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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鹏：很多果农施肥的决策是由肥料

经销商做出的，卖肥料的说用什么就用什

么，是不是最好并不清楚，很多果农为此

付出代价，就是因为没有认真思考过什么

是科学施肥。我们推广施肥理念的目的

是让果农朋友真正学会如何去施肥，不单

纯了解什么时间施什么肥，更要掌握为什

么要施这个肥，掌握优质果生产的基本路

径，掌握果树不同阶段发育特征，如何通

过施肥来实现树体正常发育，在施肥时要

注意什么，这样果农朋友才会更从容地去

科学施肥。如果您想靠种果树赚钱，必须

生产好果，如果您想生产好果，必须施好

肥。希望广大果农愿意科学施肥，主动科

学施肥。

本报讯（记者李丽实习生闫谨
谨）三伏天，热气腾腾，大豆也在接受

着“考验”。高温天气下，如何做好大

豆的应急管理和补救？7月24日，记

者采访了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分

子育种研究院大豆育种团队，该团队

主任王金社做出六大提示：

及时开沟排水、散墒减渍。田

间长时间积水是造成目前大豆烂

根、弱苗、根腐病多发的主要原因，

受涝时间越长危害越重，产量损失

越大。要及时开沟排水，加快田间

散墒，降低渍涝程度，促进根系生

长。要及时进行划锄，降低土壤湿

度、提高温度、避免土壤板结，增强

根系氧气供应。

补种重种。受涝害、机械操作

不合理、播种质量不佳等影响，部

分纯播田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田缺苗较多。要全面迅速开展

补种或重种，抓紧时间补苗。补苗

时，覆土不能过深，以 2~3厘米左

右为宜。

追肥促长。及时追施低氮配方

肥或专用肥5~8公斤，结合病虫防

治叶面喷施0.3%磷酸二氢钾溶液和

0.1%钼酸铵、0.2%硼酸或硼砂溶液

等叶面肥，促进植株生长，增强抗病

能力。也可在大豆初花期、鼓粒初

期喷施少量尿素、磷酸二氢钾和十

二元素等叶面微肥，防止早衰。

防除杂草。大豆田间除草，建议

使用40%氯酯磺草胺5克/亩+75%

氟磺胺草醚15克/亩+10%精喹禾灵

50毫升/亩，施药应均匀一致，确保喷

雾均匀，做到不重喷不漏喷。

防虫治虫。大豆受淹时间过

长，易发生根腐病，要抓紧开展中

耕、松土、追肥，破除土壤板结，增

加土壤透气性，防止沤根。大豆中

后期易遭受甜菜夜蛾、斜纹夜蛾、

豆荚螟等病虫为害，要加强病虫测

报预警，选用苯醚甲环唑、吡唑代

森联和氯虫苯甲酰胺、高效氯氰菊

酯等适宜药剂，达标防治。

高温防治。有条件的及时进

行喷灌，在高温天早晨或傍晚进行

喷灌，通过喷灌可适当降低地表温

度，减少高温对大豆植株的损伤。

花荚期喷灌可减少落花落荚，提高

植株有效荚率。没有喷灌条件的

避开高温天，及时漫灌。

补种重种 防虫治虫

高温天气下大豆应急管理六注意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马
学贤）天气虽热，但眼下正是做好

辣椒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作为

“中国辣椒之都”的柘城县，及时组

织县、乡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

导农户进行辣椒夏管。

7月 22日，记者在牛城乡王座

村辣椒种植大户王连星的辣椒田

里看到，一排排、一簇簇辣椒长势

喜人，农技人员正根据近段时间的

气候特点和辣椒的生长情况，向农

户讲解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

技术要点。

柘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

长、高级农艺师张振坤在现场指导

农户说：“要防治好辣椒‘三害’，虫

害要做好飞虱，尤其是白粉虱、甜

菜夜蛾的防治，可以用氯芬苯甲酰

和噻虫嗪，高效氯氟氰菊酯进行喷

施。辣椒病害后期主要有炭疽病、

疫病等，可以用肟菌戊唑醇和生物

制剂来防治。”

张振坤介绍，辣椒种植周期

短、见 效 快 ，效 益 高 ，不 管 是 育

苗、覆膜、移栽，还是管护、防治

“三害”，每个环节都需要精心处

理。“现在辣椒前期长势不错，

但在后期还要再请教农技人员看

看咋管理，争取大丰收。”王连星

说。

据介绍，辣椒产业已成为柘城

的强县支柱、富民特色产业。目

前，柘城县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

在40万亩，年产干椒12万吨，全县

有近20万人聚集在辣椒产业链上，

15万人走向致富路。

柘城县农技人员开展辣椒夏管

本报讯（记者陈辉）“连日的高

温天气对蔬菜生产是个考验，当前

的主要任务是防住病、治住虫、保

住叶，依次滴灌追施矿源黄腐酸

钾、海藻酸、鱼蛋白、哈茨木霉菌和

枯草芽孢杆菌等促进根系健壮生

发的液体肥料和菌剂，确保豇豆顺

利越夏。”7月 19日，在中牟县官渡

镇小王庄村的豇豆种植田里，郑州

市蔬菜研究所豇豆育种专家庞淑

敏研究员正在就如何做好豇豆的

越夏管理进行技术指导。

近段时间，天气持续高温，给

蔬菜生产带来不利影响。郑州市

蔬菜研究所及时调配蔬菜专家，组

成蔬菜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先

后来到中牟县官渡镇店李口村、小

王庄村和雁鸣湖镇，围绕蔬菜生产

中存在的问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

“把脉”、精准“开方”，切实帮助农

户解决种植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郑老师，我们基地的青菜虫

害比较严重，如何防治啊？”在官

渡镇店李口村南的青菜种植基

地，鑫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何小三焦急地询问道。“当前蔬菜

的主要虫害是黄曲条跳甲、小菜

蛾、斜纹夜蛾、甜菜夜蛾、菜青虫、

蚜虫等，我们要坚持以农业防治、

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

治为辅的原则，掌握最佳的防治

时期，开展综合防治。具体来说，

就是采用轮作、倒茬等耕作方式

减轻病虫害；用黑光灯或用性诱

剂诱杀成虫；使用 BT、鱼藤酮、印

楝素等生物农药，保护害虫天敌；

用高效低毒的菊酯类农药和生物

农药进行防治。注意使用农药时

要轮换使用，避免产生抗性。”蔬

菜栽培专家郑军伟耐心详细地进

行了解答。

“感谢专家们提出许多好的建

议，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何小三坦

言，之前由于管理不科学，蔬菜的

产量受到一定影响。“现在有了专

家们的指导，采取科学种植方法，

相信蔬菜产量会进一步提升，产业

效益会更好。”

郑州市蔬菜产业科技特派员

服务团团长方贯娜表示，下一步，

服务团将针对农户们在蔬菜管理

方面存在的技术盲点加强培训和

指导，帮助农户掌握优质高效的蔬

菜栽培和绿色防控方面的技术，确

保郑州市蔬菜生产稳定，助力农户

增收，推动乡村振兴。

防住病 治住虫 保住叶

专家“把脉开方”支招蔬菜生产

本报记者 张莹

嘉宾 司鹏司鹏

主持人主持人

科学施肥能提
高肥料利用效率，降
低肥料施用量，是生
产优质果的必需环
节。时代在变化，果
树生产的方式也在
变化，用旧的施肥理
念去指导现代果树
生产，已经不合时
宜。那么，新的施肥
理念是什么？怎样
推广施肥新理念？
生产好果应注意什
么？本期三农会客
厅邀请河南省科技
特派员、中国农业科
学院郑州果树研究
所果树瓜类栽培研
究中心副主任司鹏
博士，结合宁陵酥梨
产业探讨交流果园
施肥新理念。

通讯员 马凌珂 文/图

嘉宾档案嘉宾档案

司鹏，副研究员，博士，硕

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农业科

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瓜

类栽培研究中心副主任，果树

营养调控课题组组长，兼任中

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理

事。长期从事果树专用功能

性肥料研发及应用技术研究

工作。研发物化了果树专用

系列功能性肥料，每年在生产

中应用面积2万亩以上，在化

肥减施增效和果园绿色发展

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司鹏：加快化肥减量化应用，推

动农业清洁生产，一个重要的路径

就是通过提高肥料利用效率，降低

肥料施用量。目前果品市场的基本

现状是总量相对过剩，优质果供不

应求。这就意味着，果农要想通过

种植果树来致富，必须改变观念，生

产优质果。原来靠产量来取得经济

效益的时代基本过去，未来必须靠

质量，科学施肥是生产优质果的必

需环节。

肥料效果不好，不能一味把问题

归在肥料本身。我们要清醒地认识

到，施肥和有效果并不等同，肥料只

有在被果树吸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发挥肥效。肥料要被吸收，必须满足

两个条件，一是肥料要充足，二是根

系要发达，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几

十年前，在化肥不充足的年代，果树

产量低，营养吸收的主要矛盾是肥料

供应不足，当时的施肥指导思想是多

施肥料，提高产量。现在肥料供应充

足，有些园区甚至过量供应，果树反

而长势不好，这是因为营养吸收的主

要矛盾已经转为树体根系吸收能力

相对差。

所以，现代果园营养管理一个重要

的新理念是养根，提高根系的吸收能

力。在现代果树生产中，养根的作用要

超过施肥。

主持人：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加快化肥减量化应用，推动农业清洁生产。在生产中很多果农施
了很多肥，但效果不理想，产量没有提高，品质也没有上去，是不是施肥用错方法了？在果业营养管理中，新
的施肥理念是什么？

推广施肥新理念赋能果树产业高质量发展
——对话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司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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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鹏：在宁陵做科技特派员的这几

年，通过作示范，作培训，到田间地头为

果农讲解，来宣传普及科学施肥，有效

果，但太慢。比如说，我们在前几年示范

推广化肥减施增效技术时，宣讲通过科

学施肥可以做到少施肥而且提高品质的

方法，但是果农不相信，即使做出示范，

果农也不敢尝试，就害怕化肥用少了，造

成减产。再比如说，在预防“铁头”病发

生时，我们整套的防治方案有显著的改

善，但这个方案是预防方案，并不是矫正

方案，果农在梨没有发生“铁头”病时不

注意防治，有“铁头”病后又来治，这就很

难了。施肥就跟人吃饭一样，如果由于

饮食导致身体出问题了，往往很难治疗，

但是在推广科学饮食时，又引不起人们

普遍的重视。

经过这几年科技特派员的工作，情

况比一开始的时候好多了，很多果农

跟我们交朋友，向我们咨询施肥方面

的问题。我们在宁陵推广梨专用套餐

肥应用技术和桃套餐肥应用技术，有

效预防了由于缺钙引起的梨木栓病、

“铁头”病以及桃果顶发软等问题。例

如，宁陵县昊聪家庭农场七年生梨树

出现经常性黄化症状，按照黄化矫正

方案，一直无法解决。我们到现场通过

挖树、看叶等方法，发现根茎部韧皮部

坏死是罪魁祸首，所以采用给树干周围

培土，让没有坏死的韧皮部发根，维持

树势的解决方案，效果显著。科学施肥

理念正在慢慢地深入人心，但还需要一

个较长的过程。

司鹏：施肥很简单，就是把正确的

肥料，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式，施

用正确的量，这就是行业中常说的“4R”

施肥技术。这其中要理解什么叫正确。

对于正确的理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理解。现代果园营养吸收的限制因素是

根系吸收能力差，那么新理念就是“养

根”。其实，在以前土壤氮磷钾含量低

时，补充氮磷钾就是正确。在现在根系

吸收能力相对差时，提高根系的吸收能

力就是正确。施肥新理念不仅是养根，

还有“补碳”。因为现在的生产目标是保

证产量的情况下，提高品质。我们从营

养的角度讲，品质越高，糖、酸等有机物

含量越高，也就是对碳物质的需求越大，

因此，提高果实对碳物质的积累就显得

尤为重要。总之，较之以往，果树生产方

式、人们消费习惯等方面已经有了巨大

的改变，施肥理念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

新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

宁陵有着悠久的梨种植历史，发展

到现在，梨产业已经成为宁陵重要的农

业支柱产业，在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中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生产中

化肥乱用滥用，导致梨品质下降，市场

竞争力不足，限制了产业高质量发展。

例如，酥梨本身以肉酥多汁而得名，但

由于施肥过程中偏施氮磷钾，忽视了

钙、硼等营养管理，长期以来，导致果实

缺钙、缺硼，症状轻的表现为果实畸形、

不耐储藏；症状重的表现为“铁头”病，

果实发青、变硬，严重影响经济效益。

这些现象不单在宁陵出现，在全国很多

酥梨产区均有发生。

宁陵酥梨科学施肥的实现路径为

氮磷钾科学供应，提高根系的吸收能

力，加强果实碳物质积累，重视钙、硼等

品质元素的补充，提高优质果率，提高

果农收益，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

主持人：作为河南省科技特派员，您认为宁陵县酥梨产业在施肥方面存在哪些不科学施肥现象？

主持人：在宁陵县普及推广科学施肥技术中遇到各种挑战的情况下，您是如何推广施肥新理念新技术的？

主持人：您的“郑果施肥一家人”抖音直播平台深受果农欢迎，为什么开展线上推广施肥新理念？取得了怎
样的推广效果？

司鹏：2019年年末，我答应宁陵一

个村过完年去当地作培训，但因疫情

导致不能兑现承诺。无奈之下，就想

到了直播，很多来直播间的朋友对我

讲的话题很感兴趣，就约了第二天还

来听。当时我感觉这样也可以跟果农

朋友交流，就把直播坚持下来了。

我们是果树科研国家队，在线下的影

响力远远超过线上。我是中国农科院最

早一批做技术直播的，但做了两年，始终

没什么流量。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放下

手头的工作，专心研究抖音直播。我总结

为什么不成、研究怎么样能行，系统梳理

果树施肥的知识点，认真总结直播间的直

播话术，用心布置直播间画面，直播终于

有了起色。直播间从十几个人到了几十

人，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最高时到了三千

人，现在每场直播基本稳定在 5000~

10000人次。我们讲的“果树秋季如何养

根”“果树如何补钙”“果树如何补硼”等话

题，深受果农欢迎，很多朋友采纳了我们

的理念，也应用了我们的产品，收到很好

的效果。据不完全估计，从去年下半年到

现在，直播间观看人数超过200万人次。

7月21日，在汝州市焦村镇彦楼村凤凰山农业生态园，一位游客在采摘蟠桃。该生
态园占地800余亩，种植蟠桃20多个品种，不仅带动了蟠桃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乡村
采摘游和当地群众就业。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崔高阳 摄

本报讯 进入7月，新安县五头镇五

头社区“乡里中心”体育公园便成了欢

腾的海洋，新装的篮球架、崭新的乒乓

球台成了暑期学生们的最爱。

今年以来，该镇秉承“为民、惠民、

便民”理念，以乡村居民和返乡、入乡人

员为服务对象，积极拓展党群服务中心

服务功能，打造集政务服务、教育培训、

养老托育、文化体育、卫生保健、便民商

务、产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乡里中

心”，基层公共服务跑出了“加速度”。

“拆除了‘冷冰冰’的隔离柜台，拉

近的不仅是人的距离，心也更近了！”7

月 19日，面对便民服务中心的新变化，

前来咨询保险缴纳的二郎庙村村民范

永干直言“拆得好”。

二郎庙村党支部去年是软弱涣散党

组织，该村按照“乡里中心”建设要求，

“去行政化”做减法，“强服务”做加法，拆

掉“台子”，去掉“牌子”，干群齐心，实现

了“从集体经济0到3个在建项目、从软

弱涣散到干群齐心”的华丽转变。

“我们 10月底前实现全镇‘乡里中

心’建设服务覆盖率60%以上，让‘乡里

中 心 ’真 正 成 为 群 众 的‘ 幸 福 加 油

站’。 ”新安县委常委、五头镇党委书记

郭培录说。 （许金安王淑婷陈军卫）

抗高温抗高温 保生产保生产

主持人：靠种果树赚钱必须生产好果，如果想生产好果，您最想对果农提醒什么？

□本报记者 吴向辉 通讯员 王冰柯

为深入推进河南省“四优四化”科

技支撑行动计划优质水产品专项工作

的顺利实施，加快构建现代化农业产

业体系，7月 18日，河南省水产科学

研究院党委书记康福平、总工程师杨

兴丽、“四优四化”鲈鱼项目任务负责

人王延晖一行来到“四优四化”优质水

产品专项核心示范点——邓州市宇中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进行鲈鱼养殖专题

调研指导。

该公司有池塘面积 550亩，主要

养殖大口黑鲈和斑点叉尾 ，年产优

质淡水商品鱼 600 吨，价值 1200 万

元，出产优质苗种150万尾。在该公

司养殖基地的“二早一低一高”养殖模

式示范塘，专家组进行了现场打样。

经测量，该示范塘的鲈鱼已长到 250

克/尾左右，体形匀称，长势良好。据

了解，该批鱼苗是2月初开始在温棚中

进行标粗培育的，从100尾/斤的规格

培育到35克/尾后，4月1日转入池塘

进行养殖，预计可在中秋节前后上市。

近几年，由于人工配合饲料的突破

与推广应用、冷链运输技术的成熟和消

费市场的拓展，大口黑鲈的养殖区域与

养殖规模迅速扩大，主产区由沿海扩展

到内陆，我省2022年大口黑鲈养殖产

量达1万吨，相较2021年增长78%。

好模式才能有好效益。大口黑鲈

是河南省水产养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提质增效的主推品种，我省水产研

究工作者积极探索适宜河南省的大口

黑鲈养殖模式，经过几年的实践，“四

优四化”优质水产品专项专家组确认

“二早一低一高”养殖模式适合在我省

进行广泛推广。

“二早一低一高”养殖模式：即早放

苗，早上市，低密度和高效益。早放苗

就是当年的1月份或2月份引进工厂化

鱼苗（2~4克/尾），在温棚中通过不低

于 22摄氏度的水温中培育大规格鱼

种，及时排污、加温、筛选。4月份将鱼

苗拉网并计数，放至外塘（土塘为佳）进

行成鱼养殖，规格越大，效果越佳；早上

市就是将成品鱼上市的时间设定在9

至10月份，这时南方商品鱼在北方尚

未大批量上市，市场需求量较大，鱼价

较高，及时销售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低密度就是放养规格苗（20~50克/

尾）2000~2500尾/亩，密度低，生长速

度快，上市规格大；高效益就是该模式

纯收益率平均在2万元/亩以上。

通过调研，专家组认为，在大力发

展水产业的同时应强化以下几方面的

工作：一是推进绿色健康养殖，加大尾

水治理力度，实现养殖尾水的达标排

放以及尾水、尾渣的资源化循环利用；

二是以经济效益提升为导向，探索效

益最大化的鲈鱼养殖模式和精简实用

技术；三是河南省大口黑鲈苗种主要

从外省引进，本地各育苗场的育苗技

术参差不齐，导致总体上育苗成活率

普遍较低，优质苗种紧缺，优质苗种的

规模化生产供应成为河南省大口黑鲈

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应

在苗种培育技术上实现进一步突破。

下一步，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将

充分发挥“四优四化”优质水产品专项

优势，与示范基地紧密结合，为推进我

省鲈鱼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好模式才能有好效益
——“四优四化”水产专家推广高效养殖模式助力鲈鱼产业发展

新安县五头镇

“乡里中心”为幸福生活加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