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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社旗县烟草分公司技术人员
和朱集镇耿庄村烟农一起检查刚出炕的烟
叶。针对今年烟叶生长旺季遭遇干旱，该分公
司通过集中培训，帮助烟农掌握烟叶烘烤技术
要点，提升烘烤质量。 封文昌 摄

▲

6月 28日，渑池县天池镇烟
农在查看烟田诱捕器的使用情况。
近年来，渑池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在辖区持续推广使用太阳能杀虫灯、
黄花绿植、性诱剂等绿色防控技术，
提升烟叶安全生产水平。 徐鑫 摄

▲

本报讯（记者李东辉）“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就是

好！去年烟站动员我示范种植浓香型烟叶，省里的专

家也经常到地里指导，结果烟叶长势好，炕出来的烟全

部橘黄橘黄的，还有油分，每亩比往年多卖不少钱。今

年我主动要求示范，看我这烟长得……”6月28日，在

郏县渣元乡的烟田里，烟农程建房高兴地说。

据介绍，程建房口中所说的“科技成果转化”即浓

香型特色优质烟叶开发成果转化，从2022年开始，由

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积极响应省烟草专卖局号召，

以破解“在哪种烟”“谁来种烟”“怎么种烟”三大课题

为核心，切实提高我省浓香型烟叶内在质量和核心竞

争力，赋能浓香性高端原料生产，助力农民致富和乡

村振兴。作为此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组组长的程仲

记和烟草行业学科带头人的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

教授刘国顺，带领团队对成果转化全过程进行技术指

导，一刻也没有放松。

今年是浓香型特色优质烟叶开发成果转化的第

三年，也是最关键之年。6月 6日~13日，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组成员一行6人组成调研组再次到许昌、漯河、

平顶山和洛阳烟区，与当地烟草公司领导、工作专班人

员围绕2024年度工作进行现场交流和指导。

在许昌市襄城县库庄烟站示范区，调研组现场查

看了烟叶大田生长情况，针对近期的持续旱情，刘国顺

提出了管理建议，指导烟农科学浇水，预防花叶病和根

茎病害。程仲记要求工作组成员做好不同施肥模式下

的大田记录和取样分析工作。

在漯河烟区，调研组建议，围绕浓香型特色优质

烟叶标准系培育目标，合理确定烟田施肥配方，增施高

钾液体肥和氨基酸肥，促进烟株营养搭配更加科学、烟

叶内在成分持续协调。

在平顶山烟区，刘国顺要求，加强大田精细化管

理，持续狠抓关键技术落地，通过浓香型特色优质烟叶

开发成果转化应用，进一步彰显河南浓香特色，以高水

平生产推动烟叶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保障高端

原料优质高效供给。

在洛阳烟区，刘国顺提出三点指导建议：一是科学

应对干旱问题，持续加强烟田管理工作。二是科学做

好病害预防。三是及时打顶，合理留叶，确保干旱之年

烟叶优质稳产增收。

“浓香型烟叶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很有意义，提出

‘固碳培肥、增碳减氮’技术理念，创新‘技术+管理’融

合工作模式，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初步取得了

烟农增收、烟叶增香的成效。”调研组成员、河南农业大

学烟草学院副教授任天宝说出了对成果转化工作的感

受。

在临颍县巨陵镇豢龙村烟农赵新超的烟田里，该

镇烟站站长彭彦平说：“今年的烟真不赖呀，又是一个

丰收年啊。”“这还不是多亏了咱的高碳基肥嘛，这两年

种烟，全是按照专家要求，增碳肥减氮肥。你看我这

烟，像不像咱家鏊子上的小油馍，摸起来黏手，晒得直

冒油，炕出来能不香吗？”赵新超说。

“去年我种了140多亩烟叶，净收入70万元左右，今年

增加到160亩，光务工人员就有20余人。今年的烟叶长势

比去年好，预计收益也会好于去年。”6月 28日，在镇平县

卢医镇百亩连片烟方内，种烟大户侯祖远信心满满地说。

当前正值烟叶生长旺季，卢医镇白龙庙村烟田内，一

片片绿油油的烟叶随风起伏，长势喜人。烟农们顶着烈日

进行着田间管理，或施叶面肥，或除草，或打脚叶，或施药

防治病虫害，一张张喜悦的笑脸，难掩心中的幸福。

今年来，卢医镇持续发力，在白龙庙、郭岗、军刘沟、白

杨树 4个村流转土地 1500余亩，形成 4个烟叶连片示范

方。这4个连片烟方分别由4个种烟大户承包，他们在原

有生产配套设备的基础上，投资5万余元，购置灌溉用具，

铺设灌溉管道2000余米，极大地改善了烟田条件，确保烟

叶生产这一传统农业种植产业不断发展，稳步壮大。

烟叶产业是镇平县各植烟乡镇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为了巩固发展烟叶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镇平县把烟

叶产业作为产业振兴的主抓手，县政府先后出台文件，把

烟叶产业发展写入全县“十四五”规划，把基本烟田纳入基

本农田保护范围，为烟叶发展用地资源保障提供了政策依

据。同时，全县各烟站工作人员深入村组，广泛宣传行业

补贴政策，提高烟农种烟积极性。县政府每年拿出200余

万元作为烟叶生产扶持资金，对滴灌铺设、绿肥掩青等技

术落实给予补贴，对种烟大村、大方、大户给予奖励，激发

了乡村种烟活力。

同时，镇平县各植烟乡镇引进外援、盘活内源，保持烟

农队伍活力，外地烟农队伍稳步充实，为巩固烟叶生产规

模发挥了较大作用。其中贵州烟农有丰富的种烟经验，对

烟叶生产各个环节都有可靠的实践经验，通过精细化管

理，每户平均种植80亩，实际收益达15万~20万元，对当

地烟农起到了技术引领作用，带动全县烟农形成了种烟比

技术、比管理、比收益的发展局面。

目前，镇平县种烟大户达300多户，带动数千名村民

就地务工，200多户脱贫户走上了致富路，烟叶产业为烟农

持续增收、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张万青）

6月 28日，笔者见到了郜红伟，他正在

齐腰高的烟田里转悠，每株烟叶的长势长相

都在他的“侦查”范围内，滴灌带喷着水雾，

无声地滋润着烟田。

60岁的郜红伟家住渑池县天池镇东天

池村，今年他家种的 110亩烟，位于该县烟

草专卖局（分公司）规划的千亩烟叶示范

方。

“烟叶长得不赖，关键是浇了两轮次

水。”郜红伟说，“大水漫灌，那是过去，现在

滴灌浇地，自动设定，省力还省水。”

在千亩烟叶示范方里，放眼望去，烟叶

绿意葱茏，长势喜人，看不出一丝受旱情的

影响，要知道，渑池烟区持续干旱已经一个

多月。

“啥时候浇水，浇多少水，都由这个‘科

技’掌控。”顺着郜红伟手指的方向，可以看

到烟田地头矗立着一根杆子。郜红伟说，上

边挂的是终端控制箱，从控制箱里引出来的

电线直通烟田里插着的土壤温度水分变送

器。

“比如，终端系统接收到土壤含水量降

低的信息，仅需按下浇水启动按钮，设置好

想让土壤达到的含水量数值，滴灌带就自动

开始喷水。土壤达到这个含水量数值，浇水

系统就自动关闭。”郜红伟接着介绍说，“烟

叶旺长期，这口水很关键，喝得饱，才能长得

好。”

张望四周，千亩烟叶示范方里矗立着几

十根这样的杆子，它们实时监测着土壤的水

分含量，以便烟农合理安排灌溉，使土壤水

分始终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烟田干旱

或淹渍对烟叶生长造成损害。

“墒情适宜，这下烟叶又能长高一大

截！”一名烟农笑呵呵地走来，顺手抓起一把土，只见手握成

团，抓捏后手上留有湿印。

郜红伟介绍，他叫黄平均，种地如其名，流转土地搞烟

叶、小麦、辣椒“平均”种植，日子过得滋滋润润。

在千亩烟叶示范方，还可以看到，地头制高点放置有储

水罐。“稍有旱情，智能设备立马送水，解渴、管饱，烟叶咋能

长不好！”郜红伟感叹道。

“今年全县铺设滴灌带1万亩，在缺乏水源的烟区配置

了98个储水罐，极大发挥了烟叶生长关键期的补水作用。”

渑池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生产部门负责人赵红朝介绍说。

“嘀！”又一名烟农按下水泵启动按钮，汩汩清水沿着滴

灌带缓缓进入烟田……

（席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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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地头传技 提升烟叶质量

镇平县 规模种烟带富乡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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