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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话 说 ：“ 牛 马 年 ， 好 种 田 。”
在 经 历 了 庚 子 鼠 年 的 风 风 雨 雨 后 ，
所有人都格外希望在辛丑牛年迎来

“风调雨顺”。
连日来，记者走访时发现，随

着气温的上升，农民朋友开始了一
年一度的春耕春种生产工作，浇灌
庄稼、锄草、栽果树苗、修剪果树
枝等，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劳作景
象。

但经过了解，记者同样发现了
农民朋友心中存在的一些困惑，比
如，怎样防范春季干旱？如何有效
应对“倒春寒”？土壤肥力如何提升
等等。一起来听听农业专家如何支
招。

抗旱刻不容缓
把水肥管理作为重中之重

春回大地万物苏，春耕备耕正
当时。

2 月 18 日又是一个艳阳天，初
春的阳光普照着大地。盐湖区南城
办西姚村村民刘虎平和爱人正在油
菜地里忙碌，挖渠、锄草……

“ 今 年 雨 少 雪 少 ， 天 气 比 较 干
燥。这两天天气好，灌溉一下，浇
了就等着成熟、收获。”刘虎平边挖
水 渠 边 介 绍 ， 家 里 地 少 ， 没 种 麦
子，就种了一亩半油菜。今年雨太
少，有雨的话就不用浇了。

离刘虎平家油菜地不远，村民
李桂娥和家人也在地里锄草。

“我家这块麦地不到一亩，年前
已经浇过了，这两天就是锄草。”李
桂娥说。

“ 我 家 麦 地 还 没 浇 过 ， 正 在 排
队，三两天就排到我们了。这两天
没事就先把草锄一下，不然过两天
越长越茂盛。”该村第八居民组一位
大爷说着话，手中的锄子还在不停
地锄着草。

记者在西姚村了解到，该村的
一部分地在春节前已经灌溉，春节
过后还有一部分正在灌溉或等待灌
溉，不论灌溉与否，闲不住的人们
都 在 田 间 忙 碌 。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
但对于今年早春的干旱天气，农民
朋友的眉间透着一抹担忧。

“立春已过，雨水已至。随着气
温逐渐回暖，我市冬小麦从南到北
即将进入返青阶段，春季管理也将
进入关键时期。我们要立即行动起
来，做好抗旱保墒、促弱转壮、防
灾减灾等工作，不误农时抓好冬小
麦春季田间管理。”市农业农村局高
级 农 艺 师 陶 国 树 的 话 显 得 分 外 急
迫 ， 结 合 当 前 墒 情 及 近 期 气 象 预
报，早春抗旱工作刻不容缓，要把
水肥管理作为春季田间管理重中之
重，因墒因苗分类管理。

陶国树从三个方面给出了中肯
的建议：“一是要科学运筹水肥，促
进 弱 苗 赶 队 。 二 是 要 顶 凌 耙 耱 划
锄，保墒抗旱。三是要加强麦田管
护，做好冻害防护。”

如何科学运筹水肥，陶国树解
释的非常详细：“首先是因墒管理。

小麦返青时，要适时抗旱浇水，对
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 60%、土壤干
土层较厚的麦田，应尽早采取小水
漫灌或微喷灌的形式浇水，切忌大
水漫灌造成地温下降，从而影响麦
苗生长。对已浇过越冬水、墒情和
苗情较好的水浇地壮苗麦田，一般
不浇返青水，推迟到起身拔节期进
行水肥管理，这样可以起到春季蹲
苗、控制春季无效分蘖的作用。”

除 了 因 墒 管 理 ， 还 有 因 苗 管
理。陶国树接着说：“要因苗情科学
调控肥水，对一类麦田，返青期及
起身期均要控制肥水，拔节期加大
肥水管理力度，结合浇水亩追尿素
10 公斤，以提高成穗率，稳定穗粒
数 ； 对 二 类 麦 田 ， 已 浇 越 冬 水 的 ，
起身期开始肥水管理，浇水时亩施
尿素 5 公斤～7.5 公斤，促小蘖赶大
蘖，提高成穗数；对三类麦田，可
根据气温变化及旱情及时浇灌返青
水，亩施尿素 8 公斤～10 公斤和适
量 磷 酸 二 铵 。 此 外 ， 因 抢 时 播 种 、
底 肥 不 足 或 未 施 底 肥 的 旱 地 麦 田 ，
可视苗情、墒情以及底肥情况，早
春趁雨雪适时适量追肥。”

为防止早春气温回升过快，风
多雨少，造成土壤失墒加快，陶国
树 建 议 顶 凌 耙 耱 划 锄 ， 保 墒 抗 旱 ，
把耙耱、镇压、划锄这些最有效的
抗旱保墒技术落实到位，以达到去
除枯叶，弥合裂缝，消除坷垃，提
温 保 墒 ， 促 进 小 麦 返 青 生 长 的 目
的。对于旺苗、壮苗田，要及时采
取 顶 凌 耙 耱 措 施 ； 对 于 水 浇 地 麦
田，春季浇水后或雨后也要适时划
锄 ， 起 到 保 墒 和 保 持 地 温 的 作 用 ；
对 于 整 地 质 量 差 、 土 壤 悬 虚 的 麦
田，应及早采取镇压措施，消除土
壤坷垃，防止跑墒散墒；对于群体
偏少、个体偏弱的麦田，不宜耙耱

镇压，及早实施浅锄细锄。
此外，小麦起身拔节后，要密

切关注气温变化，及早做好晚霜冻
害的预防和灾后补救措施。降温之
前应及时灌水，改善土壤墒情，调
节近地面层小气候，减小地面温度
变化幅度，防御冻害。浇过“越冬
水”的麦田，抓紧开展划锄，促进
根系发育和养分转化，提高地温和
保墒，以减轻冻害影响。对遭受冻
害 的 麦 田 ， 应 及 时 追 施 适 量 氮 肥 ，
适 时 浇 水 ， 促 进 受 冻 小 麦 恢 复 生
长。同时要做好春季地下害虫、麦
蜘蛛、麦蚜、纹枯病、根腐病等病
虫害监测与防治。返青期至起身期
普遍进行一次化学除草。要禁止牲
畜进地啃麦造成苗情转弱，抗寒力
下降，甚至死苗，给生产带来损失。

加强水肥管理
提前做好霜冻预防措施

在西姚村一片田地里，村民王
文红没有锄草，也没有灌溉，他正
在带着家人栽樱桃树苗。

“我家这块地有一亩多点，以前
种的就是麦子，每年的产量都只有
500 多斤，挣 500 块钱，除过浇地、
施肥、深耕，年年赔钱。”王文红叹
了口气说，主要是土质不好，土壤
里沙含量大。“种麦子产量不行，咱
就种其他的吧。”

今年，他从垣曲购回了 100 多株
樱桃树苗。“樱桃树，好成活。三年
见 收 益 ， 村 里 已 经 有 种 樱 桃 挣 钱

的。”
挖坑、培土，不停地劳作让王

文红脸上的汗水直流，但心中有了
希望的他毫不介意。

而在平陆、临猗等苹果盛产区
的果园里，果农们正忙着给果树剪
枝、施肥、浇园。

“果树即将进入萌芽期，必须加
强水肥管理。”陶国树说，去冬没有
浇封冻水的果园，要抓紧时间，浇
好萌动水。

对于弱势树体或去年秋季底肥
不足的果园，要在早春萌芽前 1 周～
2 周，适时做好追肥。以氮素肥料为
主，每亩可追施尿素 10 公斤～15 公
斤。无灌溉条件的果园要趁雨后墒
情 适 宜 时 进 行 追 肥 。 对 于 高 产 果
园，要注意中微量元素肥料的配合
施用。

同时，还要防范低温冻害。据
农业农村部有关通知，目前全球一
次中等强度的“拉尼娜”现象已经
形成，预测 2021 年我国气象年景偏
差，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害重于
常年，旱涝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概率
增大。

受“拉尼娜”现象的影响，预
测今年倒春寒发生的概率较大，果
农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
低温霜冻预防措施，避免果园遭受
损失。

对 于 如 何 预 防 低 温 霜 冻 灾 害 ，
市农业农村局集中把脉收集相关农
业专家意见给出了 6种预防方法。

——熏烟法：果园熏烟能够有
效减少土壤热量的辐射散发，抵御
冷 空 气 入 侵 ， 提 高 果 园 内 的 温 度 ，
同时改善果园小气候。可用易燃的
作物如秸秆、干草、落叶、稻糠等
混在一起，在每亩果园里堆放 3 堆—
5 堆，当夜间温度降至 0℃时，即可

点火。
——涂白法：早春对树干进行

涂白，能有效减少树体对太阳能的
吸收，使树体温度回升缓慢，推迟
树芽萌动。

—— 灌 水 法 ： 对 果 园 进 行 灌
水，能明显降低地温，起到推迟果
树萌芽和开花的作用。

—— 喷 药 法 ： 在 果 树 萌 芽 前 ，
用 0.25%～0.5%的萘乙酸钾盐溶液喷
洒树枝，能抑制花芽萌动，提高抗
寒能力。在倒春寒和晚霜来临之前,
对正在开花的果树喷洒 0.3%～0.6%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可增强花蕊的
抗 寒 性 。 还 可 结 合 对 病 虫 害 的 防
治，适时向树冠喷洒低浓度的食盐
水，这样既可以防止病虫害又能有
效地减轻花芽的冻害。

——防风法：在果园风口处设
立防风屏障，使树体免受或少受倒
春寒及晚霜等恶劣气候的侵袭，减
少果树冻害发生。

—— 遮 盖 法 ： 用 塑 料 布 、 草
帘、苇席、苫布等遮盖果树，保留
散 发 的 地 热 ， 阻 挡 外 来 寒 气 的 侵
袭，从而起到减轻霜冻的作用。此
法多在幼龄果园或低干矮冠的树种
上采用。

墒情整体不足
及早做好备耕备种工作

据相关数据显示，自去年 11 月
25 日 以 来 ， 我 市 普 遍 没 有 有 效 降
水，加之近期气温回升较快，土壤
水分蒸发量大，导致土壤普遍缺墒。

2 月 7 日 ， 全 市 13 个 县 （市 、
区） 89 个土壤墒情长期定位监测点
结 果 显 示 ， 0～20cm 土 层 土 壤 相 对
含水量为 45.5%～64.3%，平均值为
56.6%； 20cm～40cm 土 层 土 壤 相 对
含水量为 49.1%～70.5%，平均值为
60.8%。

“根据土壤墒情评价指标体系、
气象数据和田间小麦长势，目前全
市土壤墒情整体评价为不足，局部
区域为干旱。”陶国树说。稳定春播
作 物 面 积 ， 抓 好 春 播 备 耕 备 种 工
作，是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
重要保障和前提基础。

陶国树讲：“我们要立足抗旱促
春播。要根据土壤墒情，合理安排
种植结构，调剂调运种子，提前储
备好保水剂、地膜等抗旱物资，及
时检修灌溉设施，提早做好抗旱春
播 准 备 。 推 广 免 耕 播 种 、 地 膜 覆
盖、膜下滴灌等抗旱播种技术，抢
时 造 墒 播 种 ， 播 后 及 时 补 浇 蒙 头
水，确保能播尽播，正常出苗。”

此外，还要立足抗旱保全苗。播
种后如遇天气干旱，在有灌溉条件的
地块，充分利用近年来高标准农田项
目建设的高效节水灌溉设施，集中有
限水源实施浇水保苗，因地制宜采取
喷灌、滴灌、垄灌、隔垄交替灌等节水
灌溉技术；对水源不足的地方，则可
采取输水管或水袋灌溉，千方百计扩
大灌溉面积。适时喷施抗旱保水剂，
增强植物抗旱能力，促进作物正常生
长发育。

面对“拉尼娜”，春耕生产怎么抓
本报记者 范 娜 通讯员 张晓龙

春耕生产进行时观 察

去冬到今，我市普遍没有有效降水，加
之气温回升较快，土壤水分蒸发量大，导致
土壤普遍缺墒，怎么办？早春易出现“倒春
寒”，怎样才能把农作物损失降到最低？遭
受冻害的麦田怎么补救才能成活？

这些问题，是每一个农民朋友关注的问
题，也是农业专家多年来密切关注的问题。

今年的春耕与往年相比，较为特殊。据
气象部门分析，今年旱涝极端天气发生概率
增大，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威胁依然存在。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专家未雨绸缪，针对每一
个老问题，提前制订预案，做好监测防范，
给出了精准解决的新办法，多措并举抗旱
情，全力以赴保春耕。

如果说未雨绸缪是一种积极的态度，那
么，精准施策就是科学研判后取得成功的有
效路径。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了 13 年前的
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
在那次大地震中，有一所学校并没被“震
倒”，全校 2200 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无一
伤亡，堪称奇迹。

这所学校就是四川安县桑枣中学，紧邻
北川。之所以没有伤亡，正是因为校长叶志
平未雨绸缪，坚持多年组织学生进行地震紧
急疏散演习，使得地震发生时，全校师生按
照平时学校要求的和他们早已熟悉的疏散方
式，从不同的教学楼和教室中，全部冲到操
场，并以班级为单位站好，仅用时 1 分 36
秒。

桑 枣 中 学 的 2000 多 名 师 生 何 其 有 幸 ，
遇到了未雨绸缪的叶志平校长。

中国是一个农耕大国，有着悠久的农耕
文明史，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传统农
业正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保持
粮食生产稳定意义重大。不久前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
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而种子和
耕地就是“两藏”战略的两个要害。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解决
好耕地问题，我们就要确保耕地数量，同
时，大力提升耕地质量。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升耕地质量的重要
手段。目前，我市已建 （包括在建、立项）
高标准农田达 454.1 万亩。通过项目实施，
改善了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培肥了地力，
提高了土地粮食产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大大提高了项目区的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实现了粮食增产增收，农业
节本增效和绿色可持续发展。

打造高标准农田让农民看到了希望。自
上而下的积极行动，使各项目区农业基础设
施得到明显改善，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也能提
高不少，为下一步的绿色生态农业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三农”问
题，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三农”正在成为国家经济的强劲动
力，像我们的现代化工业一样散发出璀璨的
光芒。

以未雨绸缪的

态度精准施策
范 娜

本报讯（记 者 乔 植 通 讯
员 董丽华 杨惠生）2 月 16 日，大
年初五，芮城县大王镇古仁村村委会
副主任、石米家庭农场主马义民像往
常一样，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来，“过
年只休息了一天。”他一边将优质小
米装进印有“瑞诚小米”的包装盒一
边说。

古仁村地处黄河北岸二阶台地
区，北依中条山两阳之地，土地平展
肥沃，使此地所产小米色泽金黄，粥
粘味香，品质上乘。近年来，芮城县委
县政府大力实施一村一品战略，古仁
小米连同苹果、香椿、菊花，被确定为
大王镇四大支柱产业，为村民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

1993 年，马义民开始在自家碾
米，为村民提供谷子加工服务。随着
大王小米的名气越来越大，2017 年，
马义民自己指导种植 120 余亩土地
作为生产基地，种植优质小米，并注
册商标“瑞诚小米”，开办了石米家庭
农场。2020 年农场又投资 32 万多元

添置了 1 条电脑控制的小米加工生
产线，年加工、销售小米 500 余吨，实
现净产值 35 万元。小米种植劳动强
度小，投资小，回报可观，适合一般劳
动能力的村民种植。今年古仁村的小
米种植达到 6000 余亩，带动周边 500
余农户投身小米系列产业。农场对村
民种植的优质小米进行高价回收，让
他 们 放 心 大 胆 种 植 。去 年 10 月 ，在

“庆脱贫，话丰收”扶贫产品金秋促销
会上，“瑞诚小米”作为扶贫产品进行
展销，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除在芮城县之外，在永济、临猗
等地，“瑞诚小米”都有销售网点，农
场对于村里贫困农户谷子进行保本
加工。春节期间，与以往传统大袋包
装不同，“瑞诚小米”做出了新花样。
将小米进行真空包装后，再装到礼品
盒里进行销售，既美观大方，又便于
储存，引来了大批的消费者，1 万多
斤小米供不应求，销售一空。老顾客
带动新客户，一些外地客户也通过网
购将“瑞诚小米”销往全国各地。

芮城石米家庭农场

传统产业做出新花样
本报讯 （记者 余 果 通讯员 张佳

帅 付康军） 为了保证全县种植业、养殖业
生产的安全运行，芮城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队 2020 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800 余人次，出动
执法车辆 210 台次，检查农资生产经营企
业、门店 300 余家次；配合抽检农产品样品
430 批次，抽检农药产品 15 个、农药标签 30
个、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产品 11 个、兽药产
品 26 批次、肥料产品 37 个；立案查处违法
案件 18 起，已全部结案；调解处理农资纠
纷 28起，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 180余万元。

2020 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 70
个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窗口，芮城县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榜上有名。近日，芮城
县农业农村局被农业农村部授予“中国渔政
亮剑 2020”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工作成绩突
出集体奖，全省仅 2家获此殊荣。

下一步芮城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将继
续加强执法人员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提
高执法队伍的执法水平和执法效率，努力建
设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执法队伍；加强投
入品抽检力度，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
农业投入品的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销售
国家明文规定的禁用的高剧毒农药或农药成
分中含有禁止使用的隐性成分的农药产品；
加强农资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实行信用
等级评价，提高农资经销人员服务水平和服
务质量，从源头上杜绝假劣农资，避免坑农
害农事件发生。

芮城县

严厉打击“三农”领域

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讯（记者 陈永年 通讯员 梁五刚）2 月 18 日，
运城市农业农村局在春节假期结束后上班的第一天，就组
织党员干部赴夏县南大里乡“夏鲜”设施蔬菜产业园开展了
义务植树活动。局领导、各科室和下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及
市、县农业农村局干部职工 100余人参加活动。

一到产业园区，大家纷纷拿起铁锹，拎起水桶，兴致勃
勃来到指定植树点，两三个人自由组合，协作配合，有的挥
锹挖穴，有的放苗入坑，有的扶正踩实，有的培土浇水，呈现
出一片干劲十足、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经过一上午的努
力，市、县农业农村局干部职工共种植冬青、海棠树木 190
余棵，为产业园增添了绿意，带来葱茏的生机。

“夏鲜”设施蔬菜产业园位于夏县南大里乡疙瘩村，是
我市实施的省级标杆项目、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同时
也是市委、市政府重点推进的“1311”重大工程项目。该项目
总投资 5500 万元，规划面积 3 万亩，目前已完成投资 3500
万元，完成面积 1.2 万亩，其中核心区面积 1060 亩，集新品
种展示、新技术应用、新业态运营于一体的核心功能区域已
初步建成，并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取得了积极成效。

此次义务植树活动，一方面让农业农村系统干部职工
亲身体验了通过义务劳动为大地增绿、为园区添彩的幸福
感，激发了大家植树造林和绿化环境的热情。另一方面亲眼
见证产业园区建设在促进一产高质量发展上、在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上取得的丰硕成果，切身感受自己履职尽责的责

任感和成就感。大家一致表示，目前我市正处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建设现代农业强市的关键时期，作为农业干部一定
要牢牢树立新理念，展现新作为，以实际行动为实现运城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运城市农业农村局

上班第一天义务去植树

图为植树现场 本报记者 陈永年 摄

西姚村村民在麦地锄草 本报记者 范 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