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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9日 7时 30分，

笔者从平顶山市区乘车去往

位于郏县李口镇白龙庙村的

现代烟草科技园。

25公里、40分钟车程，市

区一般上下班的通勤距离，但

穿过车水马龙和熙熙攘攘的

人群，穷乡僻壤、乡野村落间，

一群当年的天之骄子、硕士博士

生坚守了8年。

8时10分，来不及寒暄，技术

中心主任李俊营就安排起了当天的

工作：“常栋，上午去宝丰县肖旗乡张

伍庄村那块儿麦烟套种试验田采集一下

土壤样品。”

“带好工具，马上出发！”技术中心副主任、

农学博士常栋领到任务，立马招呼项目组成员。

自封袋、一次性橡胶手套、离心管、冰袋、泡沫箱、取

样铲等工具准备妥当，负责跟踪这块试验田的许跃奇、何

晓冰等人即刻启程前往张伍庄村，笔者紧随其后。

刚坐上车，天下起雨来。

利用在途时间，李俊营跟大伙儿一起学习了5月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明天是第七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提

前祝大家节日快乐！”李俊营说。

“科学家？瞅瞅我们哪儿像！就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技术中心的女汉子何晓冰笑着说。

科学家？农民？思索间，大约10时许，我们到达了

目的地。

下了车，看着他们麻利地拿起各自的工具，轻车熟路

地踏着泥泞的田间小路，走向试验烟田。

平顶山连日来都是阴雨天气，踩在松软的地里，两只

脚带起厚厚的两团泥巴，很显然，他们司空见惯，朝着烟

田深处走去。

“这块试验田承担的是豫中烟区粮烟融合高效种植

项目。”常栋边走边说，“试验的目的是寻求一种既保证一

定粮食产量，又让烟叶尽可能少受小麦等农作物影响的

间作套种方式。我们条带式地把烟叶和小麦以不同的带

宽和密度，与不同的品种套种，来观察烟叶的生长发育情

况和两种作物的边际效应，总结能否相对提升小麦和烟

叶两种作物的产量。”

没走多远，他们三个人停下脚步蹲了下来，扒开一棵烟

叶，熟练地用铲子挖下去、拔出来，小心地拨弄烟株的根部。

“这个土样可不是随便取的，必须是紧紧依附于烟株

白色根系的土壤，而且不能夹杂肉眼可见的杂质。”何晓

冰说着，把手上的土样反复搓捻，确认符合要求了，才小

心地将其装进写好标记的离心管里，单垄样品1、双垄样

品2、4垄样品3……

雨越下越大，阴暗的天空、绿油油的烟苗和3个倔强

的身影，看得人心里油然产生一阵感动。

12时，三个人采集完样本，回到技术中心。

“烟叶样品要赶紧杀青，土壤样品尽快做

分析。”常栋边下车边跟伙伴儿说。

“我们没有午休的习惯，不是在做实验，就是

在去往试验田的路上。”12时30分，吃完饭，何晓

冰说，“杀青结束，我们要去另一个项目的试验烟

田测量一下烤烟新品系Y2001的农艺性状，顺便

查看一下烟田的病害发生情况。这个项目是通

过设置不同移栽期来确定该新品系在平顶山烟

区的最佳移栽时间。”

雨停了，因为新品系Y2001地块儿离技术中

心不远，大家一致同意步行过去，试验人员除了

常栋、许跃奇、何晓冰，又增加了杨楠、王明鑫、张

富生和阴广宇。

趁着常栋他们进地测量的间隙，笔者和正在烟

田干活的李口镇大张庄村烟农张振朋攀谈了起来。

“我种了 8年烟叶，在技术中心专家的帮助

下，不断尝试新技术、新品种，烟一年比一年种得

好，收入一年比一年高。”说话间，袁庄村烟农王

子浩也来到了试验烟田。“一看见试验烟田有人

来，我就赶紧跑过来看看，听他们说、跟他们学，

可比技术培训还精准。”王子浩说。

“看来你对试验田不陌生，对他们很信任

啊？”我问。

“那当然！去年我的烟有一部分出现焦边的

情况，我以为是缺肥了，但是追肥浇水后并没有

改善。我拔几株烟拿到技术中心请教常栋博士，

他分析后断定是由根结线虫引起的。按照他的

方案，果然解决了问题。”王子浩说起去年往事，

仍然充满感激。他接着说：“生产中有啥疑问，趁

他们几个来试验烟田，我都会来问个

明白。”

16时30分，“叶长54厘

米，叶宽30厘米，径围7.5厘

米，株高64厘米……”试验数据一一测量、纪录。

“丁零零……”常栋的手机突然传来一阵急

促的铃声。

“常栋，刚才郏县堂街烟农李小兵打来电话，

反映他家烟地里有一些烟苗长得不太正常，等你

回来咱去看一下吧。”是李俊营打来的电话。

“好的，我马上过去。”常栋加快了脚步。

李小兵的烟田在郏县堂街上李村，从试验

田开车过去需要10分钟。

一下车，李俊营等人马上进地，熟练分工

后，有人查看烟苗，有人询问李小兵用哪个育苗

棚的烟苗、什么时候播种、哪天移栽。

“异常的烟株叶子萎蔫，在整块烟田呈点状

分布，占比 5%左右，拔出后可见根部发育不

良。”何晓冰查看后向大家汇报。

“看来得抓紧总结当前烟叶生产关键技术

要点，尽快告知烟农。”李俊营指着眼前几株几

乎瘫倒在垄体上的烟株说：“杨楠，回去准备好

摄影器材，咱们拍一期技术服务指南，发到烟农

群里。”

随后，他们给李小兵详细讲解了应对措施，

直到他彻底明白、清晰掌握防治流程，才返回科

技园。

18时，回到科技园。顾不上休息，杨楠放置

好三脚架、补光灯，开始录制技术服务指南的小

视频。与此同时，李俊营又给大家安排起明天的

任务：“把手头其他的工作先放一下，当务之急是

调查当前烟田的病害发生情况。咱们分3个小

组，常栋和杨楠在郏县，王明鑫和许跃奇去宝丰，

何晓冰和张富生去叶县……”

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临……（李炜 文/图）

近日，平顶山市烟草公司烟叶生

产技术中心团队组织开展的科研成果

——“烟草黑胫病拮抗菌的筛选、鉴定

及生物防治研究”荣获河南省烟草公

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据悉，该获奖项目以制约产区可

持续发展的根茎类病害——烟草黑胫

病的生物防治为研究目标，利用不同

植物和生态环境来分离高效拮抗菌，

并通过关键技术的攻关，探明生防菌

剂的拮抗机理，明确了最佳培养条件，

优化了菌剂组合的配套技术，具有较

高的实用性。

此外，项目从烟草根部分离的亚

麻假单胞菌及从番茄根部分离的空气

芽孢杆菌在烟草黑胫病的生物防治应

用方面为国内外首次报道。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授权发明专

利1项，实用新型项目5项，软件著作3

件，累计应用面积 7.4万亩，示范田的

烟叶收购价平均每公斤增加0.8元，亩

产值提高149元，新增利润累计976.6

万元，新增税收 195.3 万元，节支总额

147.98 万元，化学农药施用量减少

66.7%，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 （何晓冰）

“烟苗已经移

栽 20 多天了，近

几天的连续阴雨

正好促进烟苗生

长，目前烟苗长势很喜人。”6月 5日，郏县

安良镇雷庄村种烟大户雷少卿说。

近年来，郏县充分发挥地理优势，管根

本、利长远，筑牢烟叶发展根基，叫响郏县

“山儿西”烟金字招牌，实现了稳烟区、稳烟

田、稳烟农、稳收益。2022年，该县烟叶种

植面积约 10万亩，烟农收益近 3亿元，户

均收入14.8万元。

抓基础扩面积让烟农有地种烟

郏县积极探索烟粮融合发展模式，将

烟叶与红薯、花生等粮食作物，以间作、轮

作、套种的方式进行种植，在保障粮食安全

的前提下，实现烟叶粮食质量和效益双提

升。实施职业烟农成长计划，强化政策激

励引导，以种烟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村

集体经济组织为培育主体，打造一支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现代职业烟

农队伍，为烟叶生产现代化提供人才保

障。目前，全县培育烟农1800余人，先后

表彰烟叶生产先进科技示范户500个，发

放奖励资金100余万元。强力推进浓香型

特色烟叶示范区、烟草水源工程沿线乡镇

为主的烟叶种植带和基地建设，推动烟叶

生产由零星分散种植转向规模集中种植。

2023年，全县共培育万亩烟叶乡镇 4个、

千亩烟叶村16个、200亩以上烟叶示范方

10个。

抓技术提品质让烟农更会种烟

郏县结合海拔、气候、土质等自然条

件，对不同地块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采取

“配方肥+绿肥种植”技术模式，改善土壤

有机质，提高烟田可持续利用能力。目前，

共落实重点烟田绿肥

掩青8000亩，亩均可

直接减少化肥使用量

20%以上。严格按照

育苗技术规范和管理

流程，提升烟叶育苗

生产规范管理水平。

2022年以来，全县23

个集中育苗工厂实现

苗圃无病害，所育烟苗全部达到壮苗标准。

抓服务增信心让烟农愿意种烟

郏县强化政策扶持，完善基础设施，夯

实产业发展保障，促进烟农增收致富。探

索推行烟农贷款、财政贴息的“烟叶种植

贷”，解决烟农种烟风险大、成本高的难

题。目前，已累计发放“烟叶种植贷”2268

万元，财政贴息 110余万元，惠及烟农近

400户。建设灾害预防体系，及时发布病

虫情报及预警信息，针对性开展病虫害统

防统治工作。投入资金2000余万元，建设

防雹固定作业炮点 10 个、流动作业点 2

个，有效防范暴雨、冰雹等灾害性天气，为

烟叶生产保驾护航。结合农业发展和乡村

建设资源，推进“烟叶+N”种植模式，打造

烟草产业综合体，提高烟用设施综合效

益。目前，已建成烟草科技示范园1个、烟

叶产业综合体 20个、规模以上育苗工厂

23个、烘烤点536个。以低碳精准烘烤为

重点，加大电能烤房建设力度，先后投入烟

草、电力等行业资金和财政配套资金 2.2

亿元，新建和改建电能烤房2984座，亩均

可降低烤烟成本400元以上。2023年，计

划再投资7000万元，新建、改建电能烤房

1000座以上，力争全县烟区应建尽建、应

改尽改。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鸿雨）

6月12日，宝丰县闹店镇周营村烟农王新

学的大片烟田里，一垄垄烟苗长势喜人，20多

位工人平均分成两队，一队人拉着大型喷雾器

给烟苗喷药，一队人一字排开，给烟苗除草、培

根。

41岁的王新学从2008年开始种烟，是闹

店镇大力发展烟叶产业的典型代表之一，今年

共种植烟叶210亩。

“最近几天气温高，烟苗长得快，每天需要

20多人进行初期管理，接下来还要进行灌溉、

追肥、打杈等中后期田管。种烟虽说有些辛

苦，但只要管理到位，效益还是很可观的。”王

新学一边忙着招呼工人干活一边说。

闹店镇选择烟农集中度高、配套设施好、有

发展潜力的洪寺营、周营、范营、洼李、后李等10

个村作为核心烟区，推进连片规模种植，种植面

积 1800余亩，占全县烟叶种植面积的 1/3以

上，规模种植大户有14户。近段时间，该镇烟

站组织了3支技术指导队深入烟田，向烟农讲

解追肥、病虫害防治、培土机使用等知识，抓好

技术标准指导，协助烟农做好田间管理。

“我们村今年种了500多亩烟叶，从翻耕、

起垄到现在的管理都是烟站技术人员在跟踪指

导，给我们讲解怎么操作，解决种植中遇到的各

类问题。”周营村党支部书记陈录峰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朱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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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烟草公司科研成果
获科技进步二等奖

“三抓三让”推动烟叶产业发展壮大

宝丰县闹店镇

技术有指导 烟田管理忙

郏县

机械化中耕培土技术要点
□刘新源 牛彦冉 韦凤杰

●机械化作业优势

中耕培土不仅可以清除田间杂草，提

高地温，调节土壤水分和肥力，还可以疏

松土壤，破除表层板结，从而促进烟株根

系发育，提高烟株抗旱抗倒伏能力。与人

工作业相比，机械化作业不仅降低了用工

成本，提升了作业效率，而且培土均匀，使

得烟垄直平，垄沟宽直，有利于后期灌溉

排水、防病除草等各项田间管理措施的开

展，大大提高田间管理质量。

●机械化作业时间

一般在烟叶移栽后35~40天，结合烟

株长势、土壤墒情（选择土壤墒情不过干

也不过湿时进行，避免造成土壤板结）和

天气情况，科学开展中耕培土。中耕培土

可以结合揭膜共同开展。

●机械化作业步骤

一是清除脚叶。选择晴天上午9时叶

片干燥后进行，摘除烟株下部2~3片底脚

叶，并将打掉的叶片及时带出烟田，撒上

生石灰集中处理。二是开展揭膜。揭膜

时两人一组，沿地膜中线轻轻划开，两人

同步均匀揭膜，揭膜时动作要轻，避免损

伤烟叶，被土壤压实的地膜也要彻底清

理，揭下的地膜要及时清出烟田进行集中

处理。三是中耕培土。使用中耕培土机

进行作业，务必将土培到烟株主茎周围，

促进烟株不定根发生，培土高度以25~30

厘米为宜。培土后达到垄面宽、垄背缓、

沟底平，以便降雨时水分能缓慢渗透，避

免冲刷垄面，保证灌排畅通和通风排湿。

操作时要将土块打碎，以免压坏烟苗。

>>注意事项

对大田长势弱小的烟株，及时追肥促

生长。追肥时选择烟草专用复合肥或

者硝酸钾，按照每亩 2~3 公斤的标准

溶于水，在最大叶片叶尖垂直烟垄

处戳一个10~15厘米深的小

孔进行灌根，灌根后及时用

碎土封孔，避免跑墒。

产业兴农，科技先行。烟草科技

园，既是有形的科技小院，也是无形的

创新平台，一头连着研究所和高等学

府，一头连着工业企业和田间地头；一

方面为农民提供零距离、零时差、零门

槛、零费用的科技指导和技术示范，一

方面辐射带动学界成果转化和人才培

养，助力“三农”后继有人。烟草科技工

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付出，终将

一点点生长出收获和希望，一点

点滋养乡村、播种梦想。

编者按

相关
链接

常栋、何晓冰、许跃奇踩着泥泞的乡间小路将采集的样本带回科技园

常栋、何晓冰、许跃奇在试验田观察分析土壤和烟叶叶片长势

当前，大田烟叶进入团棵至旺长期，这个阶段是决定烟株叶片

数目的关键期。今年，烟苗移栽后降雨量和降雨次数较常年显著偏多，

造成烟田土壤表层板结，杂草滋生，烟株地上部和地下部发育不协调。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烟草科学研究所专家强调，当前应重点开展中耕培土、揭

膜除草等技术措施，实现上下兼顾、合理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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