守护他那 6 亩乔化老果园才是这几个

“油桶”的使命。“我买了一批高加密的
防雹网，等网回来后搭建好，既能起到
防雹的作用，还能阻挡冷空气下沉，到
时候我再通过滴灌防冻，对这 10 亩新
园子也算是双重保护了。”对于今年的
防冻保花，心思活络的李育宏信心
满满。

事实上，除了果农自主研制的移动
烟雾桶，洛川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还自
主研发了一款新型果园防冻弥雾装置，
射程 30到 50米，烟雾宽幅达 6米，高度
5米，可连续使用5小时，一台弥雾机至
少可防御 1至 2亩果园。此外，洛川县
还通过项目支持，采购了大量新式移动
烟雾装置，目前已下发2.6万个。

以“动”制“冻”保丰收

“还是我挖得快！”“你那个排烟通
烟道太窄，不利于排烟。”“看我挖的多
标准，长宽高 1.5 米，填上 3 方柴禾，熏
烟时间长，肯定能防好。”

前几日，在洛川县老庙镇化石村，
一支由镇党员干部、志愿者组成的服务
队，拿起铁锨走进田间地头，自发地开
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挖建防冻坑”
比赛。

50 余名果农分工协作，或两人合
力、或单人单坑，严格按照防冻坑标准
进行开挖。

“哎哎哎，大家注意了，尤其要留好
排烟道，这样才能达到熏烟的效果。”果
站站长杨玉民充当起了“裁判员”，不时
看看这边，瞅瞅那头，对防冻坑挖建的
选址、间距、风向、标准等进行把关
评判。

村党支部书记杨壮壮看到这一场
景，忙不迭地在微信群里号召果农，不
一会儿，成片的果园里四处都是忙碌的
身影，干部群众聚在一起，齐心协力挖
起了防冻坑。

果农杨三全看着自家被挖好的防
冻坑喜不自胜，连连向这支服务队道
谢。“真是太感谢了，帮了我一个大忙，
真是又好又方便，降温时我只要来点着
柴禾就行了，今年的防冻肯定没问题。”
杨三全说。

正在地里发愁的果农杨建，看着突
如其来的一群人，心中不禁疑惑。得知
是帮自家挖建防冻坑，他高兴地合不拢
嘴。“我正愁防冻坑怎么挖，你们就来
了，真是我的大救星。”杨建说。

杨三全家、杨建家……，一家挨着
一家，在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一个
个高标准防冻坑很快成型，成片的果园
里到处是长宽高 1.5米的立方体，饱含
着果农秋收的希望。

实际上，在洛川，像老庙镇一样干
群合力挖建防冻坑并非个例。全县各
镇街、各单位系统帮助老百姓挖建防冻
坑的行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示范
动员带动的深入，更多的群众参与到这
场防冻保花战役中来。

据洛川县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统计，日前，全县已挖建防冻坑 49.2万
个，储备防冻物资 10.8万吨，覆盖果园
面积34.7万亩。

应对花期冻害，保花就是保果，就是保收入——

陕西洛川掀起苹果“保卫战”

□□ 侯昌明 陈家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腾飞

“我自己还不知道许可证快到期这个
事呢，人家审批局的工作人员主动服务，
才用两天，就帮我办好了新证，为优质高
效服务点赞！”近日，在山东省东阿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东阿县绣青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刘磊拿到《水产苗种许可证》
后，连连竖起大拇指。

得益于东阿县推出的“链长＋片长”
制改革，刘磊的业务才办理得如此顺利。

相对于工业、工程建设领域，农业
产业从业人员具有文化素质相对不高、
对新事物接受理解能力较弱等先天性
问题。为此，东阿县在行政审批领域推
出了“链长”一对一全程跟踪服务和“片
长”特色产业精准化服务模式，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

按照相对集中、数量较多的原则，
该县在全县划分了 6 个片区，分别为大
桥镇水产养殖区、牛角店镇特色农业
种植区、刘集镇种畜禽养殖区、鱼山镇
驴产业区、姜楼镇林木产业区、开发区
屠宰加工区。在每个片区设立了一个
审批“片长”，由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
员担任，负责摸底排查片区内乡村产业
数量、类型、规模等相关信息，提供证件
临期和年检提醒等服务。

对涉及农业农村的 10 个产业，该县
从市场准入、立项、环评、施工许可、动
物防疫条件许可等环节入手，进行流程
再造、数据赋能，将众多事项整合成一
个“链条”，由“链长”进行全链条跟踪
服务，打通行政壁垒，实现信息政府内
部流转、并联审批。

以畜牧养殖业为例，从开始的选址
到最后竣工投产，需要办理 5-7 项审批

业务，全部完成大约需要 40 个工作日，
企业需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推出“链
长制”后，企 业 只 需 和“ 链 长 ”对 接 即
可，由“链长”全程协助办理各项审批
业务，并及时反馈各项审批结果，目前
办 理 完 所 有 业 务 只 需 20 个 工 作 日 左
右，审批效率提高了 50%。

东阿县绣青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是
该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是“中国
黄河鲤鱼之都”的品牌核心和基础支
柱。东阿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该片区
的“片长”在梳理许可证台账时，发现该
合作社名下黄河鲤鱼的《水产苗种许可
证》马上就要到期了，而合作社却没有提
出换证申请。“片长”随即联系合作社负
责人，及时提醒许可证即将到期需要更
换新证一事，并将需要准备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随后，审批“链长”全程协助企
业办理该项业务，并现场进行勘验，次日

便将换发的新证送到了合作社负责人手
中，真正做到变“企业操心”为“我为企业
操心”，提升了企业和合作社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为进一步提升效率，东阿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还成立了乡村振兴审批服务
队 ，每 月 两 次 驻 村 办 公 ，进 行 政 策 宣
传、业务指导、现场受理等，提高了办
事群众线上办件率，实现了政务服务
县镇村三级覆盖。

“为农服务没有止境。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改革创新，不断探索、尝试，因
事制宜、因地制宜，将服务触角延伸到
每家每户，把服务窗口前移至村居、群
众家门口，以行动贴心推动办件顺心，
换取群众舒心，以高质高效的审批服务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及
乡村振兴工作充电赋能！”东阿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局长付朝辉说。

变“企业操心”为“我为企业操心”，山东东阿：

提速行政审批 靠前服务三农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葱农正在田间忙碌。眼下，黔陶乡3000多亩香葱迎来丰收。近年来，黔陶乡抓住省级坝区
建设契机，将农村党建与产业建设紧密结合，推广“党社联建”“支部＋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模式，村党支部牵头成
立香葱协会和专业合作社，搭建“村社一体”创业带富平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上的作用，实现坝区周
围95％村民参与种植，人均年收入达2万元以上。 伍莉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摄

内蒙古：
全区大小畜接羔已达1700多万头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
昊）眼下正是牧区接羔保育关键期，内蒙
古乌拉特后旗各苏木镇的牧民几乎家家
都在忙着接春羔，羊圈里不时传来的“咩
咩”声让草原充满了生机。

记者来到呼和温都尔镇那仁乌布尔
嘎查牧民那仁高娃家时，她正在给小羊羔
喂牛奶，随后又赶去羊圈，一会儿喂草料、
一会儿添水，一只只小羊羔悠闲自得、活
蹦乱跳。据那仁高娃介绍，她家有 200 多
只基础母羊，从 2 月份开始接羔，目前已
经接了 180多只羊羔，成活率达到 100%。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饲草料，为
那仁高娃家做好今年的接羔保育工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旗农牧局和科技局积
极组织牲畜技术人员，挨家挨户地给农牧
民饲养的牲畜进行免费疫苗注射，宣传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知识，为牧民接羔保羔保
驾护航。

据了解，去冬今春，内蒙古各地就做
好了各项准备，全区各地努力克服低温寒
潮天气影响，全力抓好饲草料储备，不断
完善棚圈等基础设施，组织技术人员深入
牧户开展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等实用技
术，积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接羔保育工
作有序开展，为全年畜牧业生产奠定了良
好基础。据行业调度，截至目前，全区大
小畜接羔保育 1700 多万头，好于往年同
期水平。

本报讯（刘红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李道忠）随着天气转暖，新疆阿克苏地区
720万亩棉花陆续开播，各地棉农抢抓农时，
有序开展棉花播种工作。

近日，沙雅县各棉田里机器轰响，一台台
现代化的大型农机穿梭其中，精量播种棉花。
今年，该县将播种棉花185万亩，计划投入3万
台农机具确保棉花播种质量和进度。“现在天
气好，我用两台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拖拉机
播种棉花，提高了播种速度，也节省了人力。”
沙雅县托依堡勒迪镇棉农艾买提·艾散说。

同样作为产棉大县的温宿县计划播种棉
花 49万亩，各乡镇抢抓农时大面积使用机械
化作业，为棉花产业提质增效打实基础。温
宿县古勒阿瓦提乡桥头村村民阿依图热木·
阿卜力木今年计划播种棉花 50亩，这几天他
用智能化机械播种，并采用滴灌技术，争取棉

花获得丰收。古勒阿瓦提乡是温宿县重要的
优质棉生产基地，今年计划播种棉花24万亩，
其中机采棉20万亩以上。古勒阿瓦提乡党委
委员、副乡长亚库甫·亚森介绍，自4月1日棉
花开播以来，该乡及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指导农民播种棉花，确保棉花播种工作顺
利进行。

阿克苏地区是棉花种植大区，今年计划
播种棉花 720万亩，并以“提质量、降成本、增
效益”为核心，推广“一主一辅”用种模式，优
化棉花品种结构和生产经营体系，推动棉花
产业高质量发展。

日前，阿克苏地区各地棉花播种工作已
陆续开始，地县两级高度重视，提前谋划，抓
紧时间储备农资。截至目前，已经储备各类
种子 2.75 万吨、化肥 57.6 万吨、地膜 4.96 万
吨、滴灌带227万卷。

新疆阿克苏：

720万亩棉花陆续开播

本报讯 今年以来湖南省祁阳市结合当
地土壤特点，在缺水的“高岸田”推广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发挥种田大户和专业合作
社机械化耕种优势，提高土地规模化经营，今
年有2.1万亩“高岸田”将实现“一季双收”。

在祁阳市七里桥镇枣树园村，种田大户
雷顺阳正指挥着农机手在旱地里翻耕播种。
这台翻耕机在尾部加装了一套播种设施，根
据大豆玉米复合种的理想间距，安装了 5 个
播种箱，按照 2 行玉米带与 3 行大豆带交替
的模式，倒入不同种子，一台机器一天可以
完成 20 亩旱地的翻耕和播种任务，省时、省
钱又省心。

“去年我种的是水稻，由于这个‘高岸
田’水利条件比较差，今年我改为种大豆玉
米，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收益可观，保守
估计，收入在 400 块钱一亩。”祁阳市七里桥
镇种粮大户雷顺阳说。

去年，雷顺阳在当地耕种稻田 2000 多
亩，有各类大型农机 21 台，从春耕到秋收实
现了全程机械化。今年在当地政府的统筹协
调下，他在 200 多亩“高岸田”实行大豆玉米
复合种植，既发挥了农机可规模化种植的优

势，又保证了田地收益。
玉米大豆复合间作模式，解决大豆玉米

争地的同时，对于缺水的地方，还可实现优势
互补。两种作物具有高度差，不遮蔽光线、满
足双方的需要，大豆根瘤菌又具有固氮和施
肥的功能，为玉米生长提供养分。

今年,祁阳县农业部门大力宣传玉米大
豆复合种植的好处以及政策支持措施，在大
豆和玉米品种选择、田间管理等方面为农户
答疑解惑，同时引进推广玉米大豆复合播种
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技术
培训。目前，当地已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
种植 2.1万亩。

谭俊杰 蒋敏杰

湖南祁阳：

2.1万亩“高岸田”将实现“一季双收”

本报讯（王玉贵 赵征 农民日报·中国农
网记者 王帅杰）“近期育苗大棚的温度要在
25至 28℃为最好，湿度以大棚内不出现雾气
和薄膜不滴水为宜。”近日，河南省南阳市西
峡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阳城镇牛王烟站站
长王策在查看了当天烟叶育苗大棚的温湿度
后，对苗棚技术员薛彦青嘱咐道。

开春以来，西峡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时不我待，抓科技育苗不放松、一手抓。面对
春季烟叶育苗的黄金季节，以开展“转思想观
念、转责任担当、转作风形象，促政治生态”为
主题的“三转一促”大讨论活动为契机，结合
工作实际认真“学”、深刻领会反复“思”、立足
岗位扎实“践”，努力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助力
整体工作开展。

“我们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务实
重干，在做工作、抓落实上力求更务实，努力
做到说到做到、说好做好；要加强‘三转一促’
大讨论活动与业务工作的深入融合，切实通
过大讨论活动促使我们的干部职工更新观
念、作风转变、担当尽责，促进政治生态好
转，助推西峡烟草高质量发展。”在全系统
的干部职工“三转一促”工作动员会上，该局
（分公司）局长贾莉的动员讲话直奔主题，引
发共鸣。

在“三转一促”大讨论活动的激励下，全
体干部职工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用实际
行动助力两烟生产经营、专卖管理等工作扎
实开展。

“烟叶长得好，肥料是个宝；协调用肥遍
地金，失调用肥草千斤；这卡上每家每户地块
的施肥数量都写得很清楚，底肥要施足、窝肥
要施好、追肥要及时，一定要按要求进行！”在
该县田关镇小峪村烟农范书强的烟田里，烟
站站长杨新春把科技明白卡送到范书强手
中，指导科学施肥。

在阳城镇茧场村，烟站技术员别新明和
王文峰入村进户，帮助烟农王启献拉烟垄开
沟犁，现场开沟、施肥和封垄。“看他俩一身
汗、两脚泥，真心实意帮俺，太感谢喽！”王启
献逢人就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统计显示，2022年西峡县发展烟叶生产
8300余亩，植烟农户 400余户，每块烟田都有
所属烟站包村客户经理填写了科学种植明白
卡，使施肥精准化、种植科学化。

“我们通过开展‘三转一促’大讨论活动，
凝聚了队伍的力量，促进了整体工作的开展，
为西峡烟草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老沟口烟站育苗大棚内，看着绿油油、长势
正旺的烟苗，贾莉有感而发。

河南西峡：

“三转一促”促烟叶产业发展

本报讯（赵爽 曲瑞雪 农民日报·中国农
网记者 刘伟林）黑龙江北大荒集团洪河农场
有限公司加大水稻育苗阶段的科技应用，通
过技术集成，在高寒地区实现 14片叶优质高
端水稻种植。

近日，在农场叠盘暗室集中供苗中心，一
盘盘稻谷芽香扑鼻。

“现在进行的是播种作业，应用的是叠
盘暗室和钵育摆载育苗技术相结合的技术
措施，播种后进入暗室，48-60小时可达立针
期。”洪河农场有限公司科技园区农服中心
主任王伟介绍说，“今年我们农场订单式‘认
养农业’成为农业生产的新风尚，‘认养田’
种植面积在扩大，消费者‘私人定制’的都是
高端稻米产品，主栽品种是 14 片的叶松粳
22，它米粒细长、清白、透明、稻米清香，心白
腹白极少，外观极佳，但洪河农场属于第三
积温带下限第四积温带上限，水稻种植以 11
叶品种为主，为突破积温限制，我们通过叠
盘暗室超早育秧来延长秧苗在大棚内的生
长期，实现水稻早播种、早出苗，解决品种生
育期过长、积温不足的问题，使 14 片叶的优

质水稻品种在本地安全成熟，实现优质、高
产、高效。”

目前，洪河农场播种工作已全部完成，下
一步将移入超级育秧大棚进行秧田管理。为
保证高端稻米的生长，今年洪河农场有限公
司投资 3974.82万元建设了智慧农业技术集
成示范区，区内设有集中供苗中心、无人化农
场、粮食减损烘干仓储基地和数字化管控平
台，配备自动供土、叠盘暗室育苗、连体式种
子温汤消毒、双氧催芽、离心甩干、环境监测
及自动通风喷淋等国内先进技术和设备，在
耕整地、插秧、植保作业、收割等生产环节充
分运用卫星自动整平、农田智能水利灌溉、田
间管理设备、收获测产、水田土壤墒情监测等
系统采取无人作业，新建的烘干仓储基地可
为水稻标准化种植在收、储、销、粮食减损、增
加收入提供坚实保障。

同时公司将搭建农业数字化管控平台，
以云服务器为基础，下设PC端分站、大屏幕
集中展示、手机APP展示三项，集中展示智慧
农业供土、供种、供苗、供技、供管、供收、供
储、供销“八供”闭环项。

黑龙江北大荒洪河农场：

在高寒区实现高端米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