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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又到苹果丰收时，
沂源县中庄镇中庄村的果农刘长会
和黄培先一大早就来到了自家的果
园里忙活。先是摘去套在苹果上的
袋子，给苹果周围摘叶、疏枝、转
果，两三天后再在果园里铺上明晃
晃的反光膜，这是摘果前的最后一
道工序。眼看着摘袋的苹果慢慢变
红，两人的心里都是美滋滋的。

刘长会和黄培先都是种植苹果
20多年的老果农，两人热情地给记
者分享了铺设反光膜给苹果上色的
经验：“反光膜铺得好不好，直接
影响苹果上色，并最终影响苹果的
价格。这是摘果前的最后‘一哆
嗦’，可得上心点。”

1、合理选择反光膜

眼下市场上反光膜品种很多，
质量参差不齐，果农可以根据自己
的经济条件选择多年使用的质量较
好的聚丙烯、聚酯铝箔、聚乙烯的
纯料双面复合膜。其韧性强，反光
率高，抗氧化能力强，反光率可达
60%-70%，比普通膜高3-4倍，可连
续使用3-5年。

如果不愿意投资太多，也可以
选用价格低一些的反光膜，每亩地
五六十块钱的成本，这样可以年年
用新膜。反光膜的宽度一般是1 . 5

米，成龄果园用起来正合适。

2、铺膜时间的选择

因为苹果在套袋的情况下基本
处于无光或者弱光的环境中，去袋

后马上铺设反光膜，光照突然增
强，容易造成日灼。

所以，铺膜时间最好是在摘袋
后的两三天，这样可以让苹果有一
个慢慢的适应过程；铺设反光膜的
时间过迟，又会达不到我们想要的
着色效果。

3、铺膜前要疏枝摘叶

反光膜是通过反射阳光来增强
果树内堂果的光照，以达到着色目
的。果园枝叶繁茂过于密闭，阳光
直射不到树冠下，那铺设反光膜的
作用就不大了，所以铺设反光膜前
一定要适当地疏枝摘叶。

苹果去袋后，内膛果应摘掉果
子6寸内的叶子，外膛果只要树叶
不贴果就行。疏枝主要是剪除徒长
枝、背上枝，让光线能够透过树叶
照射下来，保证树冠下有1/3花影
面积。只有果园透光好了，铺反光
膜才能效果好。

4、不要用土压膜

反光膜铺好后为了防止被风吹
走，一般要进行压膜处理。压膜时
多采用圆滑的石块、砖头(前期可
用来吊枝 )等物品，不要用土压
膜。找不到石块、砖块，可以用塑
料袋装土压膜。

如果直接用土压膜，风一吹就
会在反光膜上形成一层细细的土
层，影响反光效率。遇上下雨天，
雨水和泥土混合变成稀泥，会影响
反光效率。

5、及时清理反光膜

反光膜铺好后，要随时清理反
光膜上的枯叶或者是雨后的积水，
避免反光膜上的枯叶和雨水影响反
光效率。我们在选购反光膜时，可
以选择打好孔的反光膜，这样可以
减少清理积水的工序。如果铺设的
是没有打孔的反光膜，雨水过后一
定要及时清理积水，以免影响反光
效果。

6、撤膜回收重复使用

需要回收使用的反光膜，使用
完毕后需将膜擦净、晾干，缠绕于
圆形的木棍上，存放在阴凉、通
风、干燥处等待来年使用。一次性
使用的反光膜，需要及时清理掉。

果农们都希望有个好收成，好
收成来自好果子，好果子又来自果
园管理的细节。刘长会和黄培先每
年都认真按照这六条铺设反光膜。
“铺好反光膜，拿到全红果，一亩
地多挣三千块是把里攥的。”刘长
会一再强调铺膜的重要性。

铺好反光膜，一亩多收3000元
老果农教你如何给苹果园铺设反光膜，多拿全红果

农村大众报记者 唐峰 通讯员 张琦 宋军浩

刘长会（左）和黄培先介绍如何铺设反光膜。

节约型地膜覆盖技术

一膜多用：选用厚度适中、韧
性好、抗老化能力强的地膜产品，
第一年使用后基本没有破损，第二
年可直接在上面打孔免耕播种，实
现减少地膜投入和耕作用工，省时
省工又环保。

宽膜覆盖：保证不影响作物生
长前提下，覆盖宽膜，增加行间
距，减少地膜的田间覆盖度。例如
玉米一穴双株栽培技术，减少植株
距离，增大膜间距离，降低地膜用
量，增产增效。

适时揭膜：把作物收获后揭膜
改变为收获前揭膜，能保持高回收
率，有利于降低田间湿度，抑制作物

的病害，同时也有利于田间管理。

生物降解地膜覆盖技术

普通地膜的原料是人工合成的
高分子化合物，在自然条件下很难
分解或降解，残膜一般在土壤中可
以残存200-400年。生物降解地膜
是指在自然环境中通过微生物的作

用而引起降解的一类塑料薄膜。根
据主要原料，分为天然生物质为原
料的降解地膜和石油基为原料的降
解地膜。这些高分子物质在自然界
中能够很快分解和被微生物利用，
最终降解产物为二氧化碳和水，不
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降解地膜替代普通地膜是解决
残膜污染的根本方法。从长远来
看，可降解地膜产品开发是一条必
由之路，市场潜力巨大。

机械化残膜回收技术

地膜覆盖技术在我国农业生产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依靠
机械化捡拾将地膜移出农田是目前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残膜污染治
理的重要手段。我国残膜回收机类
型很多，普遍存在回收率不高、膜
杂分离度低、机械可靠性差等问
题，有待完善。

目前生产上主要应用的机型及
特点介绍：耙齿式残膜回收机作业
效率高、适用范围广，回收率较
低，膜杂不分离；滚筒式残膜回收
机回收率高，膜杂完全分离；联动
式残膜回收机作业效率高，回收率
高，适用范围较小，膜杂分离差。

(李焕春)

农田地膜污染防治方法

农村大众报惠民讯 （记者
刘真真）10月11日下午，在首届黄
河流域乡土树种开发与应用研讨
会上，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投票评
比，直杆乔木柽柳“根源1号”、
仁居柳2号、白刺、白蜡“鲁蜡5

号”等10个品种获评“2020黄河流
域生态治理十大推介树种。

10月11日，黄河流域九省区林
木种质资源开发与利用联席会在
惠民县召开。该联席会旨在更好
地服务黄河流域生态建设，提高
造林绿化水平，增强九省区的信息
交流和合作。联席会将在黄河流域
九省区不定期举办，交流最新的种
质资源收集、开发和新优林木品种
选育、科研成果等内容。

去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黄
河流域九省区将迎来造林绿化的
大会战、攻坚战。据国家林业和
草原种质资源库负责人、中国林
科院林业所首席专家郑勇奇介
绍，“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造
林绿化也要从种苗、种质资源抓
起。这是绿化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特别是面对黄河流域干旱
少雨、土地盐碱等条件差的地区
造林绿化。

联席会上，来自四川、甘
肃、宁夏、内蒙古、河南等9地林

科院的有关负责人签订了黄河流
域九省区林木种质资源开发与利
用联席会倡议书，并分享了各自
的经验。

会上还评出了“2020黄河流域
生态治理十大推介树种”，这些
树种是由国家林业和草原种质资
源库专家、黄河流域九省区林科
院代表和媒体记者现场投票评选
而来。它们分别是：

青岛根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推 荐 的 直 杆 乔 木 柽 柳 “ 根 源 1

号”；
滨州市一逸林业有限公司推

荐的仁居柳2号；
吉林省健原伟业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推荐的白刺；
宁夏宁苗绿博苗木有限公司

推荐的红花罗布麻；
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推

荐的楸树；
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推荐

的皂荚；
靖江市国家中山杉良种基地

推荐的中山杉；
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推荐

的白蜡“鲁蜡5号”；
启东市奥林苗木园艺场推荐

的小叶鸡爪槭；
福建金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的杂交鹅掌楸。

9月28日，淄博(桓台)2020秋季
智慧农机数字农业现场作业演示
会，在博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种植基地成功举办。雷沃重工、天
津易田科技、淄博博信科技等企业
以及淄博市农机事业服务中心等部
门、各区县农机中心相关人员、种
植大户100余人参加了演示会。

演示会现场，装上了“智慧大
脑”的玉米籽粒收获机、自走式植
保机、植保无人机、旋耕施肥机等
智能装备先后亮相，作物耕整地机
械化、植保机械化、智能收获等多
种生产场景一一呈现在众人面前。
通过矗立在地头的智慧农业平台，
与会人员可以实时观看作业场景的
实时画面及作业机具远程传回来的
实时数据，其中包括发动机转速、
油压、水温、作业速度等车辆数据
以及作业面积、作业轨迹、耕深监
测、播种监测、产量监测等作业数
据，高效的作业速度和出色的作业
效果，赢得了现场用户的高度认
同。

“装上了监控系统，机器就像
长了眼睛，干了多少活、干得怎么
样一目了然，种地又好又轻松！”
看着大田里奔驰的拖拉机在大屏幕
上跑出的轨迹，围观的机手们脸上
堆满了笑容。

“农机智能化是驱动智慧农业
的重要一环，也是发展农业现代化
的关键一环。”山东省农机院智能
化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孙宜田说，
“我们用现代科技为农机装上智能
芯，让智慧农机向全产业链拓展，
实现一个平台管农机，改变了传统
农业耕作方式，真正实现专家种
地、智慧种地。”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淄博(桓
台)数字种业智慧农业示范基地项

目建设签约及博信雷沃数字种业揭
牌仪式。示范基地由山东省农科
院、山东省农机院、山东农业大
学、雷沃重工、天津易田科技、淄
博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和博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建，合作各方将
发挥各自产业资源和技术优势，共
同进行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创新，
力争打造成国家级数字农业样板标
杆工程，并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进
一步发挥科技引领作用，促进智慧
农机、数字农业的推广应用，加快
带动地区农业全面发展，为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作出更大贡献，携手为现代农
业贡献“农机智慧力量”。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程娟

黄河流域生态治理

十大推介树种出炉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淄博(桓台)2020秋季智慧农机数字农业现场作业演示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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