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郧西：农技专家“把脉”春耕备耕

2 月 26 日， 随着气温逐渐

回升， 在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观

音镇黄土梁村， 一架农用无人机

在进行飞防作业， 伴随着机械轰

鸣声， 一道道由叶面肥、 植物生

长调节剂等混配的“药雾” 从天

而降，不到 1 个小时，这片 40 亩

小麦和 20 亩油菜就吃上了“营

养大餐”。“肥药同施，能降低寒

潮影响， 提高植株的抗逆性、抗

寒性，促进苗情转化。 ”郧西县高

级农艺师李典军说。

当前， 郧西县正值小麦即将

起身拔节， 油菜进入蕾苔期。 针

对该发育阶段作物抗渍和防冻能

力明显下降的情况， 郧西县百余

名技术员积极应对寒潮冰冻天

气， 根据不同田块一二三类苗情

实际，从开沟排水、科学施肥、病

虫害防治等方面， 分类施策、对

症下药、 精准指导， 促进小麦分

蘖多成穗、油菜抽薹多分枝。

雨水至，春耕始，万物生。 针

对当前春管、春播、春备、春防的

好时节， 郧西县派出 6 个技术指

导组， 深入乡村一线， 开展田间

管理和防灾减灾“三访三看”巡

回指导服务， 三访即访农户、访

新型经营主体、 访设施基地；三

看即看苗情、 看在田作物管理、

看设施大棚稳固情况， 千方百计

打牢夏粮丰产基础。

“叮叮当当……”走进位于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的富民农

机有限公司， 金属碰撞声不断

传来， 技术人员张显祥正在一

一检修旋耕机、茶叶修剪机、粉

碎机等农机设备。 对于这些设

备，他有一套“独家秘方”，左敲

敲、右敲敲，立马找到一台微耕

机的“病症”———离合器片磨

坏，更换即可。 不到一个小时，

这台微耕机就“康复出院了”。

这是开年来他修好的第 15 台

机具。

郧 西 县 抢 抓 雪 融 待 耕 时

节， 组织农机推广骨干和一线

“土专家”全方位推广适宜山区

的农机具，指导农民机手检修、

保养农机设备， 排除设备故障

和安全隐患，已保养、检修各类农机

具 1880 台。

平整土地 、铺放育秧盘 、加固

育苗棚 、培植营养土……在郧西县

槐树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育秧中心，

农艺师汪浒正在指导工人做好春播

水稻育秧准备工作，并就改良育秧床

土、及时浸种催芽播种、防止串芽等

问题提供技术指导。“已收到 500 亩

的冷水稻育苗订单，专家讲的技术要

点，一听就懂，我对育足育好壮苗非

常有信心。”合作社负责人余学龙说。

苗好五成收，秧好一半功。 郧西

县紧盯优质种苗繁育这一关键环节，

从品种选择、物资供应、适时播种、水

肥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着手，大

力引进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和新模

式，开展集约化、工厂化育苗指导工

作，切实保障蔬菜、水稻等种苗供应

稳定。

春耕备耕“早”，农资储备“足”。

郧西县还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加强对

涉农企业、种植基地调度，已储备各

类农作物种子 340 吨 、 化肥 6800

吨、农膜 55 吨。

（邹景根 甘晓燕）

湖南：

智能交易系统赋能

“菜篮子”供应有保障

目前，寒潮前锋已南下入海，但湖南省的低温冰冻

天气仍在继续。当地的“菜篮子”保供情况如何？我们到

湖南省看一看。

位于湖南长沙县的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是中

南地区最大的蔬菜枢纽中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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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省份的蔬菜

汇集在这里，每天超过

1

万吨的蔬菜从这里发往广东、

广西等省区， 保证了周围

600

公里之内居民的蔬菜供

给。 尽管这几天降温明显，但物流园里进出的车辆仍然

络绎不绝。

据了解， 整个园区通过智能交易系统监测每天蔬

菜的进场量、销售量和价格，并且通过实时比对分析数

据，及时调配，保证整个市场内货量的充足和价格的稳

定。 从蔬菜的来货产地的信息上，笔者看到，蔬菜有来

自广东、云南、福建、还有浙江等地。 目前，蔬菜的运送

畅通。

这个全自动化智能立体冷库储存量达到了

3

万多

吨，通过数据监控，包括蔬菜的重量、品质、产地、时间、

入库位置等重要信息都能即时动态把握。

目前， 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还加强与蔬菜生

产基地的联络， 做好省内以及周边省市蔬菜生产基地

的衔接工作，把握货源渠道及市场行情，与签订应急保

供协议的基地衔接， 确保恶劣天气下保障长沙海吉星

市场来货。 （据央广网）

安徽：

农技专家支“暖招”

助力麦菜防范冻害

新年伊始，安徽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查苗

情、测墒情、送技术，指导农户积极进行春耕春管，合理

安排农事。 在寒潮来临前，农技人员提前部署，指导农

户针对不同苗情科学施策，防范冻害。

肥东县农技部门在寒潮来临前， 及时发布麦田田

管技术明白纸，指导农户分苗施策，一类苗适度喷施生

长调节剂，增强防冻能力，二类苗喷施水溶肥，增强抗

寒能力，三类苗要追施复合肥、喷施磷酸二氢钾等

防冻剂。

寒潮过后， 气温迅速回升， 农技员持续奋战一线

“把脉开方”，指导农户加强雪后田间管理，最大程度降

低低温天气给农作物生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确保午季

作物丰产丰收。

“对受灾的小麦及时追施速效氮肥，一般每亩追施

尿素 7.5～10 公斤左右； 结合病虫防治及时喷施植物

生长调节剂，增加小麦穗粒数和千粒重。 针对冻害较严

重的油菜田， 亩追施 3～5 公斤尿素和 3 公斤氯化钾，

同时喷施硼肥和生长调节剂促进恢复生长。 ”农技研究

员王宏斌在石塘镇查看某地块后，针对苗情、墒情及冻

害发生程度对农户进行细心的指导。

人勤春来早。 春季田间管理是决定在田作物收成

的关键，本次肥东县农业农村部门共组织 20 多个农技

指导组，160 多名农技员， 下沉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抵

御寒潮，并抓住低温后气温迅速升高的契机，指导农户

做好田间除草、施肥等田管工作。 截至目前农技人员累

计下乡指导近 400 余次，发放技术明白纸 5000 余张。

粮食丰产稳产离不开科技支撑。据悉，肥东县 2023

年种植小麦 38 万余亩，油菜种植面积 32 万亩。 入春以

来肥东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加强农技

服务，指导农民科学有序推进春耕备耕，不断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确保粮食稳产农民增收。

（据中安在线）

针对当前多地发生的极端

气象灾害及其造成的农业生产

影响， 中国农业科学院产业专

家团赴多地开展抗灾减灾技术

指导， 其中蔬菜产业专家团迅

速组织专家应急小分队近

40

批次、约

150

人次，赶赴灾害一

线摸清受灾情况并开展技术指

导； 油菜产业专家团组织派出

84

个专家组

390

人次 ， 奔赴

146

个县市区开展抗冻减灾技

术指导。

在辽宁、河北、山东、陕西

等北方地区， 连续多日低温寡

照， 日光温室蔬菜生产受到较

严重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果菜

类蔬菜长势减弱、 开花坐果率

明显降低，尤其是黄瓜龙头“花

打顶”和化瓜 、辣椒落花落果明

显 ， 预 计 造 成

10 % -20 %

减

产 ……为此，蔬菜产业专家团对

设施蔬菜生产提出控湿防病、病

害防控时优先选用烟雾剂和粉

尘剂等多项技术指导意见并应

用于实践。

中国农科院油菜产业专家

团团长 、 油料所所长黄凤洪介

绍，

2

月中下旬以来， 全国自西

向东、自北向南出现寒潮大风及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油料所依托

油菜产业专家团

16

个专家工作

站约

60

家单位， 深入湖北 、湖

南、江西、安徽 、江苏 、四川 、重

庆 、云南、贵州 、广西、陕西、山

东、河南、河北等

14

个冬油菜省

份的

146

个县市区开展油菜抗

冻减灾技术指导，通过开展技术

培训 、录制防灾小视频 、发放技

术明白纸等方式帮助农民解决

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专家提出，要根据不同区域

油菜受灾情况分类施策：一是加

强田间管理 ，做好厢沟 、腰沟和

围沟清理 ，排渍降湿；二是根据

苗情定量施肥、喷施抗菌剂和生

长调节剂， 结合中耕预防渍害、

病害和倒伏发生；三是加强菌核

病 、黑腐病 、早春蚜虫等病虫害

监测及防治；四是政府部门加强

油菜灾后补救资金和物资供应，

适当提高油菜收购价格或产量

保险，后期加大抗冻品种的推广

应用。

据《中国青年报》

中国农科院产业专家团

赴多地开展抗灾减灾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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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好春光 绿化修剪忙

2

月

28

日，山西省夏县

绿化管护工人正在对夏裴线

树木进行整形修剪。 当前正

值造林绿化、 树木管护的重

要时期， 夏县林业局成立绿

化管护专业队，抓紧对县道、

省道、 国道八条主干路两边

的乔木和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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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防护林

带进行整形修剪、松土施肥、浇水

治虫等作业， 不断提高生态环境

质量。

张秀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