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政策

▲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公告，批准

《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规定了农

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

测和监督管理要求。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1月4日，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发布通知称，2021年1月1日零时起，海

关总署调整了部分农药货品名称，相应增

减了农药商品编码，新增农药商品编码9

个，删减2020年农药商品编码7个。1月

5日起，新增农药商品编码涉及的农药产

品申请农药进出口放行通知单将会显示

正确的新商品编码。

行业动态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2020年（第27批）新认定及全部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名单的通知》。截至目

前，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为1636家、分中

心为108家，其中，涉及大北农、天脊集

团、云天化等26家化肥农药企业，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享受支持科技创新税收

优惠政策。

▲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2020年第

67号公告，2021年1月1日起以加工贸

易方式进口化肥必须向海关提交《自动进

口许可证》。这可以看作是对2020年12

月1日部分化肥品种恢复允许加工贸易

政策“打补丁”，调整化肥国有贸易进口经

营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中

国化肥进口经营秩序。

▲近日，全国农技中心组织科研、教

学和推广单位专家，对2021年全国农作

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进行分析会商。

综合分析病虫源基数、种植制度、作物布

局和气候等因素，预计2021年农作物重

大病虫害呈重发态势，全国发生面积

14.45亿亩次，同比增加19.2%。

▲1月4日，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宣

布已收购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司51%的

股权，通过本次交易，安道麦在中国市场

商业平台将获得150余款登记产品，国内

新增销售约5000万美元，同时也将吸纳

一支经验丰富的销售队伍。

国内市场

▲尿素市场淡稳运行，华东、华北等

地复合肥厂开工不稳定，对尿素需求一

般。目前厂家整体库存量不高，挺价意愿

较强，预计短期内国内尿素市场以稳中窄

幅波动为主。

▲磷肥方面，一铵市场暂稳观望，部

分工厂价格窄幅回落，贸易商及下游企业

进行少量跟进，价格保持坚挺，以前期预

收订单发货为主；二铵国内市场平稳推

进，价格无明显变动，市场整体到货量不

足，贸易商操作谨慎，出口市场行情向好，

价格不断调涨，提振内销市场。

▲钾肥市场逐渐转淡，部分品种价格

出现小幅回落。国产氯化钾供应有限，部

分地区销售价格高于报价。

▲复合肥上游原料价格震荡整理，当

前厂家待发量比较充足，再加上开工率降

低，加重了观望气氛，预计短期复合肥厂

家以稳价发运为主。

（宗合）

水利设施升级 保障稳产增产

指导用药发生过失
经销商赔偿2万余元

蔬菜大棚种出“致富路”

寒流频繁侵袭 做好棚菜防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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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外界气温低，如果保温被揭开时间过

早，会造成棚内热量向外界散失，造成棚内气

温下降。上午保温被打开的时间要根据天气

情况来确定，既要看天气的阴晴，又要看外界

气温的高低和风速的大小，主要是保证保温被

揭开后温棚内气温能快速回升。

晴天当温室前屋面全部洒满阳光时即可

掀开保温被，一般在日出时间之后一个小时左

右揭开保温被，若此时外界气温较低，可先掀

开一半，半小时后再全掀开；如果是阴天、风速

大、外界气温低，可推迟到上午9点到9点半左

右揭开保温被。下午早放被，一般在日落前一

个小时左右放下保温被。当太阳偏西时，室内

气温会急速下降，当室内气温下降到20℃时

放被，放被后室内气温略有回升，但不会造成

植株徒长，尤其是已坐果的更不会徒长。阴

天、外界气温低时，可在下午3点半左右放下

保温被。

本报讯（记者刘彤 通讯员杜清洁）

蔬菜品种更多更优，农业设施新型经

济，栽培技术先进适用，示范推广落地

生根……“十三五”期间，河南省大宗蔬

菜产业技术体系工作成效显著。体系

专家依托科教兴农“一三五五”工作机

制，深入基层、沉到一线加速农科成果

推广和转化，帮助农民绿色高效种植鼓

起“钱袋子”的同时，也让更多优质蔬菜进

入了市民的“菜篮子”。

1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河南省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2020年绩效考评工作

会上，记者获悉上述信息。会上，首席专

家王吉庆从目标设置、科技创新、工作成

效、对接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介绍了体

系在“十三五”期间和2020年的工作成

效。7位岗位专家和7位综合实验站站长

分别汇报了各自岗位团队年度工作，接受

来自科研单位、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农业

企业、新农人代表的考评。

“十三五”期间，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

技术体系培育筛选的蔬菜品种更多更优，设

计推广的农业栽培设施新型经济，研发集成

的栽培技术先进适用，示范推广落地生根。

仅2020年一年，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培育新品种6个，筛选新品种53个；集

成优质高效栽培技术18项，发布地方标准9

个，新增挂牌基地24个；获得发明专利8

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物化技术产品69

个。这些科技成果的推广运用有效支撑了

河南蔬菜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依托自身研发集成的主要果菜工厂

化育苗技术，指导建成年千万株以上育苗

企业8家，占市场商品苗60%以上；研发

集成设施果菜水肥一体化技术累计示范

推广10万余亩，研发的微孔灌溉地膜入

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全国示范推广；研

发集成高性价比的无土栽培技术体系，引

领河南果菜无土栽培技术实用化走在全

国的前列；打造了内黄、汝南、临颍3个县

域蔬菜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模式，建设

了豫西高山蔬菜、内黄小辣椒、南阳大葱、

温县山药等一批专业化蔬菜生产基地。

“过去的一年，体系工作可以用‘三个

度’来形容，即服务范围有广度、县域模式

有亮度、专家工作有热度。”考评组对体系

科研创新、技术培训、示范引领、应急服务

等方面工作给予肯定，并建议持续强化新

品种培育、聚焦服务重点和目标、凝练高效

栽培技术。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处长

胡若哲提出，体系工作要针对产业发展的

难点、痛点，下大功夫开展科技创新，通过

“一三五五”工作机制，聚集体系合力统筹

资源，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同时做好

阶段性工作总结和“十四五”规划。

1月10日，柘城县胡襄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乡镇干部正在检查维护水利设施。入冬以来，柘城县在国家农业发展项目支持

下，抢抓农闲时间组织开展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水利保障。 张超 摄

“小寒至，严冬始。”1月5日，正逢

小寒节气，气温骤降、寒气逼人，而宁

陵县程楼乡乔竹园村蔬菜大棚里却温

暖如春。邻近路边的三座大棚，就是脱

贫户乔家付的“聚宝盆”。两座大棚种

的是西蓝花，长得特别肥壮，叶片绿油

油的；一座温棚种的是蒜黄，嫩黄嫩黄

的，惹人怜爱。

“西蓝花已经簇生花头儿，赶到春

节期间上市，一定能卖个好价钱。蒜黄

在市场上更是俏销，早被一家超市预定

了，一斤卖到5元钱呢！”49岁的乔家付

一边忙活，一边笑呵呵地说。

2020年对于乔家付来说实属不易，

有痛苦的回忆，更有奋发的经历。去年

春节前，乔家付患病多年的妻子病情加

重，在医院一住就是40天，花费20余万

元。这对于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乔竹园村党支部书记乔传华和驻

村第一书记王宗涛得知情况后，第一时

间为他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并帮他制

定脱贫措施：建简易大棚，种温室蔬菜，

在土里刨出“金”来。

2020年3月，乔家付在自家2亩地

里建起了三座简易大棚。程楼乡有种

大棚黄瓜的传统，乔家付跑到邻村黄瓜

棚里学技术。

“品种要优质高产，种苗要进行嫁

接，生长期要注意水肥管理，才能多结

瓜、结好瓜。”在种菜方面，乔家付像一

名小学生，多拜师、勤请教，很快摸索出

了一整套黄瓜种植技术。

由于辛苦劳作，乔家付的大棚黄瓜

长势旺盛，搭架后，藤上挂满了嫩嫩的

小黄瓜。“黄瓜一天一摘，天天都能卖个

八九百元，那心里跟喝了蜜一样甜。”乔

家付说，“我粗略核算了一下，一季黄瓜

我就挣了4万多元。黄瓜拉秧后，我又

种上了西蓝花和蒜黄，到春节还能多收

入2万元。”

“种菜是个细致活儿，虽然辛苦劳

累，但这三座蔬菜大棚给了我希望。”采

访结束时，乔家付满脸自信地说，“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我要用勤劳的双手致

富。” （闫占廷）

品种更多更优 设施新型经济 技术先进适用

“十三五”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
技术体系交出亮眼成绩单

□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李胜利
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 张绍文

日前，甘肃省玉门市人民法院花海

法庭审理了一起农药损害赔偿案件，依

法判决某农药经销部赔偿原告马某黑

枸杞损失20000余元。

2020年6月，原告马某到被告某农

药经销部购买用于黑枸杞苗木喷洒的

农药，被告简单问清亩数及用途后，给

原告配了三套农药，原告将农药拿回家

后，按照每套农药兑水的比例配好后，

将农药喷洒在黑枸杞苗上。

一个星期后，原告发现打了农药的

黑枸杞叶子、果实、花朵异常脱落，部分

黑枸杞苗木已经死亡。于是原告让被

告到地里查看，被告查看后认为其配的

农药合适，没有过错，并认为是被告在

农药中掺入了除草剂造成的，双方各持

己见。

此后，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请求

被告赔偿其黑枸杞损失80000余元。

诉讼后，依原告的申请，法院委托第三

方对原告黑枸杞的损害原因进行鉴

定。经鉴定，主因是被告配的农药中有

一瓶高效氯氟氰菊酯，使用浓度太大，

被告将20亩地的高效氯氟氰菊酯用量

配到7亩地里，造成黑枸杞受药害而落

叶落花落果，基本绝产。

因此，原告马某的黑枸杞损害与被

告配的农药有因果关系。根据第三方

的鉴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某经销部赔

偿原告马某黑枸杞损失20000余元。

相关法官指出，农村种地时喷洒各

类农药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农民可能因

知识的缺乏对怎么使用农药心中无数，

但作为农药经销者，一定要问清农作物

的详细情况，是除虫除草还是增产增

量？一定按照农药的说明书严格搭配、

配比，来不得半点疏忽。否则，非但赚不

到钱，还要搭进去一笔赔偿款。（宗合）

信息速览

核心提示

小寒到大寒这段时间，是一年
中气温最低的时候，特别是今年冬
季寒流天气频发，且降温幅度极大，
对温棚蔬菜生产造成了不小的影
响。为指导种植户科学管理温棚蔬
菜，河南农业大学教授、河南省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李胜利
与张绍文老师针对严寒季节温棚蔬
菜的科学管理提出几项措施。

寒冬低温季节对喜温蔬菜来说
主要是“保命”，其关键因素是温度，
因此，一切管理措施要围绕增温、保
温、延缓降温来进行。

· ·

· ·

冬季遇到一个晴天不容易，应该利

用中午前后让温室多蓄积热量，放风过

早会加大减弱温室的蓄热能力，大大降

低温室夜间的放热能力。严寒时节尽

量少放风，让棚室内温度长时间处于一

个稍高的温度（瓜果类30℃左右，茄果

类28℃左右），一是满足生长，二是借此

多储存些热量。如果棚内温度确实过

高，需要放风时，要掌握“只放顶风、不

放腰风，风口要小，风口下设置缓冲膜”

的原则。放风时风口下面要拉一道缓

冲膜，以免室外干燥、寒冷的空气直接

吹到植株上，从而避免生长点受到危

害、叶片卷曲、果皮发皴。

温室热量散失的途径主要是通过

棚面、温室南端和出入口，南部和出入

口也是温室内最易受冻害的区域。温

室内可采用二道保温膜的方法加强保

温，降低热量通过棚面的散失；用旧草

苫或旧棉被覆盖在温室南部底端，或

者在温室内最南边沿东西拉一道膜，

都可增强南部区域的保温效果。

极端严寒天气下，夜间棚内最低

气温会在7℃以下，甚至更低，这个时候

就需要采取辅助加温的措施。一天当中

最低的气温主要出现在早上6点~8点这

一段，辅助加温时更应注重早晨的加

温。临时辅助加温方法可采用加温块、

炭棒等材料，在室外点燃没有烟气后

放在温室内，每隔5米左右放一处。

有条件的也可采用加温炉、热风扇等

方法临时加温。在进行临时加温时一

定要做好安全防护，一是避免一氧化

碳中毒，二是做好用电安全。

严寒季节棚室内作物管理的一

切措施要围绕“减负担卸包袱”进

行。及时打老叶、剪病叶、勤去杈，让

阳光能直射地面（走道）提升地温促

使根系扩展；早采果、少留果，以免植

株负担过重；保证肥水供应，改变冬

季不敢浇水的不当做法。浇水要科

学浇水，一是看天气，晴天期间的上

午浇水，二是提前预热，保证灌溉水

的水温，三是走道要疏松且不能缺

少，以便根系横向顺利生长。这样才

能让植株积蓄精力不伤元气，待气温

回升后以一个崭新的姿态迎接第二

个生长盛期的到来。

保温被晚揭早盖

晴天减少放风增加温室蓄热

夜间多覆多盖加强保温

辅助加温避免棚内出现寒害

减轻植株负担促恢复

党建引领添动力党员示范注活力
新年伊始，郑州市双桥小学党支

部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促进学校内

涵发展”的新路子。1月8日下午，学

校党支部举行了以“学习新党章，践

行新党章，做新时代的合格党员”为

主题的主题党日活动。 （孙梦璇）
薛岗小学举行“急救知识进校园”

学校是普及急救知识和急救技

能的重要场所。日前，郑州市薛岗小

学举行“安全急救知识进校园”培训

活动。本次活动向老师们普及一般

急救常识，应对突发事件时如何正确

地自救、互救，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

降低伤害程度。 （李勤）
党员展风采引领促成长

近日，郑州市师家河小学开展了

以“党员展风采，引领促成长”为主题

的党员示范观摩活动。在此次党员

教师引领示范课活动中，各具特色的

教学设计，娴熟灵活的教学方法，动

静结合的教学形式，充分展示了党员

教师的风采，形成了良好的模范带头

作用。 （司晓凤）

进入冬天之后，光照不足、气温低

等现象愈发明显，对于一些蔬菜类作物

的影响也是挺大的。近期，据一些番茄

种植户介绍到，冬季番茄在转色期的时

候出现不红的问题，因为番茄上色要求

适宜的温度和光照，而冬季显然不能满

足这一条件需求。那么冬季番茄着色

不良要如何解决？一起来看看吧！

冬季番茄管理：保温增温是关键

温度是保障番茄良好上色的基础

因素之一，根据番茄的生长习性可知，

番茄果实着色期的适宜温度应保持在

24℃~28℃之间，这样茄红素才能大量

生成。而当气温低于12℃的时候，就不

能正常着色。

因此在冬季时节，可以采用覆盖棉

被、草毡等来提升棚内温度，加强保温

措施，以避免番茄因温度不适造成着色

不良。另外，有些菜农为了促进番茄转

色，过度提高棚温，这个做法也是不正

确的，随着温度的升高也会影响茄红素

的积累，在天气回暖之后，就不要盲目

提高棚内温度了。

番茄着色特点:补充光照很必要

如果采用覆盖棉被、草毡等保温措

施的话，应尽量早揭晚盖，以延长番茄

的见光时间。棚膜上的灰尘也要及时

擦拭，可以增加棚内的透光性。当番茄

果实将近成熟时，可摘除周围和下部的

叶片，对于病叶也要及时摘除，以增大

果实光照，促进果实正常着色。

番茄施肥要点：补钾补硼不能少

单靠补光保温等措施来促进番茄

转色只能说微不足道，充足的钾元素才

有利于番茄转色。所以，在转色期间除

了提高温度以外，还可以补充钾肥。

一般可在番茄结果初期开始随水

冲施钾肥，每亩每次追施8~10千克。

除了钾元素以外，如果缺失硼肥也会使

番茄果实出现大量的绿背果，应在施基

肥时每亩追施硼肥0.8~1千克，或者在

第一穗花开放时喷施硼肥，也能促进番

茄着色均匀。 （萱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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