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麦条锈病

豫南地区要加大小麦条锈病系统监测

和大田普查频次，坚决落实“准确监测，带

药侦查，发现一点，控制一片，发现一片，防

治全田”的防控策略，及时封锁控制发病中

心，当田间平均病叶率达到0.5%~1%时，组

织开展大面积应急防控、统防统治和群防

群治，并且做到同类区域防治全覆盖，做到

应治尽治，压低菌源基数，最大限度延缓病

害向中北部麦区传播扩散速度，降低后期

大面积流行风险。

中北部麦区要加强病情监测，搞好

大田普查，一旦发现，及时扑灭，打点保

面、严防大面积流行成灾。

防治药剂:三唑酮、戊唑醇、氟环唑、

己唑醇、丙环唑、丙唑·戊唑醇、丙硫菌

唑·戊唑醇等。

小麦赤霉病

在科学肥水管理、清沟理墒等农业防

控措施基础上，切实做到坚持适期用药和

科学用药。

坚持适期用药。豫南常发区，全面

落实“见花打药”药剂预防措施，如遇连

阴雨、长时间结露等适宜病害流行天气，

应在第一次用药后5~7天再次施药，进行

第二次防治。其他偶发区，一旦遇适宜

病害发生的气候条件，应抓住小麦扬花

期，及时用药预防。

坚持科学施药。使用自走式宽幅施

药机械、热雾机、机动弥雾机、电动喷雾

器、无人机等施药机械，尽量避免使用担

架式喷雾机。要尽可能选用小孔径喷头

喷雾，添加相应的功能助剂，保证适宜的

雾滴大小和药液均匀展布性能。植保无

人机尤其是多旋翼无人机作业，应添加沉

降剂，施药时要用足药液量（亩药液量应

在1升以上），确保防治质量。

防治药剂：豫南等对多菌灵产生抗

药性的地区，应选用氯烯菌酯、戊唑醇、

丙硫菌唑等药剂及其复配制剂（如丙

唑·戊唑醇、氰烯·戊唑醇、丙硫菌唑·戊
唑醇等），其他地区也要采取轮换用药

等措施，提高防治效果，延缓抗药性产

生。农药产品剂型上尽可能选用耐雨

水冲刷的超微粉、胶悬剂等。

小麦蚜虫

突出抓好小麦穗期蚜虫防治，一旦百

穗蚜量达500头，立即组织统防统治和群

防群治，豫北等重发区如果穗期气候条件

适宜，蚜虫发生代次增加、繁殖速度加快，

呈暴发危害势头时，应适当增加防治次

数，确保防治效果，减轻虫害损失。

提倡结合小麦一喷三防，将杀虫剂

与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及叶面肥

等，科学配方、混合喷洒，综合控制白粉

病、锈病等多种病虫危害，达到一喷多

效。

防治药剂:吡虫啉、呋虫胺、啶虫脒、

噻虫嗪、噻虫胺、氟啶虫胺腈、高效氯氟

氰菊酯、吡蚜酮等。

河南部署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防控

西峡县

培养2000余名实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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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黄县

高素质农民培训重实效

“质”“量”双升展现新技术魅力
一棵老梨树 两年受照顾

□本报记者董豪杰

一棵生长多年的老梨树，为何受到

农业专家的特殊“照顾”？河南省农科院

专家在田间地头开课，连续两年在同一

个果园示范梨树修剪新技术，通过横向

对比和纵向对比，让梨农直观感受新技

术带来品质产量双提升的魅力。

近日，三门峡市陕州区张湾乡红旗

村的一片梨园里热闹非凡，国家梨产业

技术体系郑州试验站站长、省农科院园

艺所副所长王东升研究员被村民团团围

住，这是当地梨农难得的学习机会。

红旗村梨农赵相明听得认真，他介

绍，与当地很多村民一样，近几年他种植

西洋梨带来了收入快速增长，但问题也

随之而来：由于缺少相关技术，梨树树体

越长越大，田间操作费时费力，收成却难

以进一步提升。“产量还不是最主要的，

关键是这样的老树、这样的模式，品质提

升有点难。”赵相明说。

省农科院在当地开展“四优四化”科

技支撑行动正是要解决这一问题，这也

是王东升团队连续两年修剪同一个果园

的原因——让梨农通过学习，采用轻简

化栽培技术，改造提升果园。

“果实生长，光照是关键，树体较大

但枝条分布不合理，就容易导致郁蔽，阻

碍结果和生长。不同树龄、不同生长期、

不同长势的树，修剪方法不同，要因势利

导。”王东升一边修剪一边介绍，“去年我

们就对这棵树进行了修剪，为它‘开天

窗’，防止生长季遮挡下部光照，今年继

续进行修剪。”

连续修剪同一个果园，给当地梨农

带来什么？三门峡市园艺站站长李明

雷介绍，近年来当地红梨种植面积迅速

扩大，三门峡市根据产业现状确定了

“建基地、重管理、扶组织、创名牌”的发

展思路，其关键就是发挥科技力量。省

农科院园艺所专家多年来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技术指导，正是梨农优化品种结

构、提升栽培技术、提高产品品质的关

键，也是当地提高西洋梨产业化水平的

重要支撑。

除现场示范外，王东升团队还邀请

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专家进行技术培

训，从品种选择、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

水肥一体化等方面，让梨农学会用到新

技术，提高种植效益，助力当地梨产业转

型升级。

为构建高素质农民队伍，推动农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近日，内黄县

举办了高素质农民培训班，50余名家庭

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小微农企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负责人参加培训。

“未来的农业是智慧农业，传统的

生产方式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我从

事农机操作将近30年了，但通过这几天

的培训还是觉得收获不小。”听完专家

讲课，献义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尹献

义颇有感触。

“这次培训邀请了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校的专家授课，

重点讲授农产品质量安全、品牌建设、

农机操作、智慧农业及电商销售等内

容，让更多先进的农科成果在生产经营

上得到有效应用。”内黄县农业农村局

有关负责人说。

刘利永是内黄县利红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品

质，打造自己的品牌，刘利永这次主动

报名参加了县里的培训班。她每天上

课第一个赶到教室，坐在最前排，专心

听，认真做笔记，很快就掌握了很多新

型实用技术和理论要领。

近年来，该县在认真总结历年农民

培训经验的基础上，狠抓高素质农民教

育培训，不断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发展

壮大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高素质农民

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力保障和智力

支撑。 （贾利超）

2月7日，在安阳县白璧镇西裴村温室大棚里，游客正在采摘草莓。春节临近，该村种植的“画王”“牛奶”等品种草莓迎来销售旺

季，来采摘、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吸纳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该基地还把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群众，让他

们通过种植草莓鼓起腰包走上致富路。 毕兴世 摄

▶2月3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举行

“科技创新引领耕地保护与利用”新闻发

布会。当前，我国耕地保护与利用工作

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农科院将加快建设

国家耕地质量科学研究中心重大科技平

台，推动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系

统业务运行，围绕东北黑土、南方红黄

壤、北方旱地等“三块地”深入开展科技

攻关，开展土壤培肥与地力提升重大科

技攻关，为国家耕地保护提供科技支撑。

▶2月2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

春季田管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议。

会议强调，要抓好田间管理，动员农民

及早下田，适时开展肥水管理，组织专

家和技术人员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推

动关键措施落实到田。备足春耕生产

物资，确保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及

时到村到店到户。

▶2月1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下发了《关于全力做好2021年春耕

农资供应工作的通知》。强调各地供

销合作社要增强大局意识，迅速行动

起来，从机构到人员全面部署到位，确

保农资供应数量充足、价格稳定、服务

到位，确保春耕不误农时，在关键时刻

肩负起靠得住、冲得上、打得赢的国家

队主力军责任。

▶近日，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

司制定印发《2021年乡村产业工作要

点》，文件强调，要纵向拓展农业增值增

效空间，横向拓展农业功能价值，打造农

业全产业链。提出“2021年，创建一批全

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农村土地

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自2021年3月1

日起施行。新《办法》出台是为了进一步

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为保护

广大承包农户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合法权益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

▶尿素市场短暂调整后继续迎头

向上，预计在2月26日前后，部分地区

开始追施小麦返青肥，届时春季需求将

陆续启动，尿素市场仍将高位盘整运

行。磷肥方面，一铵企业库存低位，货

源依旧紧张，行情提振；二铵市场总体供

应偏紧，企业预收待发订单充裕，价格

仍将保持高位坚挺运行。钾肥市场以

稳中整理为主，货源供应紧张，后期有

调涨预期。复合肥市场需求较弱，但原

料支撑强劲，目前处于高位运行态势，预

计后市稳定运行为主。 （本报综合）

春耕生产会不会受到疫情影响？

农业生产物资的运输和供应在疫情影

响下是否有保障？日前，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人民

群众就地过年和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有

关情况。

会上，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

导司副司长毛德智介绍，一年之计在于

春，立春过后，春耕备耕就将相继开

始。华南2月下旬开始早稻浸种育秧，

长江流域3月中下旬开始育秧，东北4

月上旬开始水稻育秧、5月1日前后玉

米大规模播种，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处

于春耕准备阶段。据调度，农业生产物

资总体上供应充足有保障。

一是种子供应总量充足。预计今

年玉米可供种量30亿斤，比需求量多8

亿斤；水稻可供种量24亿斤，比需求量

多5亿斤；大豆可供种量13.5亿斤；马铃

薯种薯可供种量112亿斤，都完全能满

足用种需求。

二是化肥农药供应总量有保障。

预计春耕用肥需求量1760万吨左右，

可供应肥料2030万吨，供应总量能够

满足需求。其中，氮肥、钾肥供大于需

140 万吨和 100 万吨，磷肥供需紧平

衡。2020年农药总产量163万吨，可以

满足农业生产需要。

三是农机准备到位。截至目前，已

累计检修保养拖拉机等机具1100万

台，确保春耕机具状态良好。预计春耕

可投入大中型拖拉机、耕整机、工厂化

育秧设备、高速插秧机、宽幅精量播种

机等各类农机具2200万台（套），机具

投入充足，能够保障春耕生产需要。

此外，农业农村部门还动员农业专

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针对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流动受限、农民下地耕种可

能不便的情况，将采取生产托管等方

式，为农民群众代耕代种，确保地不撂

荒、不误农时。

毛德智说，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

配合交通运输等部门，全力以赴做好种

子、化肥、农药等春耕生产物资的运输

保障工作，督促各地加强春季农业生产

物资运输需求对接，及时制订工作方

案，对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采取针对性

的保障措施，实施“点对点”的支持，一

事一处理，确保农业生产物资不因运输

问题影响供给。 （杨绪军李祺瑶）

2月3日，禹州市磨街乡刘门村村民给柿树修剪整枝。春日是果树管理的关键时期，

刘门村果农积极进行果树修剪，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基础。刘门村是禹州市西部的深山

村，近年来，该村积极实施农业结构转型，带领群众发展生态柿子种植，闯出了一条集柿

子采摘、农家休闲、山村旅游于一体的致富路。 牛书培摄

“听了你们的讲解，我掌握了菌棒

灭菌发酵技术，对提高香菇质量和产量

更有信心了！”日前，在西峡县军马河镇

孙门村香菇标准化基地，脱贫户张来发

由衷地向西峡县食用菌栽培技术服务

小分队表示感谢。

眼下，正值袋料香菇种植的季节，

西峡县食用菌栽培技术服务小分队深

入该县15个香菇主产乡镇、117个香菇

生产重点村，手把手指导种植技术，一

对一解答疑难问题，从配料比例、菌棒

制作、高温灭菌、点菌发酵、刺孔管理、

出菇管理和采收分拣等关键环节对菇

农进行指导。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该县依

托产业优势，从河南省农科院西峡分

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西峡食用菌科研

中心、西峡县食用菌研究所、西峡县猕

猴桃研究所选派农业技术人才，深入开

展猕猴桃、香菇、山茱萸特色产业科技

推广、技术指导、项目攻关等服务。

截至目前，已培养食用菌、猕猴桃、

中药材等农业实用人才2000余人，指

导升级、调整产业项目80多个，争取科

技扶持资金600多万元，帮助5000多

名贫困群众实现了脱贫摘帽。山茱

萸、猕猴桃、香菇等荣获“中国地理标

志产品”，跻身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

品行列。

（封德庞伟英）

农业生产物资供应充足
疫情不会影响春耕备耕

地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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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彤）各地要早谋划、

早预警、早准备、早防治，最大限度减少病

害带来的损失，努力夺取夏粮丰收……近

日，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通知部署小麦

条锈病、赤霉病防控，提出小麦条锈病应

急防治处置率要达90%以上，重点区域小

麦赤霉病防控覆盖率90%以上。

小麦条锈病、赤霉病是严重影响小麦

产量和品质的重大灾害。据农业农村部

预测，今年小麦“两病”在黄淮南部偏重流

行风险较大。河南省是小麦主产区，常年

种植面积超8500万亩、产量占全国1/4

强，抓好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控，对稳定全

年粮食生产，确保“十四五”开局之年粮食

和农业丰收至关重要。

据河南省植保站调查，小麦条锈病已

在冬前见病，比常年提前3个多月，为历

史上发病第二早年份。截至1月中旬，南

阳5个县的10个乡镇查见病情，且多为发

病中心，个别田块接近普发，发生程度明

显重于常年。

“菌源量大、品种感病、春季降雨偏多

是导致小麦条锈病、赤霉病大流行的三个

关键因素。”河南省植保站研究员吕国强

介绍，受西北地区去年秋苗发生范围广、

发病程度重、外来菌源量大、豫西南山区

小麦播种早、秋末冬初气候适宜等综合因

素影响，今年小麦条锈病、赤霉病在我省

存在偏重、偏早发生态势。

据农业农村部通报，目前条锈病主要

在汉水流域、黄淮南部及西南冬繁区扩展

侵染蔓延，总体病情重于上年和常年。“随

着外来菌源持续大量传入，我省本地发病

田冬季繁殖和多次侵染，加之主栽品种抗

病性差，如果今春气候条件适宜，极有可

能导致病害在我省特别是豫南地区流

行。”吕国强认为，当前已进入小麦病虫害

防治关键阶段。

对于小麦赤霉病，河南省种植的小麦

品种抗病性普遍较差，若抽穗扬花期降雨

偏多，对赤霉病侵染有利，该病在我省暴

发流行的风险也将大大增加。

按照农业农村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

一部署，省农业农村厅发布防控预案，各

地要准确监测，科学研判，全力遏制条锈

病、赤霉病暴发流行。

河南省确定的防控重点区域，一是豫

南麦区，包括南阳、信阳、驻马店、漯河市

及平顶山、周口、许昌市的部分县区和邓

州、固始、新蔡、鹿邑4个省直管县（市）；二

是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基地县、小麦病虫害

绿色防控示范区和豫北、豫中部高产灌区。

吕国强提醒，对小麦条锈病，要大力

推行“带药侦查，打点保面”的防治对策，

将其控制在点片、初发阶段，阻止其向中、

北部麦区扩散蔓延；对小麦赤霉病，要把

握小麦抽穗扬花关键时期，见花打药，主

动预防，遏制病害大面积暴发流行。

根据预案，小麦条锈病应急防治处置

率要达90%以上；重点区域小麦赤霉病防

控覆盖率90%以上，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

比例50%以上；综合防治效果80%以上，

病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今年，河南省财政继续安排1亿元的

农业发展资金，主要用于豫南地区小麦条

锈病、赤霉病统防统治补助；农业农村部

门要整合利用重大病虫防控、农业生产发

展、绿色高产创建、优质小麦生产、防灾减

灾补助等项目资金，支持小麦条锈病、赤

霉病防控工作；市县财政应安排专项经

费，加大对统防统治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

早谋划、早预警、早准备、早防治——

科学用药 科学防控
□河南省植保站研究员 吕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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