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 察 推动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互促共进

虽已过了春分节气，但近期，我市
的气温并不稳定。乍暖还寒的天气，
像是预示着“倒春寒”的即将到来。

目前，我市一些果园的树枝上已
经努出了花苞。为了保住花苞，保护
果园，保证挂果，很多果农已经在果业
专家的指导下行动了起来。

在临猗县北辛乡王申村果园内，
果农们正在放草帘。

“这是我们从河南买回来的草帘
子，我家买了 100 捆。气温不稳定，我
们得先把准备工作做好。”临猗县华红
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志高介
绍道，王申村的果农都买好了草帘子，
每户一二百捆不等。

记者看到，这些放在果园里的草
帘子已被捆成一捆一捆的，看起来就
像是火车轨道上的轨枕一样，每亩果
园放着 5至 7捆草帘。

李志高解释道：“这两年‘倒春寒’
对果树带来的伤害非常大，尤其是去
年，连续三晚上降温，王申村的苹果几
乎绝收。放草帘的目的就是在气温骤
然下降后，果农能点燃草帘，用烟雾升
温的方法，确保果树不受低温冻害影
响。”

市果业发展中心生产技术部主任
黄雪娜介绍，根据国家农业农村部和
中国气象局会商预测，今年早春气温
回升较快，易出现阶段性强冷空气，发
生花期冻害概率大。目前，市果业发
展中心正在做的就是指导果农购买发
烟筒，准备稻草堆等预防冻害的物资，
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倒春寒’往往发生在清明节前后，在温
度下降到冰点后，气象喇叭才会正式开始对
果农进行实质性的指导。”黄雪娜说。

日前，市果业发展中心已发布果园低温
冻害预防措施和灾后补救措施，以期对果农
在管理果园的各个环节提供帮助。

措施从 6 个方面，对于预防果园低温冻
害给出了建议。

“这 6 种方法分别是延迟开花法、树冠喷
水法、喷防冻剂法、遮盖+煤炉加温法、吹风
对流法和熏烟法。”黄雪娜说，这 6 种方法，果
农可以根据果园的实际情况，综合使用。

对于 6 种方法的效果和具体用法，市果
业发展中心在给出的措施中进行了详细解
释。

延迟开花是避免花期冻害的最有效措
施，开花越晚，遭受花期冻害的概率和程度就
越低。

延迟萌芽开花时间主要有 4 项措施。一是
树干涂白。春节前没有主干涂白的应及早对树
干、主枝进行涂白，涂白不仅可以防病、防虫，而
且能反射光照，延迟树体温度回升，使花期延
迟。涂白剂配方：石硫合剂原液 0.25 公斤、食盐
0.25 公斤、生石灰 1.5 公斤、动植物油少许、水 5
公斤。配制方法：将生石灰加水熟化，加入油脂
搅拌后加水制成石灰乳再倒入石硫合剂原液和
盐水，充分搅拌即成。二是灌水。有条件的果
园可在春季灌水 2 次—3 次，以延迟土壤温度回
升，推迟萌芽开花。三是喷施化学物质。萌芽
前全树喷施 250 毫克—500 毫克/公斤萘乙酸钾
盐，可延迟萌芽；萌芽初期喷 150 毫克—400 毫
克/公斤的脱落酸溶液或 0.5%氯化钙，可推迟
花期。四是树盘覆盖。树盘覆草 20 厘米—30
厘米，可减慢土壤升温，延迟开花，如能够结合
灌水，效果更好。

树冠怎么喷水防冻？根据天气预报，霜冻
前一天下午或傍晚对树体进行喷水，夜间寒流

袭来时，喷到果树的水分，在遇冷结冻时散出潜
热，使树体温度不致骤然下降，能减轻或防止晚
霜危害，若喷洒 0.3％—0.5％的蔗糖水溶液效
果更好。

怎样喷防冻剂？在霜冻来临前 2 天—3 天，
对 树 体 喷 施 防 冻 液 ，如 0.3%的 磷 酸 二 氢 钾 +
0.3%尿素，或使用芸苔素内酯及氨基酸溶液等，
可降低冰点、增强抗性。

遮 盖 +煤 炉 加 温 。 冻 害 来 临 前 4 小 时 左
右，利用稻草、麦秆、草木灰、杂草、尼龙等
覆盖树盘，在果园放置蜂窝煤炉内胆，内放煤
球，视冷空气强弱合理放置煤炉数量，及时点
燃煤球升温。此举措既可防止外面冷空气的袭
击，又能减少地面热量向外散失，增加小气候
温度。

吹风对流。易发生霜冻的区域，在果园上空
安装使用大功率鼓风机搅动空气，增强空气流
通，可吹散凝聚的冷空气，有预防霜冻的效果。

果园熏烟措施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是

利用锯末、麦糠、碎秸秆或果园杂草落叶
等交互堆积作燃料，堆放后上压薄土层
或使用发烟剂（2 份硝铵，7 份锯末，1 份
柴油充分混合，用纸筒包装，外加防潮
膜）点燃发烟。烟堆置于果园上风口处，
一般每亩果园 4 堆—6 堆（烟堆的大小和
多少随霜冻强度和持续时间而定）。薰
烟时间依据气温而定，当气温低于-1℃
时开始 ，以 暗 火 浓 烟 为 宜 ，使 烟 雾 弥
漫 整 个 果 园 。

二是对于有条件的果园，可利用防
霜冻烟雾发生器熏烟。一般是一组（2
个）防霜冻烟雾发生器有效覆盖面积可
达到 3 亩—4 亩，大面积群防群治可达到
5亩。

如果果园发生冻害，我们应立即采
取以下措施：

——人工辅助授粉。为了减轻花期
冻害带来的产量损失，无论果园受冻害
的程度大小，都要进行全园人工授粉，并
喷施 0.3%硼砂、芸苔素、天达 2116，提高
座果率。

——摘除残花。苹果、梨树受冻后，
花朵柱头或子房发生褐变，失去授粉受
精能力，变成残花，应及时摘除，以减少
对树体营养的消耗。

——停止疏花，延迟定果。发生霜
冻灾害的果园，应立即停止疏花，充分
利用晚花、边花、弱花和腋花芽花坐
果，保障坐果量。定果时间适当推迟，
幼果坐定以后，根据整个果园坐果量、
坐果分布等情况进行一次性定果。定果
时力求精细准确，要充分选留优质边花

果和腋花果，必要时每花序可保留 2 个—3 个
果实，以弥补产量不足，确保有良好的产量和
经济效益。

——加强土肥水管理。灾后果树树体虚弱
需要及时增加养分积累，加之保留下来的花绝
大部分是弱花和腋花芽，要及时采取地面追肥
和树上喷施的方法补施复合肥、硅钙镁钾肥、土
壤调理肥、腐植酸肥等，以利恢复树势，促进树
体生长和幼果发育。

——加强病害防治。果树遭受晚霜冻害
后，树体衰弱，抵抗力差，容易发生病虫害。要
勤检查腐烂病，发现病疤及时刮治。

现阶段，在临猗、万荣一带果园，果农都已
经积极行动起来，购置防冻物资，做好防冻准
备。为了激发果农的积极性，一些乡镇甚至采
取了准备防冻物资和免费发放高标准农田有机
肥相挂钩的方法。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把防
控措施落实到位，让果树能够安然度过“倒春
寒”，确保运城苹果如期成熟、上市。

“倒春寒”来了，果园怎么办
本报记者 范 娜

运城是果业大市，因拥有独特的地理气
候，水果产业化发展势头迅猛。尤其是运城
苹果，已被认定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创
出了“运城苹果”品牌，并作为特产，走出
了 国 门 。 但 几 乎 每 年 都 会 发 生 的 “ 倒 春
寒”，对于运城水果来说是一大劫。

说到这里，笔者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老
子的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意思是说天地无情，将万物视为刍狗。在大
自然面前，万物是渺小的，也是脆弱的，我
们对大自然要多些敬畏之心。

但过去，因为缺少了这份敬畏，很多人
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水土流失、沙漠化、荒漠化、气候变暖、森

林锐减、生物多样性降低等，导致了环境结构
和功能的变化，对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也带来
了不利影响。

远的不说，近的如拉尼娜等气温异常现
象，就让全球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安全
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现在，生态修复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关
注。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 5 年生态文明建设
显著成效时指出，“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进展顺利”；在部署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时强
调，“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

同时，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
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

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

随着一系列重要举措的实施，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正在慢慢实现。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再细细思考
这句话，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延展开来说就
是，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
力量有多么强大，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只有去
顺应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并合理科学地利用这
些规律，才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在我们身边，面对气温异常现象，农业部
门、果业部门及时发布预防措施和灾后补救措

施，给出了详细的、中肯的建议。一些农业专
家奔走在田间地头、大小果园，手把手指导农
民防冻、补救，力求把损失降到最小。果农更
是提早行动，购买草帘子、防冻炉等设备，为
可能发生的“倒春寒”积极做着准备。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
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
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
蝶效应”。

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果园，为了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大自然母亲的孩子，我
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
热爱自然，节约资源，抵制污染，绿色生活，
改善环境，携起手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我们
赖以生存的大自然，降低“蝴蝶效应”发生的
概率。

果园里的“蝴蝶效应”
范 娜

新农村 责任编辑 刘晓瑞 美编 李 鹏 校对 郝鹏飞
2021年 3月22日 星期一

E-mail：ycrbjjxwb@126.com

本报讯 （记者 陈永年）“以前我们员工
来食堂吃饭，通过充值卡支付。一到饭点，打
饭的、充值的经常排长队，而且还有卫生隐
患。现在，只需要刷脸就可支付，大大改善了
员工的就餐体验和管理效率！”3 月 16 日，山
西宇达集团职工食堂一位负责人说。日前，农
业银行夏县支行“智慧食堂”项目在该集团顺
利上线。

山西宇达集团位于夏县，是一家以专业化
设计制造青铜大型雕塑、青铜艺术礼品、青铜
艺术品、青铜旅游商品为主的大型文化产业集
团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92 年，占地面积 300
亩，现有员工超过 300 人，每到中午饭点，公
司食堂排队人数较多，等待时间长。农业银行
夏县支行工作人员了解该情况后，主动对接，
为其规划上线了“智慧食堂”项目。

而在闻喜县第二中学，“智慧食堂”在该

校 2 个学生食堂、1 个教工食堂、1 个综合超市
及卫生室、图书馆，为 4000 名师生提供了一
揽子结算服务。学生在实现刷脸消费的同时，
家长可随时为孩子线上充值、查询孩子就餐情
况。

“智慧食堂”投入运营以来，有效帮助企
业 （学校） 降低了运维成本，缩短了员工 （师
生） 就餐等待时间，彻底解决了充值模式的各
种弊端，得到了管理人员和就餐人员的一致好
评。

近年来，农行运城分行在推进“智慧场
景”建设，提升服务民生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始
终不遗余力。在率先推出“刷脸取款”“超级
柜台”的基础上，该行不断加强与城市医疗、
教育等居民日常生活和公共服务领域行业的合
作，积极构建场景化、一站式、全方位的智慧
生活生态圈，“智慧学校”“智慧医院”等平台

纷纷上线，不但让业务办理加速提质“越来越
给力”，而且让客户省时省力“最多跑一次”。
截至目前，该行先后在运城市妇幼保健院、临
猗 县 中 医 院 、 绛 县 人 民 医 院 上 线 “ 智 慧 医
疗”；在万荣、临猗、绛县上线“智慧生活”
缴费；在人行芮城县支行上线“智慧党费”，
累计服务 272 家企事业单位，年累计服务个人
消费者达 62 万人次。这些“智慧场景”的上
线，有效解决了传统线下收费存在大量对账以
及数据无法及时处理的问题，通过电脑端和手
机端实现了 7×24 小时移动支付缴费，提升了
消费的可得性和便利性。

下一步，农行运城分行将重点围绕政务、
教育、医疗、公共事业等多个民生场景项目，
充分发挥科技和金融优势，利用新兴技术搭建
平台、丰富场景，赋能社会百业，更好地服务
运城实体经济和大众民生。

农行运城分行充分发挥科技和金融优势——

“智慧场景”赋 能 社 会 百 业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
三月的古耿大地，春意
盎然，到处都有农民忙
碌耕作的身影。日前，
走进河津市樊村镇堡子
沟村村民冯俊杰的瓜地
里，他正带领几名工人
忙着进行打眼、插杆等
农 活 。 虽 然 忙 碌 又 辛
苦，但他的脸上却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冯师傅，你怎么这
个 时 候 才 开 始 搭 建 暖
棚？”

“现在可是栽瓜苗
的黄金时期，这两天我
们都是搭棚、栽苗同步
进行，争取今年再来个
好收成！”

“那现在开始栽植
幼苗，瓜得多长时间才
能成熟？”

“咱家的甜瓜、西瓜
都是在暖棚里种植的，
大概 2 个月的时间就能
成熟上市了。”

“暖棚下面的管道
有啥作用？”

“这个是浇水用的，
我们采用的节水灌溉技
术主要是滴灌，在节水
的同时还能省工省力、
提高效率。”

今 年 43 岁 的 冯 俊
杰 是 个 地 地 道 道 的 农
民，文化水平不高，但说
起种瓜技术，却讲得头头是道。2016 年，从
事水果销售的冯俊杰，在一次水果拉运中，偶
然接触到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的特小凤黄瓤
西瓜，被这种口感细腻、多汁的西瓜所吸引。
他萌生了将这一水果引进河津当地种植的想
法。通过多方考察学习，他便开启了这项“甜
蜜事业”，自此走上了增收致富路。

头一年，冯俊杰试种了 5 亩，不仅在网上
学习管理技术，还聘请了技术员前来指导，经
过细心管护，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第二
年，他便将亩数扩大到了 15 亩，并先后引进
了绿宝、博洋九号、博洋 61、羊角蜜等 4 个甜
瓜品种和特小凤、麒麟瓜、夏宝、8424 等 4 个
西瓜品种进行种植，通过自产自销、游客采摘
等形式进行销售，年收入达到 20 万余元。今
年，他又在本村流转土地 25 亩，趁着天气晴
好的有利时机，抓紧进行搭棚、栽苗等工作。
说起下一步计划，冯俊杰介绍说，栽苗完成
后，将加强田间管理，组织人员进行打茬、人
工授粉等工作，全力打好丰产丰收基础。

当谈起扩种后的经济效益，冯俊杰掩不
住脸上的笑意，高兴地说：“今年，我不仅将甜
瓜、西瓜的亩数扩大到了 40 亩，在原有高端
消费群的基础上，还瞄准了中低端消费群，争
取收入能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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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乔 植）近日，盐湖区席
张乡黄花峪村一处沉寂多年的矿山遗址上，
一群 60 多岁的老人在这里利用“树葆”，播撒
绿色的种子。

植树现场，老人们挖坑、播种、安装“树
葆”、填土，大家互相帮助，共同改善矿山的生
态环境。

这群老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 20 世
纪 70 年代的插队知青。他们中的赵树海，就
是“树葆”的发明人。

据介绍，“树葆”这项发明解决了干旱地
区、沙漠地区植树造林难的世界性难题，为沙
漠治理、荒山造林、发展有机旱作农业等提供
了技术手段，特别是可以开展荒山四季无水
造林，改变了只能春秋才能植树的传统做法，
为生态环境改善蹚出了一条新路。

当天，他们种下数十棵适宜矿山生长的
树木。“用‘树葆’种树施工简单，成活率高，且
成本非常低。”赵树海说，“通过开展公益活
动，引导大众参与绿水青山建设，保护生态环
境，帮助农民增收。”

“树葆”下地
矿山披绿

临猗县一果园内，果农在放草帘，为可能到来的“倒春寒”做准备 本报记者 范 娜 摄

宇达集团职工刷脸就餐 师小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