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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王
星）据省水文局信息，近来我省有
效降水较少；据中国气象局预计，
2月份冬麦区降水偏少，气温偏
高，旱情可能持续发展。针对目前
的气象条件及土地墒情，我省小麦
该如何管理？

据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小麦
育种专家田纪春介绍，作为冬小
麦主产区之一的山东，针对前期
极寒天气影响及目前降水偏少的
情 况 ， 各 地 一 定 要 科 学 运 筹 肥
水，对不同麦田一定要做到分类
管理。

具体来说，预防春季干旱，关
键是保墒。划锄可有效保墒增温促
早发，对群体偏小、个体偏弱、发
生冻害的麦田效果尤为显著。各地
要及早组织发动农户在早春表层土
化冻2厘米时（顶凌期）对各类麦
田进行划锄，以保持土壤墒情，提
高地表温度，消灭越冬杂草。有条
件的地方，在春季浇水或雨后也要
适时划锄。划锄时要切实做到划
细、划匀、划平、划透，不留坷
垃，不压麦苗，不漏杂草，以提高
划锄效果。早春镇压应和划锄结合
起来，先压后锄，达到土层上松下

实，起到提墒保墒增温抗旱的作
用。

在肥水调控方面，对于有“脱
肥”现象的麦田，可在起身期追肥
浇水，防止过旺苗转弱苗；对于没
有出现脱肥现象的过旺麦田，早春
不要急于施肥浇水，应在镇压的基
础上，将追肥时期推迟到拔节后
期，每亩追施尿素 1 2 - 1 5公斤左
右。

田纪春介绍，每年3月底4月初
是我省“倒春寒”主要影响期。据
省农业农村厅最近印发的《2021年
全省小麦春季管理技术意见》，若

遭遇“倒春寒”，发生地要及时进
行补救：对遭受冻害的麦田，根据
受害程度，种植户可追施速效化
肥，促苗早发，提高2-4级高位分
蘖的成穗率，一般每亩追施尿素10

公斤左右。同时及时适量浇水，促
进小麦对氮素的吸收，平衡植株水
分状况，使小分蘖尽快生长，增加
有效分蘖数，弥补主茎损失。有条
件的可叶面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
小麦受冻后，及时叶面喷施植物细
胞膜稳态剂、复硝酚钠等植物生长
调节剂，可促进中、小分蘖的迅速
生长和潜伏芽的快发，明显增加小

麦成穗数和千粒重，显著增加小麦
产量。

对 于 越 冬 期 冻 害 较 重 的 麦
田，要立足“早管促早发”的原
则，做到早春适时划锄，去除枯
叶，改善麦田通风透光条件，促
进新生叶加快生长；待土壤解冻
后要及时追肥，一般每亩施尿素
20公斤左右，缺磷地块亩施氮磷
复合肥30公斤左右，促进麦苗快
发快长；同时要注意，在麦苗起
身至拔节期，要根据苗情，酌情
追施氮肥或氮磷复合肥，提高穗
粒数。

春旱如遇倒春寒，麦田咋管理
权威专家给出指导意见：科学运筹肥水，分类管理

别人买菜去超市或菜市场，王
秀荣买菜直接奔菜地。

最近，74岁的临清市民王秀荣
又邀着邻居，到临清市新华路街道
周三里村的宝丰有机蔬菜合作社买
菜。“这次买的多，给在北京过年的
女儿邮过去两箱，我自己也买了一
大兜子。”从县城到周三里村足有半
小时路程，王秀荣却雷打不动，每周
都骑电动车来一回。“陈宝峰种的菜
有菜味，好吃又健康！”王秀荣说，

“这不是打广告，这是大实话，只有
吃了才知。”

宝丰有机蔬菜合作社的蔬菜基
地在新华路街道临博路路北，占地
约60亩，有17座各式大棚，日产各
类蔬菜约1000斤左右。这里的蔬菜
基地面积不算大，设施也不是最好
的，但这里的菜却远近闻名，吸引
了一大批“粉丝”，供不应求。

这个蔬菜基地之所以能吸引
人，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个人。陈宝
峰是宝丰有机蔬菜合作社理事长，
今年70岁，种菜已有50年。“我从1970

年就开始当生产队长，领着种菜。
1986年，我包了这60亩地开始建棚种
菜。”陈宝峰说。他种菜和别人不一
样，“不求产量，只求质量”。

为了养地，陈宝峰会把地分区
划块。“这边种，那边就闲一段时
间；这个季节种，下个季节就等
等。”陈宝峰说。他还用红糖水煮
豆子，然后发酵作为肥料，“就是
用以前的老办法种，不用化肥，通
过物理或生物方式杀虫。”

“你看我的西红柿，里面全是
沙瓤，酸味足，皮厚汁浓。”陈宝
峰对自己的菜很有信心，只见他随
手拧下一个西红柿，用手一撮，直
接掰开，张口就吃，“我干活累了

就摘一个当水果吃。”
因为对自己的蔬菜品质有信

心，陈宝峰卖菜也很“强硬”。
“我这里一共种了20多种蔬菜，所

有的菜全年都是5块钱一斤，而且
必须选购3种以上的菜才行。”陈
宝峰说，很多人都是自己来基地
买菜，有的还通过电话或微信预
定。

“以前，我这里有四成蔬菜被
周边居民采购，三成给外地高端客
户，另外三成走临清农贸市场。去
年，由于疫情原因，供给本地农贸
市场的菜停了，因为光周边人都不
够卖的，还得保证高端客户的订
单。”陈宝峰说。现在，基地里的
菜有六成都被周边居民买了，剩下
的四成则销往聊城、济南等地的高
档酒店。

“这两年，有不少人想找我合
作，复制我的模式和品牌在当地经
营，但考虑再三，我都拒绝了。”
经常到处讲授种菜经验的陈宝峰并
非不想合作共赢，而是担心没办法
监督别人完全用他的办法种菜，
“ 一 旦 品 质 降 下 来 ， 口 碑 就 没
了。”

“陈宝峰的菜是贵点，但吃着放
心啊，我都吃了这么多年了，北京的
闺女都吃他的菜。”王秀荣说。

陈宝峰展示他种的西红柿。

不求产量，只求质量

50年只种菜，日产千斤不够卖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姚晓楠 周丽娜

农村大众报冠县讯 （通讯员
马雪 杨本磊）掐尖、疏果、浇
地……春节刚过，绝大多数农民还
处于农闲期，然而，在冠县东古城
镇李才村油桃大棚里，却是一派繁
忙景象，每个大棚内少则两三人，
多则四五人。

“现在正是大棚油桃管理的关

键时期，我们得把握时机尽快掐
尖、疏果，以保证桃子质量，这一
个个的小果子就意味着40天之后的
大丰收。”虽然忙碌，村民么广宇
脸上却笑开了花。

李才村是传统的农业村，1996

年在上级帮扶项目的带动下开始种
植大棚油桃。2008年，县里对李才

村实行金融扶持政策，村内的油桃
大棚以每年几百个的速度迅速增
长。现在，村内的7000余亩土地全
都建起大棚，还有不少村民租赁周
边村的土地建棚种桃。截至目前，
全村油桃大棚的数量达到5000余
个，油桃产业每年的销售额达到2

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油桃村。

大棚油桃产业的发展让李才村
的村民进入了与其他农民不同的忙
碌模式。“大棚里的油桃一般都是
每年的1月份开始忙，一直忙到四五
月份。这样就导致了别人农闲我们
农忙，别人麦收、秋收最忙的时
候，我们这又成了农闲。”村支书
么甲以说。

“俺家种着15亩大棚油桃，每
年纯收入十几万元不成问题，再加
上农闲时去河南做技术员，每个月
能挣4000多元，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啦。”村民李金众说。

农事催人忙，，不负好春光

雨水节气，山东各地农民抢抓
农时进行春播耕地、麦田施肥、大
棚管护等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
图①：2月17日，枣庄市山亭

区城头镇夏庄村的农民在整理土

地，准备播种马铃薯。
(刘明祥 摄)

图②：2月17日，青州市云门

山街道付家村的桃农在修剪桃树。

(王继林 摄)

掐尖、疏果，油桃大棚春管忙

农村大众报曲阜讯 （通
讯员刘新红 孟祥宇 雷夫
幸）春节刚过，曲阜市小雪街
道西鲁村的“阳光玫瑰”葡萄
种植大棚内，几名村民正忙着
为刚刚种下的土豆起垄覆膜，
土豆种植机穿梭其中，进行耕
前撒播底肥。

西鲁村的大棚建于2019年
下半年，面积约20亩。在乡村
振兴服务队的专业指导下，西
鲁村将大棚定位为“阳光玫
瑰”葡萄种植项目，按照预
期，2021年每亩收益大约4 . 5

万元。另外，日常还可安置30

名村民就业。
眼见着还得半年见收益，

有着20多年农耕经验的西鲁村
党支部书记孔庆立提出，可以
用起垄覆膜技术，间作套种土
豆，这样，既能提高地温、保
湿防涝，还能使得播期提早，
提前见到效益。

“我种地20多年，带头成
立了九龙山药专业合作社，对
土豆产量，我有信心。”孔庆
立说。保险起见，他提前到滕
州“取经”。“藤下土豆每亩
能产6000斤，每亩纯利润2000

元左右，‘一棚两用’今年试
种成功后，明年带动更多村民
套作。”孔庆立说。

葡萄藤下种土豆

“一棚两用”增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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