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8日，
正阳县寒冻镇固
城村群众在播种
小麦。连日来，
当地群众抓住天
气晴好的有利时
机，掀起小麦播
种高潮，田野里
到处是一派繁忙
的劳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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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苗全、苗齐、苗匀

夯实粮食丰产丰收基础
□河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 雷振生蒋向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俊鹏冯晨彤）10月17日上午，在叶县

龙泉乡高标准农田全集村示范区内，

4 台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

梭，伴着机械轰鸣声，一粒粒希望的

种子播进土壤里，施肥、播种一体化

操作一气呵成。

良种良田是小麦高产的基础。

全集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采用的精

量播种机，是新型播种机械，增加了

肥料箱和镇压轮，不仅能一次性完成

播种、施肥、保墒三道程序，还能精确

控制播种、施肥的间距和深度，减少

籽种浪费，提高肥料利用率。

“小麦要高产，七分在种，三分在

管。采用精量播种机播种，每亩地的

种子控制在10公斤左右，不仅下种均

匀，还播得直，行距误差不超过 5厘

米，后期我们浇水和收割也方便，最

主要是出苗率比普通机器能提高5%

以上。”全集村种粮大户李国豪说。

叶县有耕地 115万亩，其中小麦

种植面积96万亩，是国家粮食生产大

县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近年来，

叶县牢牢扛稳产粮大县的责任与担

当，累计投入 9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

78.5万亩，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粮食总产量常年稳定在60万吨以

上。

今年，为提升播种质量，叶县坚

持一手抓好秋收、秋耕、秋种工作，一

手抓好农技指导，大力推广新型智能

机具，积极落实国家粮食补贴、农机

补贴等惠农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帮助农民抢抓农时种好小

麦。同时，农技部门还开展“百人包

千村”活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面对面、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

适量播种，为冬小麦出好苗、出全苗

奠定坚实基础。

“播种是丰收的基础，我们下乡宣

传动员农民对土地深耕灭茬，以最大限

度消灭虫卵；引导农民对种子进行拌药

包衣，防止地下病虫害以提高小麦的出

苗率；鼓励农民施用有机肥、减少化肥

使用量，以提高小麦的品质。同时，严

把种子关、化肥关、技术关，通过我们的

工作，为明年的小麦增产丰收提供技术

支撑。”叶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春峰

表示。

目前，叶县已播种小麦 50万亩，

预计10月26日全部播种完成。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王昆明刘先莉

眼下，正是播种冬小麦的黄金时

节。在平舆县郭楼镇陈集村，旋耕

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正在田间忙碌

穿梭，一粒粒饱满的种子随着播种机

的上下翻动被撒进希望的田野。

10月 18日，平舆县凯丰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小立站在新翻过

的田地里，一边查看土地旋耕的深

度，一边指挥着三台播种机有序作

业。

“党的二十大召开这几天，我天

天通过电视、手机了解大会盛况。我

最关注的就是农业，当我听到习总书

记在报告中提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我感觉自

己奋斗的方向更明了、干劲儿更足

了！”陈小立激动地说。

2014 年 ，陈 小 立 流 转 了 周 边

3000 多亩土地，成立种植专业合作

社，带领身边农户走特色化、规模化、

专业化的种植路子，在土地上种出了

新的希望。

“我现在正在播种的这 3000 多

亩冬小麦全部都是订单产品，跟周口

五得利面粉厂签订的有合同，品种是

经过近三年实地种植检验过的‘周麦

578’和‘丰德存21’，全部都是优质小

麦品种，再加上咱县里、市里农业专

家经常上门技术指导，丰产丰收有保

障。”陈小立介绍说。

谈到未来的发展，陈小立激情满

怀：“习总书记讲过，中国人的饭碗任

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

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作为新

农人，我感到非常骄傲，今后我的任

务就是种好地、多打粮，这也算是我

向党的二十大的一份献礼吧！”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
鹏）10月 14日，天色尚未透亮，在西

平县柏城街道诚信种子店门口，种子

包衣机沙沙作响，人们三五成群围在

一起，交流着今年准备播种的小麦品

种、使用的化肥及农药等信息。

“今天买了52斤种子，两袋化肥，

一瓶农药，一共花了550元。”该县嫘

祖镇前陈村村民吕凤山说，“俺种了

两亩多地，现在墒情正合适，气温也

不低，得抓紧时间进行播种了，不能

耽误农时。今年夏粮收成不错，让俺

种粮的信心更足了。”

“连着十来天就没有闲过，每天

早上四点多就开门了，晚上七八点才

歇业，虽然累一点，但能给群众介绍

适合播种的种子就特别开心。”诚信

种子店负责人陈华说，“我卖种子已

经三十多年了，一般来讲，县城周围

适合播种‘稷麦 209’、‘西农 979’、

‘丰德存麦20’等品种小麦，老王坡及

嫘祖镇往西适合播种‘郑麦 1342’等

品种小麦。”

在人和乡种粮大户丁军华流转

的 3000 多亩地里，四台大马力拖拉

机拖着旋耕耙来回穿梭，翻耕、平整

一气呵成，整个过程紧凑有序。“我们

已经连着干了两天了，今天就能完成

全部作业，现在都是全程机械化比原

来省劲多了。”丁军华说，“县里派的

有农技员给我们现场指导，从播种的

深度到下种量、施肥量都进行了详细

的讲解，让我们这些种粮大户更有底

气了。”

据了解，今年西平县冬小麦种植

面积为108.8万亩。为确保全县冬小

麦播种任务高质量完成，该县提前谋

划，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

生产一线，引导农户搞好秸秆还田、

深松、深耕整地等工作。

叶县

良种精量播种
实现“藏粮于技”

西平县

抢农时抓进度
奏响“秋种”进行曲

“我的任务就是种好地、多打粮”
孙教授谈“头雁”④

“头雁”培育能给“新农人”什
么样的教育和帮助？可以做哪些
有意义的创新尝试？如何培养一
批有担当、有情怀、有能力的乡村
振兴带头人，助力乡村产业兴旺？
本报特邀郑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
生导师孙学敏与你交流。

交流邮箱：zzusxm@126.com
交流微信：19937405150

□孙学敏

一、“三产融合”破解“贫困的农业”
世界难题

如何把农业做成具有效益的农业，

是农业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同时也是

一个世界难题。从世界发展经济学奠

基者张培刚先生 20世纪 40年代在哈

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到

上世纪 50年代威廉·阿瑟·刘易斯的

“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再到60年代西

奥多·舒尔茨的《转变传统农业》的思想

（后二人在1979年分享了当年的诺贝

尔经济学奖），再到 20世纪 80年代以

来，我国众多的经济学家，包括一批优

秀的“三农”学者，大家都在研究“农业

为什么低效益”“农业国家（地区）为什

么贫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理

论问题，更是一个困扰大到农业地区、

农业国家，小到农户、各类新型农业经

济组织发展的现实问题；它既是国家领

导人、专家学者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

是很多从事农业的经营人员思考的问

题。

农业对国家健康稳定发展的极端

重要性，现在看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

实践上，都可以达成共识了。“农业到底

重要还是不重要”的问题已经不需要讨

论了。但经营农业到底能不能“赚到

钱”，农业能不能成为有良好投资回报

的有效益的农业？或者换个说法，如何

经营农业才能挣到钱？什么样的农业

经营模式才能让经营者挣到钱，并且有

较高的投资回报？怎样让农业成为受

金融和资本青睐的农业？还是个非常

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营农业能不能“赚到钱”，以及投

资农业能不能得到良好的投资回报的

问题，好像是一个农民增收的问题，但

它更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农

业能否和各种先进的生产要素融合发

展，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的问题。按照资

源配置的基本逻辑，经营农业如果不能

挣钱，如果农业一直是一个低效率、低

投资回报率的产业，那么各种先进的生

产要素，甚至不那么先进的基本生产要

素，都会流向高效率和高投资回报的产

业领域，农业就会变得越来越弱，国家

的根基也会不稳。所以，提高农民的收

入，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投资回报率，一

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的问题，也是

学术界研究和探索的问题，更是一线的

农业经营者探索的问题。

二、我省学者较早形成农业融合发
展思路

2010年前后，我省学者关于“平原

农区工业化发展路径”问题的研究，形

成了“平原农业地区的工业化应走农产

品精深加工道路”的观点，认为农区只

有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精深加工，才

能把农产品加工的价值留在农区，并通

过增加加工业就业、实现税收、技术溢

出、服务业发展，在最短距离上实现对

农业的反哺，农区发展也才能形成农产

品原料资源的优势，进而参与与其他地

区工业的竞争。这应该是我省学者较

早的“三产融合”的观点。这种观点也

得到了我省一些县市成功案例的支持。

这种观点，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

学者今村奈良臣提出的“第六产业”的

概念有些重合。“第六产业”的基本涵义

是：农业生产向第二、三产业延伸，通过

农业中一、二、三产业的相互延伸与融

合，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

化的完整产业链条，形成农业经营者收

入的增加。由于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

业相加（1+2+3）或相乘（1×2×3），都

正好等于6，因此称之为“第六产业”。

三、“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理
论是我党“三农”理论的重要创新

农民增收和农村、农业的发展，长

期以来都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

重视。201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经

济工作会上，中央首次提出“要把产业

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

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之后

发布的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

出，通过“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途径来促进农民增收。2015年

12月 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就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总

体要求、融合方式、主体培育、利益机制

等，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2016年中

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推进农村三

产深度融合，推进农业产业链整合和价

值链提升，让农民共享产业融合发展的

增值收益，培育农民增收新模式。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

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各

地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

值，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

游、农村电商等产业。支持农业大县聚

焦农产品加工业，引导企业到产地发展

粮油加工、食品制造。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

的形成和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是党和国

家在“三农”问题上，持续进行理论探索

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是破解农业发展

困境和农民收入低问题的有效措施和

方法，在实践中已产生了良好效果，涌

现出一大批“三产融合”的示范基地和

成功案例。在我们的“头雁”学员中，有

不少学员就是这些示范基地的经营

者。他们通过“三产融合”，实实在在地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

为“头雁”自身发展和发挥带动效应的

好模式。

四、做好“三产融合”，“头雁”仍需
不断学习

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头雁”，应认

真学习“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理论知识和成功实践案例，吸收先进的

理念和经营管理方法，提高“三产融合”

发展的能力，形成适合自身资源特点和

能力水平的“三产融合”模式，实现良好

的经济效益，进而吸引更多优质资源进

入乡村产业发展的领域，实现农业和先

进生产要素的融合发展，实现农业的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民就地、就近

就业和收入的增加，发挥好“头雁”的带

动、带领作用。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可分

为“大融合”和“小融合”两类。所谓“大

融合”，是指一个区域（市、县）围绕农产

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各环节，开

展产业孵化和招商引资，培育和布局的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三产融合产业

链，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区域产业链，实

现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多环

节价值在农区的最大化。在这种大融

合模式中，“头雁”往往发挥着区域产业

链“链主”的作用，需要为产业链的发展

提供组织协调和资源对接，为产业链竞

争力的维持和提升不断注入新的价值。

所谓“小融合”，是指一个农业经营

主体在一定范围内（如家庭农场、合作

社范围内），通过实现较小规模的二产、

三产的发展，挖掘农业的多功能价值，

获取农业生产过程的价值贡献，形成一

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的复合价值，保证

农业经营的较高收益。这种“小而美”

的“三产融合”，对管理者的经营管理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主

要体现在精细化的管理和深度的价值

挖掘能力。

总之，不论是“大融合”，还是“小融

合”，“头雁”们要想发挥好“头雁”作用，

都需要不断学习，提高他们的“融合”发

展能力，而不是单一的只会“种好”或

“养好”就可以了。

“三产融合”是“头雁”发展的好模式

寒露已过，全省小麦播种工作全面

展开。今年我省小麦秋播要在确保面

积稳定的基础上，重点抓好精细整地、

科学选种、合理施肥、种子包衣、“四适”

播种等5项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全面提

高整地播种质量，确保苗全、苗齐、苗

匀，为培育冬前壮苗夯实基础。

精细整地

提高整地质量是打好播种基础、培

育冬前壮苗、提高抗灾能力、争取田间

管理主动权、实现高产高效的一项事关

小麦生产全局的基础性工作。据跟踪

调查，近年来，我省创造高产典型地块

的成功经验和采用的共性技术，就是突

出抓好深耕（松）耙压整地、秸秆粉碎均

匀还田、播后适墒镇压为主要内容的高

质量、规范化整地技术。要以“深、细、

平、实”为标准，突出抓好深耕、镇压技

术落实，全面提高整地质量，打好麦播

基础。一是对秸秆还田地块，要努力做

到“切碎、撒匀、深埋、压实”；二是进一

步扩大机械深耕面积，对连续旋耕2~3

年的麦田，要进行深耕一次，耕深达25

厘米以上，耕后及时耙实耙平；对旋耕

整地麦田，要求至少旋耕两遍，旋耕深

度达 15厘米以上，并做到前茬秸秆切

碎撒匀、草土混匀、镇压耙实；三是各类

麦田都要做到播前镇压耙实、踏实土

壤。

科学选种

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生产条件、产业

发展、种植制度、产量水平和病虫害等

情况，因地制宜选用良种，做到主导品

种突出、搭配品种布局合理。北部麦区

重点发展优质强筋、中强筋小麦，早中

茬选用丰产潜力大、抗（耐）冬春季冻害

能力强、抗倒伏性好的半冬性品种，晚

茬选用弱春性品种；中南部麦区重点发

展优质中强筋和中筋小麦，早中茬选用

抗寒、抗倒能力强，稳产性好的半冬性

高产品种，晚茬选用弱春性品种；东部

麦区选用春季发育稳健、抗寒、抗倒的

半冬性品种为主，晚茬选用弱春性品

种；南部麦区主要选用耐湿、耐渍、抗

倒、赤霉病轻及熟期较早的品种；豫西

旱作麦区主要选用节水耐旱性强、抗逆

稳产性好的品种。

科学施肥

要积极推进有机与无机、大量与中

微量元素、底施与追施的合理调配，在

稳产增效的前提下减少化肥用量。基

施化肥依据目标产量和土壤肥力水平

合理施用。一般亩产600公斤以上的

高产田块，每亩总施肥量氮肥（纯氮）为

14~16公斤、磷肥（五氧化二磷）6~8公

斤、钾肥（氧化钾）3~5公斤，其中氮肥底

施与拔节期追施比例以6∶4为宜；亩产

500公斤左右的田块，每亩总施肥量氮

肥（纯氮）为12~14公斤、磷肥（五氧化

二磷）5~7公斤、钾肥（氧化钾）3~5公

斤，其中氮肥底施与起身拔节期追施比

例以7∶3为宜。种植强筋、中强筋品种

麦田稳氮增钾补硫，氮肥底追比以5∶5

为宜；种植弱筋品种麦田控氮增磷增

钾，氮肥底追比以7∶3为宜；旱地麦田一

次施足底肥，春季视苗情趁墒追肥。

种子包衣

播前种子药剂处理，是压低病虫基

数，实现农药减量，实现绿色、安全、高

效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今年麦播期

间，各地应以纹枯病、茎基腐病、根腐

病、全蚀病等土传、种传病害和地下害

虫防控为重点，积极推广应用种子包衣

或药剂拌种处理，坚决杜绝“白籽”。小

麦茎基腐病和根腐病重发区选用咯菌

腈、戊唑醇、苯醚甲环唑、氰烯菌酯等针

对性强的高效杀菌剂进行种子包衣或

拌种。防控纹枯病可选用咯菌腈、戊唑

醇和苯醚甲环唑种衣剂及其复配种衣

剂进行包衣。小麦全蚀病重发区使用

专用杀菌剂硅噻菌胺悬浮剂拌种。南

部条锈病早发区和冬繁区，可重点选用

戊唑醇、苯醚甲环唑、三唑酮等种衣剂

进行拌种或种子包衣。土传病害和地

下害虫发生严重的田块，要实施土壤处

理。对多种病虫混合重发区，要因地制

宜，合理选用杀菌剂和杀虫剂混用配方

进行拌种，以起到“一拌多效”的作用。

驻马店、信阳等地多花黑麦草发生严重

麦田，采取“一封一补”化除措施，于小

麦播种后出苗前选用砜吡草唑+吡氟酰

草胺土壤喷雾，雨前施药或施药后浇水

增墒；小麦3叶1心期至越冬前或返青

至拔节前，视田间草情喷施唑啉草酯或

甲基二磺隆进行补杀。

“四适”播种

规范化播种是奠定壮苗基础、构建

高质量群体起点、协调群体与个体矛

盾、实现丰产高效的重要措施，各地要

力争做到适期、适量、适墒、适深播种。

一是适期播种。各地要依据主推

品种特性、播前土壤墒情和气象条件，

因地制宜地确定适宜播期。豫北麦区

半冬性品种适播期为 10 月 5 日~15

日，弱春性品种 10月 13日~20日；豫

中、豫东麦区半冬性品种为 10 月 10

日~20日，弱春性品种为 10月 15日~

25日；豫南麦区半冬性品种为10月15

日~25日，弱春性品种为10月 20日至

10月底。对优质强筋、中强筋小麦品

种应在适播期内适当晚播。

二是适量播种。一般高产田每亩

基本苗为 15 万~20 万；中产田为 20

万~25 万。晚播麦田，应适当增加播

量，每推迟 2天播种，基本苗增加 1万

左右，但每亩基本苗最多不宜超过 30

万。各类麦田都要注意提高播种均匀

度，杜绝堌蹲苗和缺苗断垄现象。

三是适墒播种。足墒播种是实现

一播全苗，增加抗旱抗冻能力、实现壮

苗安全越冬的重要措施。目前各地要

抢抓时机趁墒播种。

四是适深播种。在高质量整地前

提下，因地制宜大力推广宽幅匀播、宽

窄行播种、缩距匀播等播种方式；旱作

区示范推广免耕沟播；稻茬麦区推广灭

茬免耕带旋播种。播种深度3~5厘米，

并做到行距一致、播量准确、深浅一致、

不漏播、不重播。

今年麦播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

农技服务人员要指导麦播与疫情防控

两不误，努力提高指导服务效率，确保

高质量整地播种技术落实，奠定明年夏

粮丰收基础。

1.河南马铃薯生长期气候条件
除丘陵山地外，河南大部分地区

4月平均气温 10℃~32℃，雨水多集

中在7~8月，4~6月降雨量相对较少，

且此期一般温度回升快，湿度相对

低。秋季马铃薯生长期温度相对低，

不易发生晚疫病。

2.河南马铃薯生长时间
我省大部分地处暖温带，南部跨

亚热带，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

大陆性季风气候，同时还具有自东向

西由平原向丘陵山地气候过渡的特

征，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复杂多

样和气象灾害频繁的特点。一般春

播马铃薯生长期为2月中下旬至6月

中下旬，秋播马铃薯生长期为 8月初

至11月中旬。

3.晚疫病发生条件
当气温在 10℃~25℃、相对湿度

在75%以上时，很容易造成晚疫病流

行。晚疫病病菌喜日暖夜凉高湿条

件，菌丝生长适温 20℃~23℃，孢子

囊形成适温 19℃~22℃、相对湿度

95%以上，10℃~13℃保持 1~2小时

有利于孢子囊萌发形成游动孢子，温

度高于 24℃时持续 5~8小时且有水

滴存在，孢子囊多直接萌发，孢子囊

形成要求相对湿度高。因此，多雨年

份、空气潮湿或温暖多雾条件下发病

重。河南地区 4~6月遇持续降水概

率高，温度和湿度适宜菌丝生长，降

水前后是预防晚疫病发生的关键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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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马铃薯生长期气候特点
和晚疫病发生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