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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忙 叶飘香

□韦凤杰朱家仪李富欣

打顶时间
抠芯打顶 当花蕾还包在顶端小叶

内时，就扒开幼叶，用镊子或小竹签将花

蕾摘去。此时打顶消耗养分最少，但容

易导致顶叶生长过大、过厚，节间伸长不

够，烟株矮小，一般仅适用于烟株营养状

况差以及土壤肥力差、施肥不足或因降

水过多、养分淋湿严重、土壤供肥能力差

的烟田，目的是为了更多地节约养分，以

集中供应叶片生长，从而得到相对较高

的产量和质量。

现蕾打顶 当花蕾长到4~6厘米时，

花蕾与幼叶已明显分开，此时将花蕾、花

梗连同其下2~3片小叶（又称花叶）一并

摘除。此时打顶烟株消耗养分较少，顶

叶能充分展开，便于操作，效果较好，是

生产上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

初花打顶 当顶端花序伸出顶叶、有

几朵花开放时，将整个花序连同其下2~

3片小叶一并摘除。此时打顶养分消耗

较现蕾打顶多，适用于烟株营养充足、土

壤供肥能力较强的烟田，也是目前生产

上普遍采用的一种打顶方法。

盛花打顶 当烟株花序展开、大量花

开放时，将整个花序连同其下 2~3片小

叶一并摘除。此时打顶消耗养分过多，

不利于顶叶展开，主茎顶端木质化，不易

除去，且伤口较大，容易传染病害，适用

于氮肥施用过量或旺长期遇干旱、肥料

未能被烟株充分吸收而残留过多的烟

田。目的是让花序多消耗部分养分（主

要是氮素），以减轻叶片中氮素过量的程

度，促进烟叶适时落黄、成熟。

打顶高度和留叶数
许多烟草品种留18~22片叶时达到

优质丰产，过多留叶或营养体过大，则会

降低烟叶整体质量水平，亩产值也不会

增加很多，反而增加投工和防病的麻

烦。尽可能早打顶和尽可能抹小芽的目

的是防止降低产量，调控烟株营养和提

高烟叶品质。

具体的打顶时间、留叶数要考虑烟

草品种、营养状况、地力、气候、密度和栽

培条件，以烟株能形成优质烟的田间长

势长相为最终衡量标准。即圆顶期（打

顶后1~2周）烟株呈桶形或腰鼓形，避免

形成塔形和伞形。

一般叶数较多的不耐肥品种，应适

当多留叶；叶数较少的耐肥品种，应适当

少留叶。我省烤烟主产区当前的主栽品

种中，正常栽培条件下，豫浓香 201、中

烟100等品种可留叶19~22片，云烟87、

渠首1号、河洛1号、KRK26等品种可留

叶18~20片。

烟株营养状况良好，能提供维持叶

片、根系、茎秆的生命活动以及促进其生

长发育必需的营养（矿质营养和光合产

物营养），烟株长势强，应适当推迟打顶，

适当多留叶，让花序的生长

发育适当消耗部分养分，以

尽量减少营养过量（主要是

氮素）对烟叶成熟和品质形

成的不良影响，避免上部叶

片过大、过厚、组织粗糙、烟

碱含量过高、颜色偏深等，一

般采用初花打顶方式。烟株

营养状况差、长势弱，应适当

早打顶、少留叶，使养分集中

供应叶片的生长，避免因养

分不足导致烟叶片薄色淡、

内含物少、单叶重轻，影响烟

叶产量和质量，对这种烟一

般采用抠芯打顶或现蕾打顶

的方式。

在土壤肥力较高、施肥

量大、烟株长势强的情况下，

适当推迟打顶，适当多留叶，

以充分发挥土壤养分充足的

作用，同时也可以增加产量，

防止因氮素营养在烟叶中积

累过多而导致叶厚、粗糙、上

部叶烟碱含量过高等，影响

烟叶质量。在土壤肥力较

低、施肥量少、植株矮小、长

势弱的情况下，适当提早打

顶，适当少留叶，以集中养

分，促进叶片生长、成熟，并

防止因养分不足导致烟叶内

含物少、叶片小而薄以及烟

株早衰。

在雨水充足、气候温暖、

无霜期较长的地区，土壤水

分较充足，有利于烟株吸收

水分和矿质营养；气温高，有

利于烟叶正常成熟，尤其是

上部叶的成熟，可适当晚打

顶、多留叶。反之，在雨水较

少、气温较低、无霜期短或移

栽期晚、烟株生长期短的地

区，可适当早打顶、少留叶，

根据气候条件来确定具体的

打顶时间和留叶数，以所留叶片均能正

常、充分成熟为原则。

打顶方法
烟株打顶首先要确定具体的打顶时

间与留叶数，然后再决定采用的打顶方

式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一般原则是：

就个体而言，将整个花序连同其下 2~3

片小叶一起摘除。就群体而言，同一烟

田，烟株生长整齐一致的，采取一次性打

顶，生长不整齐的烟田，进行 2~3 次打

顶，最后一次把不整齐的烟株顶芽也摘

去，尽量调控烟株高矮、大小和烟叶成熟

整齐一致，以利于相同部位烟叶成熟度

一致，利于采收烘烤。

尽量在晴天上午进行打顶，以利于

烟株伤口愈合，避免病菌侵入，引发病

害。打顶时应先打健康株后打病株，避

免病害传播。

不胖不瘦、不高不矮，形态适中、整齐一致……这些可不是形容一个人的
身材，而是对中棵烟长相的通俗描述。就是这“相貌平平”的中棵烟，却是生
产优质烟叶的关键，因为这样的烟叶成熟后褪色好、耐烤，产量与质量协调。

为实现培育中棵烟的各项目标，切实提升我省烟叶竞争力，当前烟叶生
产实践中必须根据产区地势、地貌、耕层深度、肥力水平、氮肥用量、灌溉条件
等因素，合理确定打顶时间和单株留叶数，使烟株上部叶展开到与中部叶面
积相当或稍小，构建合理的标准株型，以保证上部叶的质量和可用性，从而确
保中棵烟的生产基础。

近年来，镇平县枣园镇强力实施烟

叶特色产业立镇战略，以争创现代烟草

农业示范基地为目标，紧紧围绕大村、大

方、大户目标，强力推进烟叶产业集约化

发展、科学化管理，种烟面积常年保持在

3000亩左右。

如何提高烟叶品质，增加烟叶的附

加值？枣园镇坚持以科学管理，提高品

质为宗旨，通过不断加强对烟农的技术

服务，逐步提高烟田管理水平。该镇与

县烟草、科技部门和省内外农业院校联

姻，以镇烟办、农技推广站为依托，与“技

能河南、人人持证”相结合，通过举办技

术培训班、巡回调查、示范观摩、典型引

路等，大力培养植烟能手20余人。

从深翻、掩青、漂浮育苗、施肥到大

田移栽、地膜覆盖、揭膜培土、病虫害防

治、烘烤、拔秆等生产环节，枣园镇不仅

邀请技术员现场指导，还加大推进机械

化作业力度，提升烟叶现代化生产水平，

大力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烟叶生产质量。

为提高群众积极性，枣园镇政府研

究出台政策全力推动烟田流转，每年拿

出50余万元进行奖补，用于整修烟田道

路、开挖烟田机井、奖励种烟先进户等，

以确保烟叶产业实现良性循环。2024

年，全镇种烟面积达4000亩。

近 3 年来，枣园镇累计争取资金

1340万元，用于打井、修路、建烤房等，

不断改善烟叶产业生产基础条件。其中

2023年积极向市县申报项目，争取上级

财政资金 840万元，新打水井 25眼，配

套机井25眼，整修田间生产道路10条共

7公里，疏浚沟渠12条 5公里，新修桥涵

8座，新建电炕 60座；2024年计划新建

烤烟房60座，新打机井60眼。

在经营发展模式上，枣园镇采取“党

支部+村农业合作社+大户”的合作模

式，借助镇村同康农业经济专业合作社，

完善制定财务、经营等管理制度，积极吸

引村集体或农户入股经营，每股 10 万

元，每年保底分红5%，不仅有效破解了

烟叶产业规模化中存在的资金短缺难

题，也增加了村民收入，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探索出了一条“三变三增”（即推进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实

现村集体资产增值、村集体经济增加、农

民增收目标）模式。 （谭亚廷侯洋）

科技来加持 烟叶多增值

□张茜

只需一部手机，足不出户就能完

成烟叶种植合同签约；打开App，育苗

棚、烘烤房中的各项数据一目了然；指

尖一点，轻松下单，育苗、起垄、拔秆等

各种专业化服务就送上门来……

这一切，都得益于烟草行业数字

强企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化技术

在烟叶生产领域的应用，让这一传统

产业在卢氏烟区焕发生机，也为烟农

创造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数据多跑路 烟农少跑腿
往年，为了保证烟叶种植合同的

真实性和有效性，同时也便于后期存

档取证，烟农必须亲自到烟叶收购站

（点）核对信息，签订纸质的烟叶种植

合同，排队一等就是个把小时。

“因为住得远，每到签合同我都

犯愁，正值农忙抽不开身，去晚了又

怕耽误事儿。”7月2日，提起往年排队

签合同，家住卢氏县官道口镇石大山

村的烟农卢永生就深有感触。对如

今的种植合同网上签约，卢永生赞不

绝口：“现在，在田里头干着活，打开

微信小程序，按流程操作，合同就签

好了，不耽误农活儿，也不用跑路，方

便得很！”

今年以来，卢氏县烟草分公司将

推广“种植者服务”小程序作为推动

烟叶生产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将

种植申请、合同签约、信息查询等功

能深度集成，烟农只需要通过微信小

程序就可以实现线上签约，极大地享

受到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便利。

参数可视化 烘烤变轻松
每到烟叶烘烤季，坐落在官道口

镇官道口村的电烤房便全力开动，机

器轰鸣、热火朝天，同着七八月份的

烈日骄阳，一片片青绿的烟叶成为一

片一片“金色传说”。

不同于以往人们对煤烤房的印

象：人来人往、黑烟笼罩、灰头土脸、

人马劳顿……近几年，取而代之的则

是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烟农把采收

回来的烟叶码放整齐，再通过烟夹压

扎结实后装进烘烤房，通过中控台将

各项烘烤数据设定好之后，便可以坐

等“金叶”出炉。

该村烟农尹铁峰除了种烟种得

好，还是远近闻名的烘烤能手。从三

十几岁到四十二岁，从满头青丝到白

发渐生，他已经和烟叶打了十多年交

道。提起种烟，尹铁峰说：“以前种烟

是个苦营生，炕烟的日子更叫人难

熬。现在省事多了，再也不用没日没

夜地守着烤房，添煤加火，控温控

湿。”说着，尹铁峰打开手机软件，烤

房里面的一系列参数一目了然。

近年来，卢氏县烟草分公司针对

新建的电烤房，利用物联网技术实时

采集烘烤房内部的各项数据，烟农在

手机端可随时查看，大大减少工作量

的同时，也明显提升了烘烤质量。

服务一键达 便捷立刻享
每年烟苗移栽、采收、烘烤，都是

集中用工的时候。谈及这两年烟叶

生产中的用工难题，范里镇庙坪村一

组烟农闫会祥显得尤为激动。他家

烟田距离镇上的育苗工场有20多公

里远，家里只有一辆小型电动三轮

车，往年每到烟苗移栽的时候，他都

得骑上这辆车一趟又一趟地往返在

烟田和育苗棚之间。“这边烟苗栽完

了，得立马去育苗工场取苗，非常耽

误时间。”

“今年，县烟叶合作社和烟草分

公司合作开发了这个小程序，育苗、

起垄、拔秆这些活在手机上就能下单

预订，感觉地里面烟苗不够用了，在

手机上下单，就有专人给送到地里，

省时省力又省心。”闫会祥满意地展

示着他手机上的“莘农惠”小程序。

据悉，“莘农惠”小程序是卢氏县

莘农农业合作社和卢氏县烟草分公

司合作为烟农打造的集农资供应、育

苗、农机服务于一体的便民程序，烟

农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购买各个种

植节点需要的物资和专业化服务，合

作社收到订单后按照预订时间和地

点派送上门，大大提高了专业化服务

的覆盖率和应用率。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大力加强

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培训推广，让

烟农朋友真真切切感受到科技进步

带来的便利。”7月3日，卢氏县烟草分

公司主要负责人席东峰表示。

一部手机轻松种烟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马
彩云）7月3日，在泌阳县郭集镇高

庄村种烟大户白太青的烟叶种植

基地，工人忙着采摘、运输、编杆、

入炕、出炕，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

景象。

“今年天气干旱，多亏县供电

公司保障了我们的机井用电，才保

障了烟田不缺墒，烟叶长势好，烤

房供电稳定，片片绿叶变成了黄金

叶。”白太青激动地说道，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眼下正值烟叶烘烤期，国网泌

阳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电烤房

的电源运行安全情况、计量装置、

线路以及用电设备等进行全面体

检，并依照档案信息对全县683座

电烤房电力线路和用电设施精心

把脉，细致排查。将发现的线路老

化，刀闸、开关等存在的问题和隐

患及时告知烟农，提出整改方案，

并帮助逐个消除，让辖区内烟农用

上安全电、放心电，得到广大烟农

一致好评。

“我家今年种了 110 亩烟叶，

预计纯收入30余万元。烘烤阶段

每天要请 10多名工人帮忙，自家

有收入，还能带领乡亲们挣钱。”白

太青自豪地说道。

近年来，国网泌阳县供电公司

为烟农用电报装大开绿灯，简化程

序，以最短的时间完成烟炕 10千

伏接入工程115个，新建10千伏线

路15.814千米，不仅提升了烟农的

用电体验，也为当地的经济和产业

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虫来啦！”6 月 19 日上午 10

时，渑池县天池镇东天池村千亩烟

叶示范方，随着护送“虫”车由远及

近，该村党支部书记王立峰顾不上

擦拭脸颊上的汗珠，上前搬起箱子，

赶紧帮忙“卸虫”。

“农业生产，治虫事大。越早

防，虫害越少，才能保住烟叶产量和

质量。”王立峰说，他今年种了50亩

烟叶，目前大田烟叶正值旺盛生长

期，也是各类害虫大量繁殖暴发的

季节。“蚜茧蜂和夜蛾黑卵蜂一来，

既省下了买药钱，也省了打药的力

气。”

打开虫箱，只见箱内放置着黄

色的小盒子，小盒子用塑料袋包裹

着，蚜茧蜂安居于此，一头调皮的蚜

茧蜂露头探望。

“它比针眼还小，能把虫吃掉？

我看这是糊弄人！”一向性急的该村

烟农郜义峰瞅见露头的蚜茧蜂，提

出质疑，同时露出一脸的不屑。

“蚂蚁虽小，力能搬山。说不了

这小不点儿还真有大能耐？”王立峰

接过话茬说，“你瞅咱烟地里安装的

诱捕器，谁能想到斜纹夜蛾等害虫

会自愿找上门，一个个被逮个正

着？”

“老郜呀，咱的急性子得改一

改，先听听专家咋说！”紧挨郜义峰

的一名烟农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

示意他先别轻易下结论。

“以虫治虫，并非一定要以虫吃

虫，蚜茧蜂就是以特别的方式消除

害虫。”蚜茧蜂生产厂家技术人员一

语中的，消除了众烟农的疑惑，“蚜

茧蜂不能直接吃掉蚜虫，但它们可

以通过将卵产于蚜虫体内，幼虫孵

化后取食蚜虫体内组织和器官，最

终导致蚜虫死亡并形成僵蚜。”

“传统的烟叶病虫害防治方法

主要是靠喷施农药，久而久之，不但

会让害虫产生抗药性，防范效果不

佳，防治成本持续增加，还会对周

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渑池县烟

草分公司副经理古庆辉说，“今天

释放的蚜茧蜂和夜蛾黑卵蜂，可以

在大幅减少农药使用的情况下，实

现对烟叶害虫的有效控制，这是我

们为长远考虑要走好的绿色生态

路。”

“县烟草分公司千方百计治虫

保丰收，俺服！咋放蜂？有啥注意

事项没？”急性子的郜义峰迫不及待

地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在示范方里，生产厂家技术人

员讲解着蚜茧蜂和夜蛾黑卵蜂的释

放时间、释放位置、释放方法及注意

事项，这一刻，这里静得能听见小虫

子爬动的声音。

烟地里放下了蚜茧蜂小盒子，

夜蛾黑卵蜂卡挂在了烟株中部位

置……天池烟站生产人员按要求释

放着“两蜂”，忙而不乱。

近年来，渑池县烟草分公司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广绿色防

控技术，以理化诱控、趋避技术、生

物防控强化病虫害防控，把绿色防

控工作纳入专项考核，全力推动绿

色生产落地生根。

据悉，2024 年，渑池县释放蚜

茧蜂实现烟田全覆盖，释放夜蛾黑

卵蜂1350亩，施用病毒抑制剂1350

亩，放置诱捕器 2000亩，利用植物

色诱 4472 亩……绿色正成为渑池

烟区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

“飞出来啦！”郜义峰激动地大

声喊道。原来，他一直蹲在烟地里，

观察着蚜茧蜂的小盒子。

一只、两只、三只……数以万计

的蚜茧蜂一拥而上，飞落在烟叶上，

“这简直就是群虫赴宴呀！”王立峰

感叹道。

（席新超）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宋佳蔚 陈燕 鲁振宇）7月 3日，站

在郏县堂街镇李世和庄东村的烟

田，放眼望去，一片片硕大、碧绿的

烟叶在微风中摇曳，十几名工人一

字排开动作娴熟地采摘着成熟的

烟叶，呈现出繁忙的劳动景象。一

杆杆青翠的烟叶被编杆、上架，等

待着运输车辆送往烤房进行烘烤。

“我今年种了 100多亩山儿西

烟，现在正在采的是春烟，请的有

40多名工人。前段时间天旱，但浇

得及时，烟叶长得不赖，应该有不

错的收益。”堂街镇种烟大户李三

根说。

堂街镇的小气候和土壤条件

特别适宜烟叶生长，加之采用了先

进的种植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当

地的春烟种植相比夏烟有着更显

著优势，种植面积逐渐扩大。近年

来，堂街镇引进了电炕技术，相比

传统的土炕烤烟方式，效率更高，

烟叶品质更好，同时也更加环保和

节能。

“以前用的是烧煤的土炕，温

度不好掌握，添火后一刻也不能离

人。这几年改成电烤房，不仅比以

前烧煤成本低，炕出来的烟金黄金

黄，鲜亮得很，也能卖出好价钱。”

李三根说。

作为全省烟叶种植核心产区，

郏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质资源条

件，种出来的“山儿西”烟烘烤后颜

色金黄、品质上乘。据悉，2024年

堂街镇烟叶种植面积达 1.2 万亩，

可带动当地数千名村民就近务工。

▼ 7月4日，渑池县仰韶镇刘果村
高标准烟叶示范田里，烟农在给烟叶打
顶抹杈。该高标准烟叶示范田的烟叶
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预计7月下旬可
成熟采收。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王凯锐 摄

春烟采收赶“烤”忙 烘烤供电有保障

7月4日，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研究员奚家勤（中）来到襄城
县汾陈镇老庄闫村千亩纯作烟示范田，手把手传授烟草病虫害识别及防治技
术，并现场解答烟农管理难题。 陈晓远古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