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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5日，在灵宝市五

亩乡东庙村西岭头的百亩烟叶示范

田里，56岁的烟农李邦峰正忙着给

移栽大田的烟苗揭膜培土。

“今年推广的是杯罩移栽新技

术，全面完成移栽比往年提前了近两

周。”李邦峰看着田间正茁壮生长的

烟苗说，庄稼活宜早不宜晚，一定要

抢抓节令、紧跟农时。

李邦峰种烟已有 30多年时间，

是名副其实的“老烟筋”。刚种烟时

虽然规模不大，仅有 6亩，但他肯学

技术、管理精细，收入很稳定。2015

年，通过土地流转，他的种烟面积

达到 30 亩，逐渐走上了奔小

康的道路。

“要想收益高，技术是

个宝。”总结这些年来的实践经验，李

邦峰异常坚定地说道。

2022年 10月，豫西烟区遭受严

重的霜冻灾害，田间采烤的烟叶损失

惨重。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几乎每

年都有或轻或重的冰雹、干旱、霜冻

等灾害，烟草部门一直提倡落实好‘3

个5’节令节点（3月5日前育苗结束，

5月15日前移栽结束，10月5日前采

收结束），缩短烟叶田间无效生育期，

确保早熟、早采、早烤，避免后期损

失。”李邦峰说，要确保所有烟叶在适

采期内完全成熟，就必须落实好每一

个生产环节的技术要求。

“烟田冬耕深度30厘米以上、复

合肥用量每亩控制在 25公斤左右、

种植密度每亩 1100株左右、优化掉

下部 4~6片不适宜烟叶……正因为

我严格按照这些技术要领操作，才保

证了烟叶早发快长、适时成熟、及早

采收。”李邦峰介绍说，当年他家的烟

叶在9月中下旬就全部采收结束，避

免了霜冻灾害。

2023年7月，烟叶在关键生长期

遭遇持续干旱。“幸亏提前在地里挖

了水池，蓄足了水，其间浇了两次。”李

邦峰不无骄傲地说，当年，他的30亩

烟叶收入19万元，亩均6000余元。

“烟草公司真是未雨绸缪啊！今

年，技术员指导我们推行关键期补水

技术，在烟田里安装了大水罐，铺设

了滴灌设施，今后再也不怕‘卡脖旱’

了。”李邦峰指着地头已经蓄满水的

白色水罐高兴地说道。

交谈中，李邦峰道出了自己种烟

多年的一些心得：第一，品种要优

选。品种选好、选对，烟叶质量和收

益才有保障。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种

的都是烟站推广的优良品种。第二，

施肥要精准。根据地块肥力精准配

比氮磷钾肥，不能一味追求产量而加

大施肥量，以免烟叶贪青晚熟。第

三，防病要趁早。从大田移栽开始加

强预防，发现有虫卵就要在第一时间

捕杀，不能贻误战机。第四，采烤要

及时。采烤期间要多雇人手，加快进

度，避免后期灾害侵袭。

“技术落实到位，田间管理精细，

今年一定还能增产增收。”李邦峰信

心满满地说。 （王小锋）

□黄红立 许金安 任少杰

接待4个烟农、对接1个科研团

队、发出3150盘烟苗、指导实习学生

喷施叶面肥，其间还接了7个电话。

5月17日下午的两个小时里，薛

柏伟的工作就是这样忙。

薛柏伟，洛宁县小界乡王村的烟

叶种植大户。这个与烟叶打了16年

交道的“老把式”，去年又多了一重身

份：烟叶育苗基地负责人。

去年，洛阳市烟草公司洛宁县分

公司在薛柏伟的烟叶基地投资建造

了10座育苗大棚，薛柏伟只用出1万

多元的年租金，配合省、市烟草公司

和科研院校完成育苗试验，卖苗收益

全归他个人。

今年，基地又增加了 4座大棚，

所以，他比一般烟农都要忙。

洛宁县的烟叶育苗工作一般从

春节后就开始了，4月底至 5月中旬

前烟苗移栽大田。这期间，薛柏伟基

本泡在基地。

“苗子好，才会烟叶好，咱得对乡

亲们和科研院所负责！”薛柏伟说，育

苗前不少烟农都交了预订款，不能辜

负大家的信任。

1979年出生的薛柏伟初中毕业

后在县城一家修车店当学徒，出师

后跟人当了两年伙计，后来另立门

户。

2008年，薛柏伟辞职回到老家，

承包了120亩地种烟叶，成为王村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家老小七八口

的生活从此靠种烟维系。

在他的引领下，如今王村的烟

叶种植面积超过1000亩。

“种烟是个辛苦活，现在基本都

是‘70 后’带着六七十岁的老人在

干。”薛柏伟说，如今的集中连片种植、

适度规模经营和统一育苗、节水灌

溉、中耕管理、专业采收等现代烟草

农业发展模式极大降低了劳动强

度，使种烟成为老年人的挣钱门

路，不但稳定了产业，还提升了烟

叶质量。

薛柏伟的基地采用悬浮式育苗

方式，每座棚占地半亩，有8个大水

池，能培育 1120 盘烟苗，每盘 200

穴，按每亩大田需要6盘烟苗计算，

14座育苗大棚能保障 2100余亩烟

田的用苗需求。

这 14座育苗大棚中，有 13座大

棚培育的是洛宁县烟草分公司指定品

种“秦烟96”，剩下的1座大棚是“大杂

烩”，培育了全国所有的烟叶品种，是

省市烟草公司和河南农业大学、河南

科技大学的试验棚。

薛柏伟最多时种过 150亩烟叶，

具有一定的生产管理水平，同时动手

能力强，常搞些小发明、小创造，是洛

宁县烟草分公司在他的“地盘”投建育

苗基地的重要原因。

基地很“绑人”，今年他将种烟面

积减少到了40亩。薛柏伟说，“育苗

基地今年已经有10万元进账。”

夏已始，微风至，烟田“绿动”，薛

柏伟的“金色”希望已扎下了根。

□吴疆 李富欣 韦凤杰

综合考量 科学中耕

一般中耕、除草和施肥、培土是结合进行的。中耕分3~4

次进行，首次宜浅耕，结合施还苗肥进行；第二次结合施二路

肥、埋坎进行；第三次宜深耕，在团棵期结合大培土进行；第四

次宜浅耕，结合增施钾肥、摘除脚叶、清沟底泥进行。

各烟区应结合当地的气候、土壤和栽培条件、烟株生长情

况，进行两次中耕除草，原则是第一次浅、第二次深。

第一次中耕除草 此次为浅中耕，一般在烟苗移栽后7~

10天进行，锄土深度一般3~5厘米，以锄破土表、消灭杂草为

目的。浅中耕能有效地切断土体的毛细管，锄松的表土可形

成覆盖层，当太阳照射烟地时，由于表土覆盖层的阻隔作用，

减少了土壤湿润层的水分蒸发，为烟株生长提供了较好的小

环境，有利于促进根系的生长。

第二次中耕除草 此次中耕也叫小培土，在烟苗移栽后

20~25天进行，以疏松根际土壤、促进根系生长为目的。注意

不要损伤和松动根系，做到距烟株近的浅锄、锄深以10厘米

左右为度，距离烟株远的部分深锄、锄深可在15厘米左右，同

时用细土雍根，以促进根系的生长。

中耕可人工，也可使用微耕机完成。微耕机有犁铧式和

刀片旋转式两种类型，微耕机使用前应进行调试保养，并结合

地形和土质类型，选择适宜的类型。微耕机作业时应配备熟

练操作人员，保证作业安全，也保证作业质量和效率。

有的放矢 科学除草

移栽烟田缘何杂草“疯长”？

内因是，杂草生命力强，适应性广，种子传播途径广，繁殖

速度快，加上耐旱、耐涝、耐热、耐低温、耐贫瘠，因此，烟苗刚

移栽进大田，如果不加以清除，烟田杂草会很快淹没烟株，将

地膜拱起，或高于烟株，影响烟株的正常生长。

外因是，进入夏季，雨水频繁，土壤湿度大，部分烟农喷施

除草剂后未立即覆盖地膜，导致雨水将药剂淋洗流失，使药效

降低；部分烟田土壤板结，烟田起垄时土壤成块，垄面不平整，地膜下形成比较

大的空洞，为杂草的滋生提供充足的空间；有的地膜覆盖不严，移栽前采取纽

扣式压膜，地膜未紧贴垄体与垄面，使膜下热量以对流形成外溢，膜与表土空

隙的温度降低，使得地膜覆盖抑制杂草的效果降低，导致杂草疯长。

当前，烟田的主要杂草有酸模叶蓼、细叶鼠曲草、早熟禾、牛膝菊等。为增

强防治效果，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提早冬翻 冬翻可将杂草种子埋于土壤深层，使之丧失发芽能力或窒息死

亡，同时可将杂草的根、茎翻到地表使之冻死，从而大大减轻杂草的危害。

精细整畦 亩施本田50%的稻草量，切成3~4段均匀撒在田间，并亩施石

灰50公斤，机耕溶田，改良土壤。多雨时节，应趁晴天土壤水分含量相对较低

时起垄，做到精耕细作，深耕碎土，疏松土壤，达到垄体饱满、土壤细碎、垄面平

整、不架空、无坑洼，而且沟直。

开沟排水 在起垄时开好田间“三沟”（边沟、腰沟、垄沟），排水不良的田块

宜在田中间开“十”字深沟，确保烟田沟渠畅通，旱能灌、涝能排、雨停沟干，降

低土壤湿度。

高质量盖膜 盖膜时地膜应紧贴垄体和垄面，采用拉链式盖膜，用细土压

实、压牢。

中耕培土 适时中耕，将畦两边和厢面的杂草除去，并将沟底和沟间耕作

层的土壤覆上烟株茎基部，彻底清除杂草的繁殖器官。

化学防治 选择省烟草公司推荐使用的高效、低危害、低残留烟田除草剂，

并严格按照说明书正确科学施用，避免除草剂药害。可选用50%异恶草松·仲

丁灵乳油，按每亩用水量50公斤，于烟苗移栽前喷雾土表，并立即覆盖地膜，

避免雨水冲刷。也可选用25%砜嘧磺隆水分散粒剂，按每亩用水量50公斤，

于烟苗移栽后田间杂草3~4叶期定向喷雾，且喷雾器喷头要安装防护罩，避免

药液直接接触烟苗叶片。

随着烟苗移栽、成活，烟田中的杂草也开始生长。同时，由于长期
抗旱浇水，烟田土壤形成了板结层，通透性变差。此时，中耕培土成为
烟田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

中耕，通过机械力改良烟田表土层的物理性状，改善土壤的理化因
素，好处主要有3点：第一，疏松土壤，提高地温，增强地力，利于烟苗早
生快发；第二，防旱保墒，调节水分；第三，防除杂草，既减少其与烟株争
水争肥，又避免其成为害虫的中间寄主和疫病的传播媒介，减少病虫害。

省烟草专家提醒——

中
耕
正
当
时
除
草
最
关
键

5月15日，社旗县烟草
分公司技术员（右一）给田地
烟叶种植合作社的烟农讲解
揭膜培土操作要领。为有效
培育烟株的强大根系，为烟叶
优质高产奠定基础，社旗县烟
草分公司抓住当前烟叶揭膜
培土的有利时机，组织业务骨
干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
导，赢得广大烟农称赞。

封文昌 摄

5月13日，宝丰县闹店
镇肖营村烟农抢抓晴好天气，
对烟苗进行移栽、浇水。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老烟筋”李邦峰的增收秘诀

技术落实到位田间管理精细

当一个负责的育苗基地负责人
“老把式”薛柏伟种烟致富不走寻常路

▲

▲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世旭）5月13日下午，郏县茨芭

镇清泉村西头的烟田里，一台覆膜机正在作业，紧随其后，十几个妇

女两两一组，相互配合着把覆在烟苗上的地膜撕破一个小口，让烟

苗露出来，并用土压实。

“现在气温高，得赶紧把烟苗抠出来，不然就会烧苗。”站在一旁

的张国昌说。

张国昌是清泉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村里的种烟大户 ，从2013年

开始流转土地种烟，去年种了135亩，今年种了160亩。

这些年，张国昌陆续购置了不少机器，除了覆膜机外，还有旋耕

机、犁地机、播肥机及大小拖拉机等。“种烟是个体力活，就说这盖地

膜吧，如果单靠人力，一会儿就累得腰酸背痛。现在村里的年轻人

大部分都在外务工，劳动力不好找，有了这些机器，就省劲多了。”张

国昌说道。

种烟用机器，既提高了效率，也提高了质量。犁地、起垄、施肥，

100多亩地几天就收拾好了；用刨坑机刨的烟坑大小均匀、深浅一致，

栽起烟来又快又好。“去年，我采用植保无人机，效率高，喷雾还均匀，

比人工喷药强多了。”张国昌说。

本报讯 立夏过后，行走在渑池县广

袤的田野，刚刚栽下的烟苗、辣椒苗、红薯

苗绿意盎然，孕育着一年的好“丰”景。

“杨大池村今年种植小麦1100多亩、

烟叶 700多亩、红薯 300多亩、辣椒 800

多亩……产业蓬勃兴起，乡村振兴大有可

为。”在该县天池镇杨大池村，党支部书记

曹花军用一连串数字介绍着产业发展，

“过去，我们村经济不景气，群众致富信心

不足，自从有了支柱产业，一切都在悄无

声息地发生着变化。

“地还是那块地，效益却翻
了番”

过去 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村里基

础设施差，产业没规划，耕地产出少……

现在 新建了10座电烤房、3座育苗

棚，修建了饮水工程，村集体经济实现纯

收入20多万元……

“完工啦……”4月 30日晚上7时 30

分，杨大池村监委会主任杨东岳给曹花军

打了一通电话，兴奋地汇报了村集体150

亩烟叶移栽结束的消息。

“过去，俺们村是有名的‘空落村’，

1600 口人，留守下来的仅有 500 来口，

3600亩耕地广种薄收。现在，村‘两委’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村干部带头干，群众

参与干，种地少打粮的年代一去不复还

了。”杨东岳笑呵呵地说，“产业兴起，人心

思干，地还是那块地，效益却翻了番。”

杨大池村的变化，要从曹花军当选该

村党支部书记说起。2022年，曹花军依

托烟叶产业优势，凭着多年种烟经验，确

定了“村集体办、村干部管、村民受益”的

发展思路。

“在村集体经济生产过程中，全村能

出工的劳动力有了不出村就能挣钱的营

生。”曹花军说，“去年村集体种植烟叶

115亩、辣椒50亩、红薯30亩，三项产业

共创收20多万元，给务工村民付工资近

3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杨大池村集体经济由

村“两委”干部轮流值班管理，干部不参与

分配，收入归村集体所有；但凡参与村集

体经济劳动的村民，按当地产业工人工资

标准获得报酬。

为解决农田灌溉用水问题，当年，杨大

池村利用产业收入投资修建了引水工程，

在村农田“制高点”建起了一座大水塔。

为促进杨大池村烟叶产业发展，

2023年，渑池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在

该村新建10座电烤房，今年又在该村新

建3座育苗棚，变“定点购苗”为“自育自

用”。

“村子还是这个村子，但变
了模样”

以前 吃水靠买，拉车靠推，娱乐场

所想都没想过……

如今 自来水哗哗流，机耕路宽阔又

平整，新建的文化广场开启了村民的夜生

活……

“哗啦啦……”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

来水喷射而出，57岁的村民杨文林喝上

一口，顿觉“甘甜”。

“打记事起，村民都要到 3公里外的

邻村买水吃。”杨文林说，“如今不再为吃

水发愁。”

2022年年底，杨大池村“两委”着手

解决群众用水问题，利用当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买设备、挖沟渠、铺管网……把水源

接到了每家每户。

产业兴旺，村里就有了“办大事”的底

气。2023年，杨大池村“两委”雇用铲车，

将农田路铲平进行拓宽，硬化7公里产业

路，如今，农田连片，机耕路宽阔平坦、互

联互通。

还不止于此，杨大池村投资近 20万

元，建成村部文化广场，置办健身器材

……这里成了村民娱乐的好去处，真正搭

起了群众的精神舞台。春节期间，村民自

导自演，扭秧歌、踩高跷……完全融入新

农村建设中，享受着乡村振兴带来的丰硕

成果。

“像俺们的年龄，以前，冬天靠着墙角

晒太阳，夏天大树底下来乘凉。如今，夏

天到农田干点轻简活，冬天守在家里摘辣

椒，一天能挣好几十块钱呢。”村里的一位

老人说，“村子还是这个村子，但变了模

样，水喝着甜了，路走着平了，有事可做，

日子红火。”

产业共兴，成果共享。“眼下的要紧事

有两件，一件是抓紧引凤还巢，鼓励吸引

外出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共同建设家乡；

另一件是抓紧推进申报的2100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升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对于

杨大池村的发展，曹花军自信满满，“振兴

乡村不是梦！” （席新超）

渑池县天池镇杨大池村以种植烟叶带动——

产业共兴 成果共享
机器挑大梁 种烟不费劲

“烟叶+红薯”致富有新路

郏县
茨芭镇

伊川县
平等乡

□许金安 邵晓静 李静怡

培土、揭膜、浇水……

5月19日，伊川县平等乡龙王屯村烟薯轮作示范区一派繁忙，

数千亩整齐划一的烟田里，烟农正在移栽烟苗。

去年以来，平等乡整合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以烟

叶产业发展为突破口，实施烟薯轮作，搭建了规模化种植平台，激活了

带地入股、土地流转新方式，走上了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双赢之路。

整合土地资源 破解发展瓶颈

“‘烟叶+红薯’轮作模式烟农欢迎，政府支持，我们不但完善了

基础配套设施，还对农户进行资金补贴与技术助力，在去年1000亩

的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1000余亩。”平等乡党委书记凌亚旭说道。

为实现烟叶规模化种植，平等乡对撂荒地、边角地进行统一平

整，提升耕种条件，通过统一流转、标准招商、奖补结合等措施，撂荒

地成了“绿色银行”。

聚合发展要素 厚植产业基础

去年以来，平等乡出台差异化配套政策，持续培优队伍。一方

面，发挥返乡人员的示范带动作用，让周边村民实现务工；另一方

面，将烟农、粮农纳入“新农人”培育体系，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补齐了资金、技术、管理短板。

同时，还在示范区打了3眼深水井，配套两组电力，硬化了3.1公

里田间道路，新建了烟叶分拣大棚、60座电烤房，形成了“水电路网

炕”配套齐全的示范方。

融合体制机制 实现产业富民

“平时就在烟田负责日常管理、喷水和施肥工作，一天有百十块

钱的收入，就近就业还方便照顾家里。”张奇庄村村民田红栓说。

平等乡引入市场化运营机制，以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带动，出

台“税收返村、配套归村、补贴给村”奖励补贴等利好政策，鼓励发展

烟叶等特色农业，群众有地租和务工收入。烟薯轮作项目实施以来，

龙王屯、古城、上元3个村集体经济增收120万元，群众务工增收240

余万元，地租由原来的每亩500元增加到每亩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