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2021年3月16日 星期二
责编 / 刘彤 版式 / 张峰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8550 E－mail / henanxdny@126.co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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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览 卢氏县

梨树生病 专家开方

土壤改良 瘦土变良田

▶近日召开的全国两会中，发出了不

少关注农业的声音：全国政协常委、中化

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化工集团董事长宁高

宁提出“加强种业知识产权立法，激励实质

性创新，打好种业翻身仗”；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会长杨建平提

出“参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

本）》调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有机肥料

及微生物肥料制造调整到农林类”。

▶ 3 月 11 日，全国农技中心发布

《2021年草地贪夜蛾防控技术方案》。方

案指出，2021年草地贪夜蛾发生区主要集

中在黄淮海及以南地区；西南、华南地区

发生代次多，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中等

发生，江淮、黄淮、西北、华北地区偏轻发

生，预计见虫面积4000万亩。

▶3月8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开展2021年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

县推进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继续强化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

扩大试点范围，2021年拟新增240个试点

县（市、区）作为试点单位。

▶3月8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

部办公厅通知明确，2021年，在对以前年

度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延续支持的基础

上，中央财政支持新创建 50 个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50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300 个农业产业强镇，通过优化整合实

施，切实提高政策项目的影响力、带动

力，将其打造成为推动农业产业振兴的

标杆项目、核心抓手。

▶近日，中国进口钾肥联合谈判小

组与国际钾肥供应商白俄罗斯钾肥公司

（BPC）达成一致，约定新的标准氯化钾

进口价格为 CFR247 美元/吨，其他条款

不变，仍然处于全球价格洼地。伴随全

球氮磷肥价格持续上涨，国际钾肥现货

市场不断推高，中国进口钾肥联合谈判

小组经过多轮谈判，最终顺利达成海运

钾肥进口合约，进一步保证了国家钾资

源的供应，也为春耕保供增添助力。

▶上周，尿素市场行情低迷，下游观

望氛围浓厚，短期内仍将弱势运行为主。

磷肥方面，一铵受成本上涨和供应减少影

响，仅有小量实单成交；二铵市场热度较

大，加之出口坚挺，成交价上扬。钾肥市

场供应紧张，全线普涨，整体供应处于紧

平衡状态，与年前相比上涨幅度较大。复

合肥随着上游原料价格上涨，企业节后价

格普遍上调。 （本报综合）

近日，游客在汝阳县三屯镇南保村草莓采摘园大棚内采摘草莓。近年来，该镇积极扶持乡土人才返乡创业，南保村农民吉展召

返乡后开展温棚草莓种植，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观光，还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康红军摄

当前正值春耕关键期，为依法严厉

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犯罪，切实保障春耕

生产，公安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公

安机关精心组织部署、紧盯春耕生产节

点，强化案件侦办、加强协作配合，保持

对制售假劣农资犯罪严打高压态势，努

力让农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

有力服务粮食生产安全。

公安部要求，要突出打击重点，按照

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向

的目标和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的侦办

要求，深挖彻查、快侦快办制售假种子、

假农药、假化肥等涉农资犯罪。要广泛

排查线索，紧盯农资生产批发集散地、经

营门店等重点部位和电子商务、社交平

台、物流配送等重点行业领域，及时发现

搜集、筛选梳理制售假劣农资犯罪线

索。要强化案件侦查，逐一梳理、深入追

查摸排掌握的犯罪线索，全面及时调查

取证，坚决斩断犯罪链条。要严格依法

办案，加大涉案财物追缴力度，千方百计

为受害农民挽回经济损失，同时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秩序。

公安部要求，要加强警种部门和区

域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要积极会

同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地区

性、区域性、季节性农资违法犯罪规律特

点的综合性、系统性分析研究，增强打击

针对性。要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机制、上下游地区执法联动机制，

共同督办重大案件，及时下架、坚决追缴

质量不合格产品，严防假劣农资流入市

场。要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和安全防范教

育，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切实增强农民群

众防范意识和能力。

去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认真贯彻

公安部部署要求，深入开展“昆仑”专项

行动和打击制售假劣农资专项行动，集

中侦破制售假劣农资犯罪案件1000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00余名，捣毁犯

罪窝点500余处，打掉犯罪团伙200余

个，涉案总价值17.1亿元，有力保障了农

业复工复产，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 （宗合）

近日，卢氏县沙河乡杨家村玉露香

梨基地，部分梨树出现树干皮层变成褐

色、树干基部皮层爆裂，急需明确危害

类型及防治方法。三门峡市农业农村

局园艺工作总站邀请中国农科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杨健、副研究员周增

强，赶往该基地进行诊断分析，并采集

样本进行检测化验，结论为冬季冻害。

针对梨树受害情况，专家提出：一是

用塑料薄膜把树干包裹住，中间不留缝

隙，以保持皮层水分、防止其失水死亡；

二是受冻梨树不宜在早春施肥，应在新

梢旺长期进行根外追肥，受冻害较轻的

梨树尽量少留花果，受冻害较重的梨树

不留花果，以减少树体养分消耗，促进

树势尽早恢复；三是在梨树发芽后，对主

干冻害部分利用枝条或根蘖苗或根部栽

砧木苗等进行桥接，受冻严重的梨树在

树干10cm~15cm处平茬或更新，发芽

后选留适当的新梢重新嫁接，重新培养

树形。

此外，专家还为杨家村果农进行了

梨树春季管理技术培训。通过面对面交

流、手把手示范，增强了果农管好梨树的

信心，果农们纷纷表示，一定加强管理，

确保梨园早日结果见效。 （厅报）

郏县

种销衔接 群众增收
3月9日，郏县堂街镇有机蔬菜基

地70亩上海青开始收获，现场一片忙碌

景象。

“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北方地

区的绿叶蔬菜缺口较大，我们根据市场

需求，在这一时期主要种植上海青、娃

娃菜等绿叶蔬菜，按照今年的市场行

情，每亩可收益1.3万余元。”唐庄村种

菜大户王国阳说。

据了解，堂街镇有机蔬菜基地位于该

镇王楼村、唐庄村，村内群众有种植蔬菜的

传统。2020年，在堂街镇党委、镇政府的

支持引导下，王楼村、唐庄村村“两委”组织

种菜大户实行“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由

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协议，提供种子、化肥、

技术指导和销路，种销衔接，解决了群众

以往“种不好、卖不了”的问题。

目前，该基地已流转土地500亩，建

成蔬菜大棚82座，在建大棚70余座。主

要种植水果冬瓜、上海青、冬笋等有机蔬

菜，所产蔬菜直销平顶山、洛阳、重庆等省

内外城市，每年带动群众就近就业500余

人，增加群众收入700万元以上，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左右。（厅报）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

春耕春管 科技助力
当前正值春耕春管的关键时期，连

日来，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农业农村局

创新方法、多措并举，开展春季农业生

产服务，指导农民进行科学生产。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农业农村局

近日举办了春季麦田管理技术培训班，

种粮大户、社会化服务人员50余人参加

培训。培训班邀请河南省小麦专家指

导组成员、河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院长

李洪连教授，讲授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及春季麦田管理技术要点并深入

田间指导。

同时，该局还派出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开展苗情病虫害调查，指导群众根据

苗情分类管理，切实提高春季麦田管理

成效。该局重点围绕粮食生产、蔬菜制

种、设施蔬菜生产等进行技术指导，发

放技术明白纸 2000 余份，现场指导

1000余人次，为春季农业生产提供了强

力科技支撑。 （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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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沁阳市泽乡种植专业合作社，员工在进行冬瓜育苗。杨帆摄

3月13日，鄢陵县马坊镇麦田，无人机在喷洒除草剂。 牛书培摄

3月9日，宁陵县赵村乡菜胡庄村农田，青年打井队在打井。 吕忠箱摄

让农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
严查假劣农资 保障春耕生产

3月1日，驻马店市驿城区沙河店

镇刘河村的一小块儿麦田里，扒开麦苗

仔细查看，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石块

儿，“岗上的地就这样，净是沙石，不打

庄稼。”村民陈善中说。一旁的村民找

来铁锨，朝地里使劲一铲，只听见铁锨

碰撞石头发出刺耳的声响，“你看看，都

是这，挖坑都没法挖。”

这样的“生荒地”，种庄稼怎样？在陈

善中家里，他拿出去年收获的玉米，便自

己笑了起来，这些玉米穗长只有一般玉米

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当他双手捧出来一些

花生，则打趣地说：“就这点花生，得是俺

家客厅这么多的土地才能种出来。”

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小麦亩产

也从未超过500斤，极低的粮食产量，

让村里不少年轻人选择到城里打工。

沙河店镇镇长卢晖峰则介绍说，就

全镇情况来看，类似这样的沙石耕地，

约有一万亩，整治、改良土壤，显得十分

迫切。

□本报记者董豪杰

核心提示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确定“解决好种子和耕地
问题”是今年的八项重点任
务之一，藏粮于地，提升耕地
质量，是提高土地产出、增加
农民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多年来，受困于沙石土
壤，驻马店市驿城区沙河店
镇刘河村土地收益低、机械
作业难，岗坡地更是打不出
多少庄稼。

深耕肥料领域60余年
的郑州大学工学院教授许秀
成，依托国家钙镁磷复合肥
技术研究推广中心，开展
“655土壤质量提升”项目，
立足于“变瘦土为良田”目
标。政研企协同攻关，让刘
河村村民看到了新希望，土
里“刨食”，未来将变为土能
“生金”。

转机出现在今年年初，郑州大学工

学院教授许秀成带领的土壤质量提升

项目组发现当地情况后，联合相关专

家、企业，在此开展土壤改良试验示范。

经过实地勘察和取土化验后，许秀

成根据日本的改土经验，认为该土壤中

的固相、液相、气相比例失调，缺乏黏性

土壤、有机质等。因此，第一步，就是要

改变土壤的物理性质，也就是“取石”。

项目参与方之一，河南绿源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丁予刚带领团队，已

经开始进行。包括陈善中家的耕地在

内，共有35亩耕地被统一流转。治理现

场，丁予刚采用机械采土，经过筛选后，

将石头挑出，沙土回填，最终清除田间

的石头、保留土壤。

陈善中在现场看着筛选好准备回

填的土壤，踩上去，脚便陷进去，他笑着

说：“只要都是这样的土，种庄稼就行！”

但事实上，这远远不够，许秀成解

释说，这样的土壤属于“生荒土”，从化

验结果来看，虽然磷钾含量并不低，但

土壤没有保水保肥能力，作物无法有效

吸收利用。“要激发养分的有效性，就要

改变土壤的化学性质。”许秀成说，这绝

不是简单的取走石头，施上肥料就行，

而是要改土，提高耕地质量。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科科长黄磊介绍说，仅驻

马店地区，与此类似的耕地就不少，尤

其是丘陵山区，努力提升耕地质量，既

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也是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底气”所在。

距离刘河村 200余公里，郑州大

学工学院院内，一处改造后的露天

“实验室”里，方形大木箱里，装着从

沙河店等地拉来的土壤。在这里，许

秀成团队进行的土壤改良试验从年

前已经开始。

据介绍，在筛除掉石块儿后，土壤

中还将根据需要添加有机质、土壤调理

剂等多种成分，以期经过改良，适宜作

物生长。

从田间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到

田间，沙河店等地和郑州大学工学院

之间的“连线”，旨在“变瘦土为良田”，

让当地群众向土地要收益。“背靠专家

团队，经过专家、企业、当地政府的共

同努力，相信未来一定会达到预期目

标。”丁予刚说。

今年夏秋季，陈善中和村民将会种

上初步改造的土地，届时，田间试验也

将展开，改造前后的对比种植将向村民

展示改良后的效果，也将为村民带来持

续改造的动力。“让村民看到实实在在

的变化，比多少理论、实验数据都管

用。”丁予刚说。

沙石耕地亟待改良

机声隆隆带来希望

农田与实验室“连线”

>>> 链接“655土壤质量提升”

项目，是由“6”位专家成员发起和顶

层设计、“5”位中青年杰出人才担任

学术委员、“5”家企业支撑组建而成，

与郑州大学工学院教授许秀成作为

第一申请人组织召开的我国科技前

沿《第655次香山科学会议学术讨论

会“基于生态幅的作物养分供应限与

高质量农业发展”》相呼应，旨在“变

瘦土为良田，造福于民”，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守护好18亿亩耕地红

线，让每一寸耕地成为丰收的沃土”，

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