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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省烟叶采烤已接近尾声，烟秆
的无害化处理迫在眉睫。专家特别提醒——

及时拔除清理
保烟秆无残留不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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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秆处理不当后果严重

烟秆拔出后堆积在田边或抛掷在

附近的水沟里，会造成两个极其严重

的后果：一、烟秆腐烂后的液体渗入土

壤，使堆放区成为病菌生长的高营养

区，上季染病烟秆所携带的病原菌大

量残留并蓄积在这片田头土中。二、

病原菌形成大量孢子，经耕作、流水等

一些人为或自然作用进入附近农田，

在下季种植过程中成为病害源。

很多研究表明，烟叶普通花叶病

病毒、菌核病菌、猝倒病菌、炭疽病菌

等都是在受侵染的病株残体上越冬，

其中烟叶黑茎病病原菌可在土壤及

病株残体中存活 2~3年，猝倒病菌、

菌核病菌等可以在土壤中存活5年以

上。一旦这些病原菌侵染土壤，可能

会长期影响烟叶种植，甚至十几年都

无法完全消除。

因此，对采收后烟田烟秆的正确

处理不容忽视，我们要加大力度，做

好宣传，为来年病害防治做好基础性

工作。

正确的烟秆处理措施

将烟秆及时清除出烟田，在远离

烟田的地方进行集中深埋覆盖（加生

石灰）处理。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烟

秆送至生物质加工厂制作成生物质

燃料。烟秆拔除工作一般在烘烤结

束后立即进行，时间在10月份。对于

较小地块，一般采用人工拔秆。对于

成方连片的烟田，可以发挥烟农专业

合作社服务平台的作用，使用拔秆机

开展烟秆拔除工作，一方面可以节省

费用，另一方面可提高工作效率。

烟秆拔除清理过程中要记住3个

要点：一是不能把烟秆、烟根留在田

里混入土中；二是不能把烟秆、废弃

烟叶堆放在田边、地边、沟边，任其自

然腐烂随地表水流入烟田；三是不能

将烟株残体混入农家肥。

此外，烤房内外的烟叶残屑也要

及时清理并进行集中销毁，以减少病

虫害越冬的可能。 （吴疆 韦凤杰）

为规范全县卷烟市场经营秩序，连日
来，桐柏县烟草专卖局、县市场监管局联
动，突出重点领域、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
点对象，着力查处售假贩私、无证经营、违
法销售电子烟等涉烟违法行为，织严织密
“双节”期间卷烟市场监管“防护网”。图为
10月6日执法人员在城区一零售店进行
执法检查。 杨贵成 杨吉茂 摄

“今年我家种了 55亩烟，烟叶产

量高、油分足，预计每亩能收入六七

千块钱。多年的种烟经验告诉我，要

想把烟种好，获得高收益，一定得依

靠科技。”10月 6日，在郏县安良镇酸

庄村，57岁的科技示范户薛战锋说。

郏县是全省烟叶种植核心县、浓

香型烤烟核心引领区，常年烟叶种植

面积稳定在8万亩以上。位于北部浅

山丘陵区的安良镇酸庄村非常适合

种植烟叶。从22岁开始种烟算起，薛

战锋已有 35年的种烟经历，算得上

“铁杆”烟农。

1988年，薛战锋高中毕业回家务

农，觉得种烟虽然烦琐，但好在收入可

观，同时认为种烟大有学问，自己乐此

不疲。后来，他多次参加县里的技术培

训，逐步掌握了播种育苗、翻耕起垄、水

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成熟采收、烘烤等

烟叶种植的全套技术活儿，成为种烟、

烤烟方面的技术大拿。

几年前，在郏县烟草分公司技术

人员的帮助下，薛战锋建起全县第一

家漂浮育苗工场，从事集约化育苗，

烟苗除了自家用外，还低价供给周围

烟农。在郏县政府和上级烟草、电力

等部门的帮助下，酸庄村陆续新建或

改建20座全电能烤房，薛战锋因为烘

烤经验丰富，经过系统技术培训后，

成为该县首批专业烘烤师，管护村里

的这20座全电能烤房。

提起全电能烤房带来的实惠，薛

战锋脸上不由洋溢着喜悦。他说：

“全电能烤房温度、湿度由电脑程序

控制，烤出来的烟通杆金黄。比燃煤

烤房每炕节约能源、用工等成本近

1000元，省心、省力、省钱。”

薛战锋还组织成立烟叶采烤一

体化志愿服务队，帮助解决附近烟农

劳力少、种烟难、烤烟难等问题，今年

代烘烤烟叶300多亩。

今年，薛战锋又一次被郏县政府

命名为科技种烟示范户。薛战锋说：

“我要通过示范推广，让全村种烟户

实现科技种烟、多多收益。”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肖应辉）

“化验单显示你是支原体感染，

得用上阿奇霉素……”10月 6日，郏

县茨芭镇邢村村医李付民一边听诊，

一边跟就诊的村民嘱咐道。

如果不提前告知，你丝毫想不到

眼前这位63岁、皮肤黢黑的大夫还有

另外一重身份——有38年种植经验、

种百十亩烟的铁杆烟农。

说起如何身兼两职，李付民娓娓

道来：小时候兄弟姐妹多，家庭贫困，

他 16岁就辍学跟着父母一起种烟。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重拾书本开始

学习，最终被医学院录取。毕业后，

他选择回家当了名村医。刚毕业的

那几年，因为医术不高，前来求医问

药的人不多。眼瞅着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李付民想到了种烟，以此贴补

些家用。就这样，从 1985 年开始种

烟，李付民一种就是38个年头。

谈及烟田的管理经验，李付民腼

腆一笑，说：“讲卫生很重要。比如育

苗时，包括苗盘、育苗场所、剪叶过程

的每个环节，我都严格消毒。进棚

前，我要求每个工人戴鞋套。短期来

看增加了投入，但比起后期育出来高

质量的烟苗，都是值得的。”

李付民继续说：“在管理过程中，

我更注意田间卫生。烟田打顶抹杈

时，我在地头分发袋子，要求工人把

掰掉的烟杈随手装袋，全部带到地头

统一处理。工人有时候也抱怨，其他

烟农把掰下来的烟杈随手扔在田间，

我们这样做效率都变低了。我总会

耐心给他们讲田间卫生的重要性。

因为田间操作要求比较高，不管是病

毒病还是根茎类病害，我家烟田每年

发生率都不高，工人们也就慢慢认可

了我的做法。此外，我家烟秆拔得也

很及时，一旦鲜烟全部采完，我随即

就组织净地。”说完，李付民满脸成就

感。

(何晓冰)

“爷爷，我的作业写完啦，你可以

带我去张伯伯的店里看电影吗？”

“写这么快？我检查检查，写得好

再带你去……”

“你快点，你快点，去晚了就没位

置了！”

“好好好，咱这就去……”检查完作

业，李爷爷带着兴高采烈的孙子出门

了。

这是今年夏季唐河县张心一村很

多家庭晚饭后都会发生的一幕，孩子提

到的张伯伯是张心一村购物超市店主

张华平。免费播放电影吸引客流，是他

琢磨出来提升夜市经济的一个“金点

子”。

张心一村是唐河籍革命烈士张星

江同志的故居，也是唐河县定点的红

色革命教育基地，白天到这里参观的

游客络绎不绝，但是一到晚上，就只有

周边居民到这里纳凉。

如何提升小店夜晚的人气？张华

平琢磨了很久。

“晚上也是消费高峰，咱们村周边

散客比较多，为啥不尝试走夜市经济

的路子呢？”在唐河县烟草分公司客户

经理宗世超的建议下，张华平豁然开

朗。

“以播放电影提升店铺客户流量，

好办法！”考虑到店前场地很大，张华

平配备了投影仪、幕布、音响等设备，

又配备了纳凉休憩的桌椅板凳。因为

夜晚周边多是儿童、老人，张华平就制

定了单日放电影、双日放戏剧的播放

单，还采购了唱卡拉ok的麦克风。

就这样，每天晚上露天电影开播，

吸引了方圆几个村的村民和游客驻足

观看，小店的人气迅速火爆起来。

“张伯，你这电影夜市可出名了，

能不能给我留个小场地，我带俺们的

产品做做宣传？”

“好事啊！尽管来，大家合力才能

共赢嘛！”

就这样，露天电影场又陆续有售

特产、卖衣服、做烧烤的摊位进驻，张

华平的店铺前逐渐成了乡村夜市经济

的小舞台。

“乡亲们晚饭后纳凉休憩，露天电

影场提供了一个好去处。我已经跟村

里申请了，今后再增加免费体检等服

务，回报给乡里乡亲！”张华平高兴地

说道。 （郭林坡 李安琪）

金秋大地热闹繁忙的日子，唐

河县少拜寺镇迎来了烟叶交售高

峰，收购点车辆云集，秩序井然，近

期日均收购量达到3.4万斤，突破历

史记录，其中上中等烟叶占比 99%

以上，实现了烟叶收购质量与数量

同增长、双跃升。

“大力推广实施烟叶标准化种

植、智能化烘烤、专业化收购等生产

技术，少拜寺镇烟叶生产态势日益良

好。”该镇烟站站长王航介绍说。

多年来，唐河县少拜寺镇党委、

镇政府按照发展园区、依靠科技、精

益生产、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以烟

叶生产“一基四化”（加强烟叶生产

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规模化种

植、集约化经营、专业化服务、信息

化管理）为突破口，实现烟农、财政、

烟草共赢。

针对烟叶种植规模化、集约化

的发展趋势，少拜寺镇将培育培优

职业烟农队伍作为烟叶生产的人力

支撑点，精心筛选自愿从事烟叶产

业、具有种植经验且诚实守信的当

地烟农，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线

上+线下”“理论+实操”相结合的培

训方式，建立一支目光长远、专职专

业、敢于担当的职业烟农队伍。

近年来，少拜寺镇配合唐河县

烟草分公司建成两座大型电子控温

漂浮式烟叶育苗工场，确保苗床烟

叶适温生长；每年在烟田安装诱捕

器7000个左右，利用合成的雌性信

息素有效诱杀烟青虫、斜纹夜蛾等

烟叶害虫，达到绿色环保、智能高

效；积极实施烟叶烘烤电改煤项目，

新建 337座电烤房，烟叶烘烤实现

智能化、信息化；在烟叶收购环节，

全面实施电子发票、电子称重、电子

结算等数字化烟叶收购技术，提高

了烟叶收购水平与烟农满意度。

种烟是项技术活，“五关十二

环”、环环紧相连。少拜寺镇从集约

化育苗和高标准整地、起垄入手，大

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机械移栽、滴

灌微灌、化学抑芽、智能烘烤等现代

生产技术，有力推进了全镇烟叶生

产向着规范化、科技化、产业化高质

量发展。

与烟叶收购人员签订诚信承诺

书，保证廉洁、公正收购。严格执行

约时定点、分村排日等预约交售流

程，烟叶收购人员坚持早上岗、晚下

班，宁让人等烟，不让烟等人。在烟

站设立各种便民设施，为烟农排忧解

难；积极与邮政部门协调，及早筹齐

备足烟叶收购款，确保现场售烟、当

场结算。引导烟农按合同交售烟叶，

不贩烟、不套烟，积极营造公平合理、

规范有序的烟叶收购环境。（王海龙）

▲10月3日，渑池县天池镇土家沟村烟农看着刚刚烘烤出的“黄金叶”，满心欢喜。目
前，渑池县烟叶烘烤进入关键时期，该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对全县烟农积极开展各项技术
服务指导。 徐鑫 摄

▼10月 6日，社旗县烟
草分公司苗店收购站质管员
（左一）在指导烟叶分拣分级，
避免扎把混青、混杂，促进烟
叶收购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颇受烟农欢迎。 封文昌 摄

10月 2日，走进宝丰县闹店镇

火神庙村，但见上棚、烘烤、分拣等

烟叶烘烤工作紧凑有序地进行着。

在电烤烟房内，随着烟农牛雪玲家

的烤烟新鲜出炉，阵阵浓郁的香味

扑鼻而来，工人忙着把一杆杆烤好

的烟叶从炕房里拿出来准备分拣，

一派繁忙景象。

“我家今年种了100多亩烟叶，

前期管理比较好，出炉的烤烟品质

不错。”看着一杆杆烤好的“黄金

叶”，有着5年种烟经验的牛雪玲脸

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据了解，牛雪玲家的烟叶今年

预计产量可达 15950公斤，总收益

可达 48万元。为了能够在集中烘

烤期完成烟叶烘烤工作，每天都有

20余名群众前来帮工。

“干活的人多，说着笑着也不

感觉累，每天收入 100 多元，工资

都是一天一结。”正在分拣烟叶的

谷官营村村民胡东枝笑着说。56

岁的胡东枝介绍说，烟田从移栽、

除草、施肥、打杈到采收、分拣，只

要自己肯干，从每年“五一”到“十

一”都有活干，比外出打工稳定、踏

实。像胡东枝这样长年在烟田务

工的群众还有很多，顾家、增收两

不误。

近年来，为提升烟叶质量和增

加烟农收入，闹店镇因地制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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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庄等中北部10个村作为核心

烟区，推进烟叶产业连片规模化种

植，烟田面积达到全县烟叶种植面

积的1/3以上。同时，由烟草部门、

镇农业服务中心共同为烟农提供

相关技术培训、业务指导、物资储

备和育苗供应及收购等服务，实现

了烟叶种植集中育苗、适时移栽采

收、专业化烘烤等，进一步降低了种

植成本，为持续发展烟叶种植奠定

了良好基础。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朱盈盈）

“嗡！”10月3日，伴随着三轮车

启动的轰鸣声，一大早，烟农郭晓垒

就载着满满当当一车的烟叶驶向郏

县李口乡烟叶收购点。

出示证件、进站、排队、卸载，郭

晓垒来的时间刚好。他用收购点的

手推车装好烟叶、做好登记，经过质

检、分级、定价、过秤，随着收购区语

音播报声“第一筐，等级C2F，重量

10.7公斤……”的响起，当天的烟叶

收购工作拉开了序幕。

“随到随售、省心省力！不像以

前，卖烟时烟站门口排队超过二里

地，人多时等上两三天是常事。现

在和烟站约好交烟时间，半个小时

就把烟卖掉了。等我的驾照考下

来，明年我要开汽车来卖烟。”言语

间，郭晓垒喜不自禁。看到当天的

售烟款很快到账，郭晓垒面带笑容

地说道，“今年我种了80亩烟叶，明

年争取多种几亩……”

相对于收购区里紧张而繁忙的

工作，休息室里的烟农们很是轻松，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

“不亲自看着自己的烟叶分级

吗？”正在这时，李口乡烟站站长张

新帅走进来问道。

“不用，现在都是合作社组织的

专业化分级，服务队员的分级技术

很棒，分级的烟叶公平公正，我们都

服气。再说，之前烟技员都组织开

展了集中培训，挨家挨户地上门指

导，进行了等级结构预测，烟的等级

和卖价怎么样，我们都心中有数！”

一旁的烟农董树笑着接话。

“孙姐，你家的烟叶今年不错

吧？”张新帅问道。

“今年下雨多，起初还担心烟叶

卖不上价，今天看来是多虑了。俺

估摸着今年最少能卖30万元，儿子

装修新房、结婚的钱算是有着落

了。”烟农孙秋玲笑容满面地说道，

“这都是因为咱烟站的专业化服务

好，从种到收，从采到炕，哪一步都

少不了咱烟技员的帮助。今年要不

是一步一步都听烟站的指导，现在

怕是正趴床上哭呢！”

上午预约的烟农已全部完成交

售任务，仓库里堆满了一筐筐金黄

色的烟叶，整个烟站也弥漫着烟叶

特有的香气。 （李亚丹）

依靠科技种好烟

乡村小店的夜市经济 双节监管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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