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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发布《关

于做好2021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

施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加强农业现代

化设施装备建设；完善优化农机购置补

贴，加大对粮食生产薄弱环节、丘陵山区

特色农业生产急需机具以及高端、复式、

智能农机产品的补贴力度；推广应用北

斗导航智能终端。

信息速览 NEWS

三农课堂

A
B

空气温度
芸豆生长的适宜温度为白天 23℃~25℃、夜间

18℃。如果白天温度低于20℃或高于30℃，都会影响

芸豆坐荚。花期需要注意在午时调控好大棚内温度。

土壤湿度
大棚土壤过于干旱或积水过多，易造成刚刚坐住的

荚果出现弯曲。这是由于根系受损，从而导致植株衰弱

影响开花坐荚。浇水时，要根据土壤墒情而定，不应大

水漫灌，避免沤根伤根。

敏感药物
芸豆对代森锰锌、代森锌或乙霉威类药物敏感，如

施用过量易使荚果弯曲。芸豆对杀毒矾非常敏感，易发

生药害，造成荚果畸形。也有因喷施铜制剂或炭疽福美

发生药害，造成芸豆轻者荚果弯曲、重者落叶落荚。

植物缺硼
芸豆缺硼不易坐荚，即使坐住荚了，也容易出现花

大荚长、荚弯曲等现象，致使芸豆商品性变差。解决办

法是花前喷施1200倍的速乐硼溶液。

生长抑制
对旺长坐不住荚的芸豆喷施过量的抑制剂，如矮壮

素、苯醚甲环唑等易造成荚果出现弯曲。喷萘乙酸防落

荚时，浓度过大会造成荚果弯曲。喷施生长抑制剂时，

要严格按照使用说明配制、使用。

化肥过量
施化肥过多或盐碱地种植，都会引起荚果畸形，

应少施化肥，多施腐殖酸类肥料。当荚果长到3~4

厘米后，每亩地可冲施15~30公斤腐殖酸类肥料补

充营养，切忌施化肥过量造成土壤溶液浓度升高，

引起荚果变弯。盐碱地种植芸豆采用无土栽培，

避免芸豆根系与盐碱地直接接触，影响根系生

长。 （张阳）

黑星病又名疮痂病，是苹果上的重

要病害，可危害果实、叶片、新梢。近年

来，在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部分

果园内危害严重，且有扩展蔓延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黑星病的防治药剂

一直以氟硅唑为主。自氟硅唑于2015

年停产后，一直找不到防治苹果黑星病

的理想药剂。

当前，果农普遍使用的苹果黑星病

防治药剂有氟唑菌酰羟胺、吡唑醚菌

酯、嘧霉胺、吡塞菌胺、克菌丹、异菌脲、

苯醚甲环唑、咪鲜胺和氟啶胺等9种杀

菌剂。究竟哪种杀菌剂对苹果黑星病

能起到较好的防治效果，我们通过先侵

染病菌后施药和先施药后侵染病菌的

方法进行了测试。

测试数据显示，氟唑菌酰羟胺20%悬

浮剂3000倍液作为内吸治疗剂使用时，

于病菌侵染后第4天用药，其内吸治疗效

果可达98%，于病菌侵染后第8天施药，

防治效果降至70%；当作为保护剂使用

时，在药剂使用后第5天侵染病菌，其保

护效果达99.5%，施药后第10天侵染病

菌，其保护效果仍达95%。

吡唑醚菌酯25%乳油2000倍液作为

内吸治疗剂使用时，于病菌侵染后第4天

用药，其防治效果为83%，于病菌侵染后

第8天用药，基本不能有效控制已侵染病

菌扩展；当作为保护剂使用时，在药剂使

用后的第5天和第10天侵染病菌，其保护

效果都在80%以上。

克菌丹80%水分散粒剂800倍液作

为保护剂使用时，于药剂使用后第5天和

第10天侵染病菌，其防治效果都在85%

以上，好于吡唑醚菌酯；当克菌丹作为内

吸治疗剂使用时，其内吸治疗效果很差，

于病菌侵染后第4天用药，其防治效果仅

达60%。

嘧霉胺40%悬浮剂1000倍液作为内

吸治疗剂使用时，于病菌侵染后第4天用

药，其内吸治疗效果可达75%，于病菌侵染

后

第 8 天 使

用，不能有效控制

已侵染的病菌扩展；当

作为保护剂使用时，在药剂使

用后第5天侵染病菌，其防治效果

可达85%以上，但用药10天后侵染病

菌，已失去其应有的保护效果。

在病菌侵染之前使用，这9种杀菌剂

都能有效保护苹果叶片不受黑星病菌的

侵染，持效期为7天，部分药剂可达10天，

保护效果最好的4种药剂，依次为氟唑菌

酰羟胺、克菌丹、吡唑醚菌酯和吡噻菌

胺。在病菌侵染后第4天用药，只有氟唑

菌酰羟胺、吡唑醚菌酯和嘧霉胺3种药

剂，表现出较好的治疗效果。在病菌侵染

后第8天施药，这9种药剂都达不到理想

的防治效果。

根据测试结果，防治苹果黑星病首先

推荐氟唑菌酰羟胺，其次为吡唑醚菌酯，

克菌丹可作为保护剂推荐使用，嘧霉胺对

苹果黑星病也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实际

生产中，可根据降雨或黑星病菌侵染情

况，选择上述药剂或上述药剂混配制剂，

按厂家的推荐剂量使用。

除选对药剂外，还应注意摘除病叶、

病果，防止二次传播蔓延；树上地面同时

喷药，确保喷雾细致、不留死角；幼果期

选用安全的三唑类杀菌剂；喷药时加

上芸苔素内酯和氨基酸；注意间隔

5~7天喷一次药，连喷两次；套袋

前每10天喷一次药，套袋后再

喷一次铲除性杀菌剂，7天

后喷有机铜杀菌剂，以后

轮换使用治疗性杀菌

剂和保护性杀菌

剂控制即可。

5月22日，滑县丰之源种业有限公司在滑县召开喜麦199、衡6632、齐民6号等小

麦新品种观摩会，来自山东、河南等地的种子经销商和种植大户300余人参会，对该公司

小麦新品种矮秆大穗、抗病抗倒、高产稳产等特性给予高度评价。图为该公司总经理冯

战永（中）与种子经销商一起查看喜麦199小麦品种长势。 李东辉摄

防治苹果黑星病
选对药剂很关键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郭健任维超李保华
中化现代农业（甘肃）有限公司张立功

光照不足
番茄是一种喜光、喜温的作物，在生育期内

光照强度和时长不够，会降低番茄的光合作用，

减少营养物质的制造，而且苗株由于生长还要消

耗大量的养分，会造成养分不足以支撑果实生长

发育的情况，使果实内的胶状物形成受到极大影

响，从而造成空心。

防治措施：合理规划番茄种植密度；及时疏除

番茄果实附近的老叶、病叶、黄叶；使用透光性好的

新棚膜，并定期及时清除棚膜灰尘杂物，提高棚膜

的透光性。

温度过高
对于大棚栽培的番茄来说，当白天温度长时间超

过35℃，会使番茄因为传粉受精不良形成空心。

防治措施：在中午前后对大棚进行放风降温，为番茄

授粉提供适宜的温度环境。一般来说，番茄开花结果期

间应当把温度控制在白天20℃~25℃，夜间13℃~15℃。

氮肥过量
番茄生长需要大量的氮肥，但是使用过多就会造成

不利影响。在番茄结果期，土壤中的氮肥过多，会造成

苗株茎叶旺长，对果实养分的积累造成不利影响，就会

出现空心。

防治措施：在番茄结果期应当合理调整施肥配比，

在减少氮肥使用量的同时，应当增施磷、钾肥或者冲施

高磷、高钾的肥料。

使用调节剂不当
番茄在蘸花或者喷素后，果实会快速发育、膨大、成

熟，但如果蘸花过早或者使用调节剂浓度过高，就会使

番茄果实发育成空心。

防治措施：不论是蘸花还是膨果抑或是催熟，在使

用调节剂前，一定要先看使用说明，掌握好使用时间和

使用浓度。同时应当配用硼、锌等微肥，以便更好地促

进番茄坐果、促进果实膨大。 （王枫）

芸豆畸形啥原因

番茄空心咋防治

近期，尿素方面，国内夏季用肥尚

未开启，国际市场需求暂缓，预计短期

内价格上涨空间有限；磷肥方面，一铵

原料价格基本稳定，成本支撑依然有

力，下游需求尚未完全释放，预计近期

价格总体持稳；钾肥方面，国内春耕用

肥基本结束，氯化钾需求放缓，但供应

端供货依旧紧俏；复合肥方面，夏肥基

层铺货持续推进，需求有所回升，成本

支撑强劲，预计价格将维持高位运行。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有机

肥料》等153项标准经专家审定通过，批

准发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

准。其中《有机肥料》标准自2021年6

月1日起实施，其他标准自2021年11

月1日起实施。

近期，我国进入强对流天气高发季

节，此时正值北方冬小麦灌浆期，是产量

形成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高度重

视，迅速派出3个专家指导组赴灾区实

地查看灾情，指导落实抗灾保丰收措

施。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小麦

后期田间管理，做好强降水、大风冰雹、

“干热风”“烂场雨”等灾害防范工作。

夏肥需求回升推动复合肥高位运行

《有机肥料》标准自6月1日起实施

夏粮形成关键期严防灾害天气影响

两部门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智能终端

有一个时代之问：乡村何以振兴？大

家都在找寻乡村振兴的密码，而密码就藏

在农业、农民与农村这个广袤乡村间。天

地人三元，离开了人，一切皆白谈。而且，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中国农业的

未来。”因此，乡村振兴的密码就是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三剑客”。

何谓“三剑客”？一是“田秀才”；二是

“土专家”；三是“农创客”。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乡村振兴第一

“剑客”自然是培育基础性人才——把“庄

稼汉”变成“田秀才”。当前，以农业为职

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

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

业的新型职业农民较少。而且，乡村存在

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

势，“谁来种地”成为现实难题。培育好众

多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田秀才”，就解决了

“谁来种地”确保农业后继有人的问题。

“谁来种地”问题解决了，将面临“如

何种好地”的问题。乡村振兴第二“剑客”

就是把“田秀才”培育成“土专家”，从而使

农业提质增能、升级转型。“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其实没那么简单——从“土

里刨食”到“土里掘金”，这需要“土专家”

出来指点迷津。评定这些“土专家”的职

称，要丢掉唯学历、唯论文的想法与做法，

那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乡土人才，如

果农业理论知识过硬、农业生产实践经验

丰富、农业业绩突出，就可评定为“土专

家”，即高中级职称。对乡土人才授予职

称，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让职业

农民高起来、响起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加

入职业农民大军行列。

乡村振兴第三“剑客”，就是培育“农

创客”。从靠“天”吃饭到靠“本领”致富，

从单一式发展到多元化经营，从田间地头

到线上线下，都需要面向市场，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经

营经商头脑，需要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无论是从“象牙塔”走向“泥泞地”

反哺农业的大学生，还是对土地有着深厚

情感立志转型的“田秀才”“土专家”，“农

创客”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农创

客”不是天降神兵，是需要培养培育，通过

“农创客”培训班，把农产品电商化销售的

方法、企业融资和贷款的技巧、应用新媒

体打造农业的品牌等干货“灌”到他们的

脑袋里，形成理念，化为实践。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

一领。”想要绘就乡村振兴这幅“清明上河

图”，只要培育造就好一批又一批、一代又

一代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将往的“田

秀才”“土专家”“农创客”，就可以不断赋

能乡村振兴，就可以作答时代之问。

（毛巴总）

培育职业农民“三剑客”

（本报综合）

C

本报讯（记者刘彤）“小满”已过，

“三夏”大忙即将全面展开。5月24日，

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关于2021年秋粮生

产的技术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今年秋粮生产要积极扩大玉米种

植面积，稳定水稻、大豆、红薯种植面

积，适度发展优质特色小宗粮豆。

我省秋粮面积占全年的47%、产量

占全年的45%，种足种好秋粮作物对完

成全省粮食面积16125万亩、产量1365

亿斤的目标至关重要。为种好管好秋

粮作物，夯实秋粮生产基础，意见提出，

今年秋粮生产的技术路线以高产、优

质、高效、绿色为目标，依靠科技、主攻

单产，防灾减灾、降低损失，集成技术、

增产增效，推进我省秋粮高质量发展。

在关键技术模式上，重点抓好玉米

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水稻高质高效技术

模式、夏大豆高产高效技术模式、优质

甘薯栽培和小宗粮豆轻简化技术模式

等四大技术模式的落实。同时，持续开

展好“三大农技行动”“百站包万家”等

科技服务行动，确保技术人员到户、科

技成果到田、技术要领到人，提高技术

覆盖率和到位率。

意见提出，落实玉米高产高效技术

模式要注意选用高产稳产、耐密抗倒、

熟期适中、多抗广适的适宜机械化作业

的优良品种，以机械化贯穿玉米生产全

过程，突出抓好玉米密度、整齐度、结实

度、成熟度等“四度”的落实。要加快玉

米籽粒机械直收、烘干和玉米品种互补

增抗、鲜食玉米绿色高效、全株青贮专

用型玉米高产高效等生产技术的推广

应用，优化玉米种植结构，提高玉米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

据了解，随着生猪生产稳步恢复，

玉米、大豆需求持续旺盛，价格保持高

位运行，玉米最高价格突破1.5元/斤，大

豆最高价格突破3元/斤，种植效益明显

提升。当前，我省土壤墒情较为适宜，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5月下旬我省还有3

次降水过程，有利于秋粮作物适期足墒

播种，实现一播全苗。

省农业农村厅下发意见

今秋积极扩大玉米种植面积

近日，在灵宝市西阎乡东吕店村的沿黄滩地里，灵宝丰辉薯业专业合作社的社员正

在栽植红薯苗。近年来，当地农民大力推广覆膜、滴灌、水肥一体化栽植新技术，节省了

人力，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收益。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伍勤鹏摄

图片新闻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