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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俊 唐福升

“这脆红李又脆又甜！”近日，在四川
省广元市旺苍县张华镇松浪村脆红李种
植基地，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的游客鲜先
生一边体验采摘，一边赞不绝口。

8 月以来，旺苍县 4000 余亩脆红李
迎来丰收。走进旺苍县张华镇松浪村 3
组的李子园，果香便扑面而来，沁人心
脾。趁着晴好天气，城区市民也纷纷来
到果园，感受秋天收获的喜悦。

“今年村里脆红李挂果面积 390 多
亩，已经进入采摘期，亩产大约1.4万斤，
可卖5元一斤，总产值560万余元。收入
高了，生活就越来越好了，村民们日子就
有盼头了。”旺苍县张华镇松浪村党支部
书记伍凯边算账边介绍。

张华镇松浪村由于常年日照充足、
雨量充沛，产出的红脆李果大、香脆、味
甜，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当地依托红脆
李产业，实现了农民增收致富，谱写了乡
村振兴新画卷。

“我们家栽植了3亩李子，8月进入盛
产期，摘了有1.5万多斤，今年的价格比去

年卖得高，算是个丰收年吧！”旺苍县张华
镇松浪村3组村民伍献笑呵呵地说。

“听说这边的李子品质很好，能够达
到我们收购的标准，所以几天前预订了
村民的李子，今天就来收购装车。”来自
广元市的红脆李收购商王先生说，自己
一直在做脆红李收购，以前路过村里就
被当地的李子品质吸引，他目前在松浪
村订购了至少2万斤脆红李。

目前，张华镇松浪村脆红李园区有
5000余棵李子树，通过多年的发展和培育，
整个园区能年产李子230余吨，靠着脆甜可
口、果实饱满的特点，线上线下销路俏。

张华镇镇长陈潇表示，今后将紧扣
“果畜富民、农旅融合”发展思路，围绕
“果香张华、竹茶之乡”城镇核心品牌，重
基础、创品牌、严质效，强力推动水果、畜
牧、中药材、茶叶等核心产业，提升核心
农特产品质量。

“今年，全县李子产量预计达到 1万
余吨，通过现场体验采摘、电商等线上、
线下销售模式，将实现销售量 5500 余
吨，销售额达 3300万元。”旺苍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主任李明说。

四川旺苍县
脆红李结出“致富果”

记者探行记者探行资讯

□□ 杨兰 廖勇 文/图

走进江西省信丰县正平镇九渡村的水半夏种基
地，成片绿油油的水半夏映入眼帘。微风拂过，独特
的药材香气扑鼻而来，一派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的景
象。除草、灌溉……茁壮的水半夏背后，承载着返乡
农民肖忠禄的心血，今年近50岁的他，决心用勤劳和
汗水“浇灌”自己的创业梦。

肖忠禄是土生土长的九渡村人。初中毕业后，他曾
在广州、深圳等地务工，多年在外漂泊，他萌生了返乡创
业的想法。2016年，他辞去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
加了信丰县政府举办的水半夏种植技术培训班，后来又
了解到九渡村沿河区域温度适宜、气候湿润、土壤松散
肥沃且排水性较好，具有种植水半夏的条件。

水半夏又名田三七，以块茎药用，是一种有燥
湿、化痰等功效的中药，市场前景好。信丰是水半夏
的重要产区之一，当地种植面积 1.5 万余亩，每年水

半夏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70%左右，不仅来自广西、
内蒙古等地的药材商慕名而来，产品更远销至日本、
韩国和东南亚等地。

“没准我可以试试。”肖忠禄脑子里萌生出了这
个念头。说干就干，流转土地，购买种子、化肥，雇佣
工人……大量的前期投入花了出去，肖忠禄刚刚准
备好大干一场，就发现早已囊中羞涩。

后续的资金从哪里来，找亲友借？可大家手头也
不宽裕，东拼西凑算了算，还差一大截；找银行贷款？
可没有抵押物，还听说贷款利息高，担心会有很大压
力，肖忠禄满心纠结。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朋友告诉
他，此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简称邮储银行）江西赣州
市分行的客户经理“送贷下乡”，介绍过一款“惠农信贷
通”产品，无须抵押，且利率低。肖忠禄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来到银行申请，没想到，客户经理立马上门开展贷
前调查，很快为他发放了30万元贷款。

功夫不负有心人。肖忠禄的水半夏种植水平越来

越高，从“小白”逐渐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土秀才”，种
植面积约60亩，年产量5万多公斤。在肖忠禄看来，这
一切更应该感谢政府的扶持和邮储银行的大力帮助。

2019 年，肖忠禄看到村里不少田地因无人管理
而撂荒，便决定把这些荒田也流转过来种植水半夏，
把“沉睡”的田地“唤醒”，还能为乡亲们增加收入。
可想法容易行动难，扩大种植面积意味着更大的资
金投入，他再次遇到了资金难题。

邮储银行客户经理得知肖忠禄再次遇到瓶颈
后，第一时间来到他的水半夏基地，经调查、信用评
估后，为他发放了45万元“极速贷”资金。资金到位，
肖忠禄马上流转土地，扩种了20亩水半夏。

如今，肖忠禄的水半夏种植基地年利润可达60万
元。肖忠禄感叹，每次遇到资金困难都会想到“老朋
友”邮储银行，而邮储银行总是热情地向他伸出援手。
肖忠禄计算了下，这些年，从邮储银行贷到的用于种植
水半夏的资金超过240万元，这些资金充分撬动了村

里的水半夏种植，带动了村民就业、致富。
肖忠禄还有更大的计划：在打造百亩水半夏基

地的同时，引入肉猪养殖和水稻种植，利用水稻秸秆
做饲料，降低饲料成本，猪粪经过无害化处理做有机
肥，水稻与水半夏轮种，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品质和效
益，实现种水半夏、水稻、猪循环发展。2023年 3月，
他再次找到了邮储银行，向客户经理谈起了自己的
想法。这次，邮储银行为他发放了15万元“线上信用
户”贷款。“现在贷款方便了，我都不用来回跑，只需
要在手机上点一点，钱就到账了。”肖忠禄笑着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肖忠禄的故事仅
仅是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在赣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该分行扎
根地方、立足地方、融入地方，充分发挥邮储银行资源
禀赋优势，建立了超过140人的零售信贷客户经理专
业团队，以农村市场网格化运营体系建设为抓手，通过
零售信贷机构下沉乡镇、配备管村客户经理、成立攻坚

队、开展普遍授信及信用村“扫村”行动等系列举措，充
分运用移动展业、手机银行等数字化渠道，加大线上信
用户贷款、“极速贷”等产品推广，随时随地为广大农村
客户提供更优质、高效、贴心的综合金融服务。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累计
在赣州投放个人经营性贷款近800亿元，惠及农户近
40万人次，涉农贷款结余超 150亿元；累计建设信用
村超 3200个，评定信用户超 5万户；为信用户发放贷
款近200亿元，惠及信用户近2万户。

“每次遇到资金困难都会想到‘老朋友’”
——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持续助力返乡创业农户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腾飞 文/图

“打玉米的除草剂大豆不行，用大豆
的除草剂玉米又不中！”一位农户的话道
出了制约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的
一大痛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稳
粮增油的重大技术，也是解决粮油争地的
重要措施，然而除草费事、容易造成药害
也成为推广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的“卡脖
子”难题。

为解决这一难题，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简称全国农技中心）牵头成立
复合种植田杂草防治协作组，2023 年重
点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内蒙
古、四川 7省 7地开展复合种植除草剂筛
选大面积示范，探索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模式下的高效除草可行性方案。

探索“土壤封闭+”模式
后期除草压力大减

8 月 3 日，全国农技中心在安徽省阜
阳市开展全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杂
草防治田间观摩和技术培训活动，来自
11 个省植保战线的近 150 名学员现场观
摩了不同技术方案的除草效果。

在位于阜阳市颍东区正午镇的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记者看到，田
间玉米正值抽雄期、大豆正值盛花期，没
有开展化学除草的空白对照田间，狗尾
草、马唐、牛筋草、苘麻等杂草密布，有的
田块杂草长得比豆子高。据专家评估，每
平方米 400多株杂草，可造成减产六成以
上。而采用“物理灭茬+土壤封闭除草”
（用精异丙甲草胺、唑嘧磺草胺、砜吡草唑、
嗪草酮等药剂）方案的12个处理示范田块
均达到了良好的除草效果，其中，30%砜吡
草唑悬浮剂+48%嗪草酮悬浮剂组合处理
的田块干净清爽，除草效果好且持效期
长、安全性高，让与会学员眼前一亮。

全国农技中心农药药械处副处长张
帅告诉记者，在2022年试验的基础上，农
技推广部门制定“播后苗期封闭处理为
主、苗后茎叶喷雾为辅”的策略，探索“土

壤封闭+”技术模式，重点安排砜吡草唑＋
嗪草酮、精异丙甲草胺＋唑嘧磺草胺等2
个组合配方进行土壤封闭处理。从多地
试验田块的杂草防治效果来看，防治效果
普遍提高，田间杂草得到有效控制。从苗
后除草转为前期做好土壤封闭除草，大大
减轻后期杂草防治压力，减少药害风险。

除草太费事儿
只因安全难兼顾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大力实
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各地高度
重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推广工
作，今年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2000 万亩，比上年
增加450万亩。

安徽省植保总站副站长黄超介绍说，
安徽作为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省之一，今
年全省玉米种植面积超 1800 万亩，大豆
950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任
务110万亩。

而杂草防治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不容回避的一大难题。复合种植模式除草
之所以难，就是因为玉米是单子叶作物，大豆
为双子叶作物，在除草方面两者并不兼容。

山东省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李美指
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除草剂筛选的
难题是除草剂需要同时对大豆和玉米两
种作物安全，且要兼顾对后茬作物的安全
性，可供选择药剂太少。

在实际操作中，为了防止药害产生，
种植户用机械打药时需对现有机具进行
改装，加装隔离罩（俗称“穿裙子”），人工
喷药则需要3—5人同时协作进行隔离措
施，费事又费力。

农技部门当前试验探索的“土壤封
闭+”的除草技术方案，将防治关口前移，
高效又省事，为当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解决除草难题探索出了有效的可行性
方案。不少地区土壤封闭使用率大幅提
高，如河北省从去年不足20%增加到今年
70%，江苏省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就具体技术要点来说，“土壤封闭+
旋耕灭茬”要在大豆玉米播前 5—7 天通
过细碎、深翻等措施减少土表秸秆覆盖
度，提高整地质量；“土壤封闭+浇水喷
灌”要求在播种后 2 天之内完成，每亩用
水量 30—50 升，增强药膜层的细密性与
药土层厚度；“土壤封闭+茎叶处理”，茎
叶处理选择登记在玉米大豆上、残效期短

的除草剂品种，尽量避免使用莠去津等长
残效除草剂品种，定向茎叶喷雾一定加装
保护罩，喷头斜向下均匀喷雾，避免因药
液飘移造成的药害。

进一步完善方案
加强技术示范推广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传统间作
套种技术的创新发展，对病虫草害防治，
特别是对除草剂品种选择、施用时间、施
药方式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张帅表示，除
了杂草防控难题，复合种植较常规单一种
植模式，甜菜夜蛾、点蜂缘蝽、棉铃虫、蚜
虫等害虫危害加重，形成较为复杂的病虫
草害发生态势，需要进一步明晰病虫草害
发生规律。

据了解，当前，共同登记在大豆、玉米
两种作物上用于土壤封闭除草的仅有精
异丙甲草胺、乙草胺等 6 种除草剂，生产
中封闭除草效果受田块杂草种类、施药天
气等多重因素影响制约，除草效果存在两
极分化现象，杂草防治技术还需完善改进
提升。今年一些地区出现除草效果差的
情况，主要是土壤封闭没有做好相应的旋
耕灭茬、浇水增墒，因此对于种植户的科
学安全用药指导培训也需要进一步强化。

专家在会上强调，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杂草防治要坚持综合防治原则，充分
发挥翻耕旋耕除草、地膜覆盖除草等农业
物理措施的作用，降低田间杂草发生基数，
减轻化学除草压力，既要考虑当茬大豆、玉
米生长安全，又要考虑下茬作物和来年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轮作倒茬安全，科学
合理选用除草剂品种和施用方式。

张帅表示，农技部门要联合相关科研
教学、农药企业，紧紧围绕带状复合种植
病虫草害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瓶
颈问题，重点筛选一批关键农药产品和施
药机械，加强带状复合种植全生育期病虫
草害防治技术集成熟化、示范推广，打造
技术示范样板，做好技术指导培训，加大
技术总结宣传，为助力稳粮增油和农民持
续增收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针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卡脖子”难题，农技部门探索除草良方——

做好土壤封闭 高效除草不再难

□□ 刘红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眼下，秋粮作物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连日来，新疆
阿克苏地区各地多举措做好科学田间管理，开展稻田施肥、除草等
各类管护作业，强化病虫害防治，全力以赴抓好生产，确保秋粮丰
产丰收。

近日，在阿克苏市依干其镇托万克科克巴什村一水稻田，稻
农正采用无人机飞防技术开展施肥作业。在技术人员的操作下，
伴随着“嗡嗡”声响，一架满载肥料的无人机稳稳起飞，穿梭于稻
田上空，均匀地洒下肥料。“无人机作业大大缩短了施肥时间，避
免了重喷漏喷、无效喷洒，既节省肥料、保护环境，又能提高水稻
产量。”稻农殷四保说，今年他家的380亩水稻如果做好科学田管，
水稻总产量将增加20%左右。

三分种，七分管。阿克苏地区各地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指导村民抓好田间管理，促进秋粮作物稳健生长。

8月是籽粒玉米灌浆期。在柯坪县，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民玉米病虫害防治和施肥等工作。记者走
进玉尔其乡杏花村玉米地里，村民们正忙着追肥、培土、除草，农
技专家在各地块查看玉米长势，并为种植户讲解肥水管控、病虫
害防治等知识，指导种植户做好田间管理。

今年，村民吾甫尔·阿布拉种植了5亩玉米，因运用干播湿出技
术种植，他家的玉米长势喜人，“现在我忙着追肥、除草，保证玉米的
水分、肥料充足。我会按照农技专家的要求管理好玉米，力争多增
产增收。”吾甫尔·阿布拉说。

今年，柯坪县种植玉米 2.43 万亩，目前已进入玉米生产关键
期，该县加大服务指导力度，抓紧抓实田间管理工作，提升科学管
理水平，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阿克苏地区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坚持“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加快推进粮油产业集群建设，通过扩大秋粮种植面
积等举措“端牢中国饭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阿克苏力
量。统计显示，今年阿克苏地区秋粮种植面积达 81万亩，其中籽
粒玉米66.1万亩、水稻10万亩、其他作物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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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近日，在陕西省淳化县润镇西沟村“吨粮
田”示范基地，一排排绿油油的玉米已有近 2
米高，金黄的花穗迎风摇摆。西沟村驻村第一
书记余冰一边查看基地农作物的长势，一边盘
算着发展前景：“我们村光玉米就种了5000亩，
通过土地流转，不仅‘转’出了高标准农田，也

‘转’出农民增收的‘黄金池’。去年村集体经
济分红 25万余元，今年玉米长势好，分红更是
有望上升！”

2022 年，为推动村集体经济，西沟村党支
部探索建立了“党支部+村级股份经济合作
社+帮扶单位+群众”的运作模式，由帮扶单位
提供资金支持，第一年流转土地 100亩用来种
植玉米，2022 年底有效增加纯收入 5 万多元，
集体经济实现增收 2万多元。截至目前，已流
转土地215亩。

“除了流转土地外，西沟村集体经济联合
社还投资 80万元，成立西沟村农机合作社，购
置拖拉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全力满足全村
甚至周边村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需求。”西
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涛说。

村民任转正就是西沟村农机服务队的一
员。平日里，他和队员们深入田间地头为村民
进行农机技能培训、机器检修、耕种、浇灌等服

务。“我自己家里也种玉米，帮助村民的同时，
也是给自己积累经验。”任转正说，除了作为农
机服务队员外，他还是村里的玉米种植大户，
从一开始的 20亩到如今通过在村里流转土地
后的 100亩，种玉米让任转正一家人的日子越
过越甜。

西沟村玉米亩产2000斤，这么多玉米能卖
完吗？

走进陕西丰瑞康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奶
牛饲料蒸气压片玉米的加工正在火热进行中，
工人们细心地操作着生产机械，经过去石去
铁、浸泡、蒸煮、压片、烘干等多道工序完成后，
销往云贵川一带。这里就是西沟村村民所种
植玉米的主要去处，5000 吨存储量的原粮仓
库、日加工量 120吨的智能化生产线……这些
给足了西沟村发展玉米生产的底气。

“我们公司不仅能够保障本村村民的售
粮，连周边镇村甚至旬邑县的玉米也都能收
回来。咱们的玉米生长期长、品质好，这都
是外地客商一致认可的！”公司负责人蔺建
强说。

西沟村在发展村集体经济过程中，依托产
业发展基础，借助帮扶单位力量，推动了村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提高群
众收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为推进乡村振兴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陕西淳化县西沟村发展玉米规模化生产

种植收获有服务 加工销售有路子

贵州省黄平县组织农技人才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抓好水稻精准管护、病
虫害防治等工作，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解决在田间地头，帮助群众增产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图为近日，该县农技专家吴婷（中）利用观摩会间隙深入旧州镇大碾房村开展
田间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 潘江平 石涛 摄

贵州黄平县
农技专家田间地头助农增收

邮储银行江西赣州市分行客户经理在水半夏种
植基地开展信贷调查。

全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杂草防治田间观摩和技术培训活动现场。

□□ 赵硕 杨韬 杨先鹤

初秋时节，核桃飘香。眼下，在“全
国核桃产业示范县”——湖北省襄阳市
保康县，35万亩核桃迎来丰收季，一颗颗
清香饱满的小果实，成为助推当地农户
增收致富的硬“核”力量。

“开杆喽！”8月29日，保康县寺坪镇
皮家坡村核桃种植基地内，荆源丰核桃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龚德辉正带领果
农，抢抓晴好天气，打下今年的“第一杆”
核桃。

“鲜核桃仁细腻、香甜，口感脆爽，这
是保康‘清香’核桃的最大特点。”有着13
年核桃种植经验的龚德辉深谙其中的

“核”心秘密。依托当地优良的生态地理
环境，经过17年的接续发展，“清香”核桃
的种植面积占全县核桃种植面积的 85%
以上，保康“清香”核桃的品牌愈加响亮。

为不断提升核桃产值，保康县大力
推行省力化栽培技术和机械化生产管
理，突出标准化基地、市场培植、产品加
工、科技支撑、品牌建设，一系列有力举
措让核桃产业稳产丰收，全县核桃干果
年产量达1800万斤，实现产值3亿元。

“以前运肥料、采核桃都依赖人工，
今年基地装上了轨道车，别看这车子小，
能爬坡上坎、随停随用，每车可拉 300公
斤货物，一天能采摘核桃青果 9000 多
斤，全年核桃干果产量能达到 4万斤，减
少运输成本 4 万元左右，省时省力省
心。”龚德辉说，以往核桃晾晒全看“天
时”，如今只凭“地利”，基地旁宽敞明亮
的“阳光晒房”里铺满新鲜核桃，采摘、去
皮、清洗、晾干，当天采摘的鲜核桃第二
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中。

据悉，作为全国核桃产业示范县，保
康县抢抓乡村振兴、“两山”转化、全市林
果产业集群发展、全县五大重点农业特
色产业链建设等政策机遇，每年预算
1000 万元扶持资金，三级联动持续推动
核桃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核桃单产、总
产、产值实现了连续 5年增长，种植户切
身感受到了核桃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我们将不断推进核桃产业规模化、
标准化、市场化、品牌化建设，力争到2025
年全县核桃产量达到 3000万斤，综合产
值达到 7 亿元，将保康打造成秦巴山区

‘清香’核桃特色产业县。”保康县核桃产
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孝鑫说。

湖北保康县
支持“清香”核桃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