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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伐减密，产业升级

烟台牟平4万亩老龄果园将“返老还童”
初春的烟台牟平，大地回暖。

在广袤的果园里，果农们一边忙防
控疫情，一边忙着改造自家老果
园，期盼着鼠年能有个好收成。

3月11日，在莒格庄镇杨家夼
村的果园里，贵广强正在清理砍掉
的苹果树。“区里的技术员让俺砍
的，砍了果园产量更高。”贵广强
说。2005年他承包了100多亩土地，
一大半用来种植苹果，“这个老果
园，土壤比较贫瘠，咱也不会管
理。最好的一年，50多亩果园收了
7万斤左右苹果。”近年来，果园
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

针对贵广强的果园现状，区里
和镇上的农业技术人员给出了同样
的建议：隔行去行。这样不仅解决
了果园郁闭通风、透光不良的问
题，提升果品质量，还便于机械化
作业，降低人工成本。

苹果是烟台市牟平区的传统优
势产业，也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
源。在经历近30年的领先发展后，

牟平苹果产业面临着“人老、树
老、品种老”、生产集约化程度低
等突出问题。

为破解这一困局，牟平区抢抓
春季修剪的有利时机，指导果农采
取伐老建新、改造提升等方式，因
地制宜推进老龄果园改造升级，加
快推进全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生产一线，
做好技术指导和示范，指导果农因
地制宜地采取隔行去行、隔株去株
以及疏除过低主枝提干、缩冠等方
式，做好老龄果园的改造工作。”
牟平区果树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栾
日昇说。

“隔行去行改造后，算下来，

每亩地节约人工成本1300元到1500

元之间。改造后的第二年，总产量
和效益将与改造前基本持平。以后
的管理中，随着机械、技术的配
套，这种改造方式的优势会越来越
明显。”栾日昇说。

在姜格庄街道松岚后村苹果示
范园里，邹军波家的果树已经生长
到了第5年。2019年，他园内的7万
棵苹果树创造了70万元的销售额。
邹军波说，几十亩的果园日常只需
2人管理，他尝到了集约栽培、科
学种植的甜头。

当日在邹军波家果园进行技术
指导的栾日昇，再次给果农们讲解
了隔行去行、去大枝、高接换头等
老龄果园更新改造技术，还借邹军
波的示范园建设，分析了果业集约
化、机械化的优越性。“示范园内
铺设滴灌设备，喷雾机器开进果园
进行除草、打药，既节省了果农的
体力，又压缩了人力、工作时间，
提高水肥利用率，可谓‘一箭三

雕’。”栾日昇介绍。
劳动力短缺、百姓投入产出比

逐年缩水等现状，让果业规模经营
成为大势所趋。在龙泉镇河里庄
村，村里正在对多年撂荒的土地进
行连片翻整。以挖掘机的轰鸣声为
背景，村主任邹立勇分享了他的经
验和规划：“我们以每亩100元的
租赁价格将撂荒已久的土地整合起
来，综合开发，全面发展订单农业
和观光采摘业，变荒为宝。”

一手抓老龄果园升级，一手抓
苹果示范园建设，是这几年牟平区
苹果产业发展的工作重点。据了
解，2020年，牟平区将完成老龄郁
闭果园改造4万亩，打造苹果高质
量发展示范园8个，建设“烟台苹
果”体验店10个，建设党支部领办
苹果专业合作社35个。牟平区的苹
果产业改革将由点及面，焕发勃勃
生机。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 杰
通讯员 孟岩 张孙小娱

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召开
2020年春耕备耕农资打假工作视
频会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
震强调，要抓实抓细春季农资打
假工作，迅速启动“春雷”行
动，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会议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今年春季农业生产遇到许
多新情况新问题。农资是农业生
产的基础，要坚持问题导向，积
极主动作为，迅速启动春耕备耕

农资打假“春雷”行动。重点是
抓好隐患排查、监督抽查、执法
办案、农资产品审批准入、农民
识假辨假宣传引导、放心农资下
乡进村活动等任务，查办一批大
案要案、端掉一批黑窝点、严惩
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公布一批典
型案件，给假劣农资来一次“大
扫除”，给制售者来一个“连窝
端”。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农药减量控害事关生态文
明建设、乡村生态振兴和污染防
治攻坚战大局。2020年是全国“农
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和全省

“‘四减四增’三年行动”收官之
年，为深入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省委省政府要求“确保到2020

年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比

2015年下降10%”。目前，全省农药
使用量在实现零增长的基础上
已连续4年负增长，减量空间越来
越小，难度进一步加大。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农药
减量控害工作的紧迫感，确保高
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来源：省农业农村厅)

农业农村部部署启动农资打假“春雷”行动

近 日 ， 农 业 农 村 部 办 公
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
于开展2020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 创 建 工 作 的 通 知 。 通 知 指
出，2020年重点支持创建优质粮
油、健康养殖、现代种业产业
园，鼓励结合产业发展需要创
建中药材产业园。优先支持符
合条件的贫困县、粮食生产功
能 区 、 重 要 农 产 品 生 产 保 护
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等申请创建。
产业园应布局在县以下。

通知明确了创建条件。申
请创建的产业园，原则上不与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批准建
设的产业园主导产业相同。

申请创建的产业园，经过
两年左右的创建，应达到《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2019年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创建绩效评价和认定工
作的通知》(农办规〔2019〕51

号)规定的认定条件。经评估与
认定条件差距较大的，不得申
请。 (据财政部网站)

我国今年将重点支持创建优质粮油等产业园

我省扎实推进农药减量控害工作

>>信息超市<<

近日，宁津县的启源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金硕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
司、正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4家
单位入选德州市第三批“放心农
场”，德州金硕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和德州鑫达制粉有限公
司获批德州市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标志着宁津县品牌农

业再添新成员。截至目前，全县
市级“放心农场”发展到6家，市级
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发展到19家，其中省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达到7家，龙头企业和
市级“放心农场”的不断发展壮
大，已经成为推进全县农业品牌
化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力
量。 (李振星)

宁津县品牌农业再添新成员

“现在樱桃树正处于花期，刚
栽种的樱桃树产量不宜过高，我们
还需要进行疏花。”3月11日，在
莱阳市照旺庄镇绿野仙果农业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樱桃大棚
内，樱桃花开得正盛，“四进”
(进社区、进农村、进项目、进企
业)莱阳工作组的专家一边修剪樱
桃树多余的枝杈，一边向联合社的
社员们讲解花期中的樱桃树管理要
点。

据了解，该联合社由11个村党
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组成，目前，共
流转土地500余亩，新建日光冬暖
大棚4个、日光拱棚2个，种植大榛
子、桑葚等各类苗木3 5 0 0余棵。
2019年，联合社新上了樱桃大棚项
目。

疫情期间，由于缺少管理经

验，合作社的社员们很犯愁，生怕
樱桃树管理不好，影响收成。烟台
市选派的市农科院“四进”工作组
雪中送炭，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
头，现场培训指导果树种植和管理
技术。专家的到来，解了社员们的
燃眉之急，给大家吃了颗“定心
丸”。

“现在大棚樱桃正处花期，这
决定了樱桃产量高低，要特别管理
好温度和湿度。”“四进”莱阳工
作组专家、研究员孙庆田告诉社
员，温度方面，白天温度应控制在
16℃到20℃之间，不能高于25℃，
夜间应在5℃至7℃之间。湿度不能
超过50%，湿度过高容易引起花腐
病，湿度过低会抑制花粉管生长。
由于这些大棚樱桃是今年刚栽种
的，产量过高会影响树体生长，所

以需要疏花和适当剪枝。
现场，社员们围在专家旁边，

认真地听着讲解，不时提出自己的
问题，与专家进行交流。“听了专
家的讲解，我们对于大棚樱桃种植
更有信心了，相信今年会有一个好
收成。”联合社社员郭海涛高兴地
说。

据悉，下一步联合社还将通过
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管理
模式，大力发展优质特色种植、林
下养殖、观光旅游休闲农业，建立
起“标准化种植养殖基地+标准化
生产加工基地+农企一体化经营”
模式，培育壮大无公害果业种植和
绿色养殖优势特色产业，全力打造
照旺庄镇北部特色产业新区域。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 婷
通讯员 李梦 王海涛 纪志国

新上樱桃不知咋管理 专家上门传技解惑

“今年种植的亚历山大西葫芦
病虫害少，精品瓜多，市场价格比
其他品种一斤多卖2毛钱，效益非
常可观，这都是沾了好种子和好技
术的光。”3月13日，看着大棚里长
势旺盛的西葫芦，青州经济开发区
的农民牛春海高兴地说，

原来，今年牛春海与济南市种
子健康工程研究中心合作，选用了
利用冷等离子体技术处理的种子。

“过去用的种子因为处理不好，常携
带病菌，活力低下，很容易在生产中
出现病害和减产。”牛春海说。

“传统上是通过包衣、拌种、
加大农药用量、增加农药组合等方
式来处理种子，但由于这些方式导
致农药不被降解或很难被降解，造
成了植株受害、农药残留、土壤和
水资源污染，加重了农作物食品安
全风险，给消费者健康和生产环境
埋下了隐患。”济南市种子健康工
程研究中心负责人梁凤臣研究员介
绍。

据梁凤臣介绍，为有效解决这
一难题，山东省种子有限公司联手
中国农业大学和山东农业工程学
院，共同组建了济南市种子健康工
程研究中心，并成功开发出利用冷
等离子体对种子进行播前处理的先

进技术。
“这一技术是对种子进行播前

处理，使种子生理活性增强，发芽
率和发芽势提高，潜在抗逆基因得
到表达，能够有效提高作物品质和
产量，减少生产中的病害及农药和
化肥的投入，实现提质增效和环境
友好的产业发展目标。”梁凤臣
说，该项技术成果日前通过了山东
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组鉴定。专家
组认定，冷等离子体种子处理技术
为国内首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这一技术还相继获得中华农
业奖、山东省科技进步奖、第五届
全国物理农业创新奖等多项科技奖

励。
“利用等离子体对种子播前处

理，能够起到促壮复生并杀灭种子
所带细菌的作用，增产效果显著，
目前已在玉米、小麦、蔬菜、牧
草、中药和果树等30多种作物上广
泛应用。”梁凤臣介绍。目前，工
程中心还承建了山东省“亚历山大
西葫芦”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济南市现代物理种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和国际合作基地等诸多研发平
台，良种良法配套，为农业生产提
质增效提供了新的途径。

农村大众报记者 石鹏志
通讯员 张晓明

我省首创冷等离子体种子处理技术
使用该技术西葫芦一斤多卖2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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