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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6月，部分烟区零星或局部出现烟田根茎
类病害。经过调查，当前的根茎类病害以黑胫病、
镰刀菌根黑腐病为主。省烟草专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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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保锋

念好“三本经”当体面烟农

“以案促改”加强警示教育

近日，清丰县人民检察院召开

“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以案说

纪、以案说法、以案说德、以案说

责，在剖析反面典型案例的同时，

注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切实增

强全体干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刘亚

娟在会上强调：一要提升政治站

位，二要筑牢思想防线，三要严明

纪律规矩，四要加强自身修养。

（张雨晴）

“检察蓝”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检察

机关践行司法为民、推进“检护民

生”的重要内容，近日，洛阳市偃师

区人民检察院立足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

食品安全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活

动。 （张亚楠 郭芳芳）

学习“走出去”经验“引进来”

为拓宽工作思路、学习先进经

验，促进“智慧案管”建设，近日，洛

阳市偃师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张德柱带领综合业务部

干警到孟州市人民检察院实地学

习案卡异常数据分析模型。

（张亚楠 蔡志昌）

“检”守国家安全
共筑坚实防线

近日，洛阳市涧西区人民

检察院开展“总体国家安全

观·创新引领 10周年”系列活

动，通过送法到社区、法治进

军营、面对面普法等形式，结

合国家安全典型案例，进行以

案释法，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

线。 （宋甲）

检教同行 共护成长

近日，伊川县人民检察院

召开“检教同行 共护成长”检

察开放日暨听证员聘任新闻

发布会活动，聘任42名未成年

人听证员，通过县职业高中学

生表演预防校园欺凌剧本杀，

让孩子们学会运用法律手段

加强自我保护。 （文喜洋）

召开知识产权大保护座谈会

近日，洛阳市老城区人民

检察院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区

商务局，邀请十六家老字号、驰

名商标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大保

护座谈会，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积极助力企业高质量发

展。 （王芊芊）

本报讯 近日，平顶山市烟草公司《平

顶山烟区浓香型烟叶“采烤分”一体化模

式构建研究与应用》和《不同类型清洁能

源烤房烘烤质量及清洁能效研究的应用

推广》两个项目分别荣获中国烟草总公

司河南省公司管理创新贡献二等奖和科

技进步三等奖。

《平顶山烟区浓香型烟叶“采烤分”

一体化模式构建研究与应用》项目重塑

组织管理方式，优化再造业务流程，组建

专业化服务队伍，创新构建了“12345”

“采烤分”一体化新型管理模式，有效地

促进了烟农劳动强度与用工投入降低、

生产效率提高及烟叶采烤损失下降。

行业内专家表示，该成果创新了“采

烤分”组织模式构建，明显提升了管理质

效，助推了烟农减工、降损、提质、增效。

《不同类型清洁能源烤房烘烤质量

及清洁能效研究的应用推广》项目以新

型烤房（太阳能辅助烤房、醇基燃料烤

房、生物质燃料烤房、热泵烤房、隧道式

烤房、内循环烤房）为研究对象，以燃煤

烤房作为对照，从烤房特性和应用性着

手开展节能高效烤房优选与配套烘烤工

艺研究，形成烟叶内在成分、感官质量、

烟叶经济、用工成本和耗能以及清洁能

效研究五大评价体系，优选出空气能热

泵密集烤房作为新型节能高效烤房进行

示范应用，为新能源烤房的应用推广提

供依据。

通过该项目的推广应用，2020年以

来，平顶山市陆续将燃煤烤房全部改建

为热泵密集烤房，实现了二氧化碳零排

放，为改善大气环境做出了应有贡献，通

过热泵烤房烘烤的烟叶质量及可用性得

到较大提升。

“近年来，平顶山市烟草公司树立为

烟农而创新的理念，通过‘采烤分’一体

化模式创新和智慧绿色烘烤技术创新为

烟农提供高效能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为工业企业提供更加高端、更加优质的

原料，助推现代烟草农业高质量发展。”

平顶山市烟草公司烟叶主管经理栗克峰

介绍道。 （何晓冰）

□王小锋

孟夏五月，农事正忙。连日来，灵宝市五亩

乡东庙村烟农崔保锋都奋战在百亩烟叶示范田

里，带领工人中耕除草。

2012年，24岁的崔保锋结束5年打工生涯

回到家乡，在村干部的鼓励帮助下，流转了50亩

土地开始种植烟叶。10多年来，他坚持把种烟

当事业，精耕细作，烟叶收益一年比一年好。

探讨致富秘诀，崔保锋总结，自己主要是念

好了“三本经”。

念好“管理经”稳产保丰收
“烟田管理必须用心、必须精细，任何一个

环节出现问题，一年的收成就毁了。”崔保锋说，

种烟就像养孩子，管理好才会“有出息”。

土壤保育方面，他通过大麦掩青、钩机深

翻、冬耕起垄来涵养烟田环境；肥料施用方面，

他坚持基肥与追肥相结合、有机与无机相结合、

减氮提钾相结合，以充分发挥肥效，满足烟叶不

同时期对养分的需要，提升烟叶品质。

崔保锋虽然看上去大大咧咧，但做起事来

心细如发。“烟苗下地前要逐棵检查根系，病苗

弱苗一律不下地；三遍中耕要及时，不能让杂草

和烟叶争养分；初花打顶抹杈最合适，早了容易

长成伞形烟，中部烟叶不成熟，晚了养分消耗

多，上部烟叶不能充分开片儿……”对于精细田

管，崔保锋有着一套自己的“管理经”。

崔保锋还抓住政策机遇，购买了起垄机、旋

耕机、造穴机、培土机等烟用机械，提高生产管

理水平，减工降本增效。

念好“技术经”提质增效益
“烟叶效益好，技术是个宝。”在崔保锋看

来，种好烟叶是门技术活，只有技术落实到位，

烟叶才有好质量、才有好效益。

刚开始种烟时，崔保锋也是个“技术小白”，

但他勤学好问爱钻研，烟站举办的每一场技术

培训他都不落下，只要是和烟叶生产有关的技

术讲座，几乎都能看到他和专家现场互动的身

影。正是凭着这份刻苦用心，他很快从一名“门

外汉”成长为“田秀才”。

敢于尝试新技术，也是崔保锋这位新农人

的一个特质。

2019年，当地烟区全面推广“一优两转”技

术，大部分烟农都不敢尝试，而崔保锋第一个行

动起来。烟叶即将成熟时，他组织工人全部按

照技术标准对烟株进行优化。当年，虽然他交

售的烟叶总量减少了，但上等烟比例高达

84%，总收益反而增加了近2万元。

每到烟叶烘烤季，崔保锋就蹲在烤房前，仔

细观察不同部位、不同含水量烟叶在烘烤时的差

异，认真研究分析烘烤工艺和温湿度变化等关键

技术要领。正是有了这股“牛劲儿”，2015年他

被选聘为烘烤师，2022年又被聘为网格技术员，

成为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领路人。

念好“共富经”走实振兴路
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是富。崔保锋说，

作为一名新农人，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应发挥好

“领跑”作用，与村民们同心共走致富路。

村民崔喜照妻子去世后，儿子患上了精神

疾病，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崔保锋主动找

到他，请他到自家烟田干长期工。

“我的心愿了了，生活越来越好。”崔喜照说，

他一直有个盖新房的念想，但前几年由于经济困

难，这个念想只能埋在心底，一直无法实现，跟着

崔保锋干了几年后，他和儿子如愿住上了新房。

2020 年，崔保锋承包了 4 个烟叶育苗大

棚，他把村里的6名闲散劳动力招来当管理人

员，按天支付他们工资。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烟

叶生产环节，他为村民提供20余个就业岗位，

年支付劳动报酬近20万元。

凭借“三本经”，崔保锋这个新农人植根田

野，为村里发展注入新活力、带来新希望，成为

乡村振兴路上的“兴农人”。他说：“随着国家各

项惠农政策的落地，烟农这份体面的职业让我

越来越喜欢。”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李善喜 李征

6月 4日，记者走进地处方城县博望镇司洼村的优质烟示范

区，放眼田畴，阡陌纵横，竖看成垄，横看成畦。“天旱长好烟，金叶

铺满地。浇上助长水，滋润丰收田。”烈日下，出口成章的大学生烟

农张斌斌一边浇水一边赋诗一首。陪同采访的司洼村党支部书记

董保良说：“斌斌这孩儿有志气，带着父亲与人合伙承包了330亩

烟田，计划自己赚钱买房买车娶媳妇……”

绿油油的烟田里，张斌斌的父亲张旺福正带着几名工人在给

烟叶整枝打杈。“烟叶再有一个多月就该烘烤了。到时候满炕都是

黄金叶，看着让人眼气！”工人彭二婶的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为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收、农民致富、集体经济增强、农村生态

增值，闯出一条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的双赢之路，博望镇响应号

召，主动谋划，走出三步棋，大力发展烟叶产业。

第一步棋，整合土地资源，破解发展瓶颈。在确定发展烟叶特

色产业过程中，该镇采取土地深耕、统一流转、标准招商、奖补结

合、技术配套等系列措施，通过烟薯套种降低风险、增加效益，将朱

庄、司洼、王岗、刘庄等村的1400余亩土地集中流转，实现烟叶规

模化种植。

第二步棋，聚合发展要素，厚植产业基础。2022年以来，博望镇

在烟草专家、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实施差异化配套政策，持续培优建

强人才队伍。一方面，充分发挥返乡大学生和回乡务工经商人员运

用新技术快、有资金保障的潜在优势，鼓励他们参与烟叶生产，带动

周边村民到基地务工。另一方面，落实省里提出的“人人持证，技能

河南”农民培训计划，将烟农、粮农全面纳入新农人队伍，积极组织他

们与技术人员、种烟大户等交流学习，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减少病害、提升品质，补齐农户资金、技术、管理短板。

第三步棋，融合体制机制，扩大农田配套建设。为促进烟叶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博望镇确立了项目、资金、精力向烟区集中的基

本思路，从2021年开始，引进乡村振兴项目，为朱庄、司洼、王岗、刘

庄等村修水泥路17.8公里，打配电机井19眼，架设高低压线路6200

米，增设配电变压器5台，同时引入市场化运营机制，以各村专业合

作社为龙头，出台特色产业发展奖励补贴等利好政策，拿出一部分

村集体收入为种烟大户免费深耕、统一育苗、统一农资供给、统一

建烤房，鼓励更多的村民从事烟叶生产，共享发展红利。群众在流

转土地获取租金的同时，还可以在烟田务工增收。

“有政府撑腰，种烟就有底气，明年我打算种它百十亩。”刘庄村农

民刘宏阳刚一说完，在场的丁大嫂就把话接了过去：“俺这些妇女们想

打工出不去，现在就近到烟田干活，顾了家，一天还能挣100多元！”

□韦凤杰 常剑波 朱家仪 文/图

黑胫病、镰刀菌根黑腐病这两种病害的相同之处有四

点：一是均属于土传真菌类病害；二是可防可治，及时及早

采取措施，可以遏制其流行；三是发病烟田必须揭膜培土；

四是必须把带病烟株带出田外深埋。

这两种病害又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发生部位不同。黑胫病主要浸染烟株靠近地面

的茎基部，发生初期出现黑色凹陷病斑；镰刀菌根黑腐病

主要浸染烟株根系，使根系腐烂。

二是田间症状不同。感染黑胫病的烟株叶片自下而

上依次发黄，遇到大雨后高温天气，往往整株死亡，病茎髓

部呈黑褐色，剖开茎秆呈碟片状。感染镰刀菌根黑腐病的

烟株生长缓慢，往往是一侧叶面发黄，最后枯死。

三是流行条件不同。黑胫病在气温超过25℃时发展

较快；镰刀菌根黑腐病在田间发生的最适温度为 17℃~

23℃，低温多雨是该病的主要流行因素。

四是防治药剂不同。防治镰刀菌根黑腐病可选用以

下药剂：①西植宝1号，每亩用量20毫升（每大盒为10亩

烟田用量）。②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50%甲

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

粉剂800倍液。③30%霜霉·嘧菌酯悬浮剂600~800倍液

或25%氰烯菌酯悬浮剂等。防治黑胫病可选用以下药剂：

①生根粉100克/亩+50%氟吗·乙磷铝80克/亩，兑水100

公斤，喷淋茎基部。②722克/升霜霉威600倍液或66.5%

甲霜灵·霜霉威700倍液或烯酰吗啉1500倍液。

五是施药位置不同。防治黑胫病必须喷淋茎基部或

地表，每株用量为 25~40毫升。7~10天一次，连用 2~3

次，药剂更替交换使用效果较好，以防产生抗药性。防治

镰刀菌根黑腐病必须灌根，每株用量25~30毫升，7~10天

一次，连用2~3次。

镰刀菌根黑腐病和黑胫病混合发生时采用以上药剂

混配使用，或者用氯溴异氰尿酸等药剂喷淋烟株茎基部，

用量为80~100克 /亩。

对于重茬连作、病害易发地块，也可以采用生物菌剂防

治：针对镰刀菌根黑腐病，可以用复合木霉菌兑水或者豆

浆灌根；针对黑胫病，可以用枯草芽孢杆菌、木霉菌混合豆

浆灌根。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生物菌剂后15天内不施用

化学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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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改进小革新发挥大作用
伊川县烟草分公司农机创新让烟叶生产“少一环节省一工”

科技助力烟叶生产减工降损提质增效

平顶山市烟草公司获两项省科学技术奖

本报讯 6 月 3日中午，超过 30℃的

高温，在伊川县建华农机农民合作社农

机维修站点内，萦绕着“嗒嗒嗒”的响声，

几个人影不停地穿梭在一台平头推车样

的小型机器周围，时不时往本子上记下

一串数字，还有一人趴在地上紧盯着不

停转动的机器数着数。

“老周，我感觉这个地方咱还可以再

提升提升，你看这里……”“说得是，这个

部位如果增加一个刀片或弹片，可以更

方便解决揭膜时土撒到烟苗上的问题。”

一进维修站的大门，就听到两个人在热

烈地讨论，同时还不停地对着机器比画。

“老于老周都在啊！”伊川县烟草分

公司烟叶主管副经理张琳亲切地跟俩人

打招呼。

讨论交流的两个人中，高高胖胖的

是伊川县农机农艺融合、洛阳烟基创新

实验室专家成员于华；高高瘦廋，被喊作

老周的是建华农机农民合作社社长、河

南省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周建华。

“这台揭膜机今年在咱合作社试用

过，进行过两次修整。今天进烟田揭地

膜时，县烟草分公司创新工作室农艺师

现场又提了条建议。这不，我们聚一起

交流交流，看能不能再提升一下机器性

能。”俩人笑着回答张琳。

“揭膜培土确实是烟农关注的事情，

改进后一定能进一步减工降本。”张琳一

边弯下身子查看机器一边跟俩人交流。

“要是农机出现故障，或者需要根据

烟农反馈意见进行优化提升，来回运输

挺麻烦。”张琳提出疑惑。

“这个问题已经有解决办法了。”作

为农机使用一线的“土专家”，周建华把

话接了过来，“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前几天与创新工作室成员进行了探讨和

交流。我们以基层创新工作室的名义，

依托合作社平台，联系高校、农机厂家，

初步构建出合作模式，给农机厂家发邀

请函前来交流，协商建立农机配件管理

仓库，厂家将机器零配件存放在配件管

理仓库，由合作社制定管理制度进行运

营，这样机器出现故障或者需要再次优

化提升时就可以在合作社直接进行了。”

看着一众人开心的模样，张琳也竖

起了大拇指。经进一步了解，作为农机

合作社负责人，周建华还与合作社附近

的农机维修站点建立合作关系，为合作

社维修机器提供后勤保障，协助解决合

作社维修人员无法解决的农机故障，进

一步提升了农机维修效率。

近年来，伊川县烟草分公司紧紧围

绕省、市烟草公司关于农机农艺融合工

作要求，联合高校、企业、合作社及本土

专家针对丘陵山区机械化发展进行探

索，成立了王辉创新工作室、伊创QC创

新小组，建立烟草农机创新研发闭环管

理模式。工作室和小组成员结合当地烟

区实际情况，树立“小改小革发挥大作

用”“少一环节省一工”的创新理念，先后

自行、联合研发了自走式烟夹装卸机、烟

叶采收运输车、地膜清除机、起垄施肥一

体机、起垄打穴一体机等本土小型机械

400余台，对拔秆机、揭膜机等改进修整

改装，服务烟田面积近3万亩，在烟叶生

产环节帮助烟农减少了近 30%的人工，

节约烟农生产投入资金150余万元。其

中，起垄施肥一体机在起垄施肥机上又

增加了打穴功能，光这一个环节节省了

不止一个工，移栽的效率也提高不少，已

经在洛阳市烟区推广应用，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起垄施肥一体机解决了无法定

量机施有机肥的问题，自走式烟夹装卸

机迈出了烟叶机械装炕的步伐，并已经

在全省范围推广应用。 （王辉）

6月4日，渑池县果园乡烟农在中耕除草。近期，渑池县烟区烟苗进入小团棵期，渑池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派出技
术员指导烟农抢抓时节，扎实做好中耕除草，破除土壤板结，促进烟株早发快长。 徐鑫 摄

6月5日，邓州市穰东镇人大代表视察组
成员在该镇前庄村200余亩连片种植的烟田
调研烟叶夏管工作，为支持当地烟叶产业发展
建言献策。 高峰 摄

黑胫病主要侵害
部位在茎基部，防治
时应喷淋茎基部。

防治镰刀菌根
黑腐病应进行灌根

黑胫病侵害烟株
纵剖后呈碟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