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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见习记
者周桐）10月11日，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全面小康 奋进山东”主题
系列新闻发布会滨州专场。滨州市
委副书记、市长宋永祥围绕“智者
智城 富强滨州”主题，从色彩、
味道和温度三个方面介绍了滨州的
有关情况。

色彩让人陶醉。滨州是红色沃
土，是渤海革命老区中心区，先后有
20万子弟兵光荣参军、82万民工参与
支前；滨州因黄河而兴，当地抢抓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机遇，实施“幸福黄河工程”，这就是
它的“黄色”；同时，滨州在渤海湾
拥有1896平方公里海域、126公里海
岸线、130余万亩沿海滩涂，这就是
它的蓝色；绿色是指滨州深入开展
“四减四增”行动，加强绿色生态
建设，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
湾长制联动发力，全市林木覆盖率
到了31 . 8%；滨州的“古色”是指当
地文化底蕴深厚，拥有吕剧、剪纸
等9个国家级、35个省级非遗项目，
魏氏庄园、龙华寺遗址等5处国家
级、49处省级文保单位。

味道让人回味。发展的味道主
要体现在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速上。
近年来滨州有多项关键经济指标增
速都处于全省第一方阵；产业的味

道主要体现在雄厚的产业基础上。
2020年，滨州五大优势产业集群高端
铝业、精细化工、智能纺织、食品加
工、畜牧水产，营收已超过1万亿元，
达到了10234亿元；科创的味道主要
体现在强力的科创赋能上。“十三
五”时期，滨州高新技术企业、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都有了较大幅度的
增长；开放的味道主要体现在全面
的开放格局上，滨州拥有2个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8个省级经济开发
区、1个保税物流中心，已与178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贸易往来的
企业达532家，连续4年入选中国外贸
百强市；品牌的味道主要体现在一
流的服务品牌上，滨州是全省唯一、
全国首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

温度让人舒适。滨州市扎实办
好各项民生事业，“十三五”时
期，民生支出1462亿元，年均增长
7 . 5%，就业、医保、社保都进入了
全省第一方阵；全市城镇登记失业
率持续控制在2 . 48%以内，新增城镇
就业19 . 9万人。今年，确定了12类156

项民生实事。
“‘十四五’时期，是现代化富强

滨州建设塑成优势、迈向胜势的关
键时期。滨州将锚定‘七个走在前
列、八个全面开创’工作定位，重点
抓好‘九个攻坚突破’。”宋永祥说。

在协同发展上攻坚突破，深入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在科技创新上攻坚突破，
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
金链深度融合贯通，高水平建设

“双型”城市；在动能转换上攻坚
突破，坚持“工业兴市、工业强
市”不动摇；在扩大内需上攻坚突
破，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在深
化改革上攻坚突破，深化重点领域
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
好结合；在对外开放上攻坚突破，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对外开放；在生态环保上攻坚突
破，统筹全市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修复，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在民生改善上攻坚突
破，实施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
提质保障工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安
全发展上攻坚突破，抓好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各项工
作，筑牢平安滨州安全防线。

“全面小康 奋进山东”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聚焦滨州

滨州：发力“九个攻坚突破”

本报济南10月11日讯 9月份
以来，我省出现多次大范围降水天
气过程，导致部分地块土壤水分饱
和，出现农田积水，对在田作物收
获和小麦播种产生不利影响。日
前，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印发
《全省小麦晚播技术指导意见》，
提出对墒情适宜地块，要最大限度
加快播种进度，努力扩大适期播种
面积。对因田间积水、土壤湿度大
造成播期推迟的地块，要落实“四

补一包”晚播技术。
《意见》要求，对于田间积水

严重、短时无法排水的地块，要动
员各方面力量挖沟通渠，有条件的
地方要组织大型机械抽水，尽最大
努力排出田间积水。同时，要抓紧
抢收腾茬，对积水严重的地块，要
发动农户进行人工收获，种粮大户
等无法进行人工收获的，要积极帮
助调度履带式收获机，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进地抢收。

据了解，我省小麦最佳播期在
10月5日至15日，10月底前完成播
种一般对小麦生产不会造成较大影
响。“四补一包”晚播技术包括以
种补晚、以好补晚、以密补晚、以
肥补晚和抓好种子包衣。

《意见》提出，要合理选用早
熟品种，弥补小麦生育期短的不
足，保证正常收获。晚播地块要注
重精细整地，切实提高整地质量，
以好补晚，杜绝在播种基础差的情

况下抢耕抢种。对推迟时间较长的
晚播地块，可因地制宜采用深松、
旋耕、免耕播种等方式进行播种，
确保小麦应播尽播。

晚播小麦要根据“早播少播、
晚播多播”原则，视情加大播量，
一般在适播期后，每推迟一天播量
增加 0 . 5公斤，确保构建合理群
体。同时，要注重提高播种质量，
晚播小麦适当浅播，争取早出苗、
早分蘖、多发根，一般播深以3－4

厘米为宜，确保苗齐、苗全、苗
壮。针对积水地块容易造成养分淋
失的情况，要指导农民在播种时施
足底肥，适当增施磷钾肥，促进壮
苗，增强小麦抗逆能力。积水时间
长的地块要进行测土配方施肥，确
保小麦生长养分充足。另外，田间
湿度大可能增加苗期病虫害发生风
险。要抓好种子包衣或拌种，选择
对路药剂，提高包衣或拌种质量，
降低小麦苗期病虫害发生基数，为
小麦丰收打好基础。

为进一步做好农业生产技术指
导工作，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组织开展“三秋”生产技术指导服务
大行动，成立8个专家指导组，采取
驻地蹲点方式，到各地进行技术指
导。（毛鑫鑫 张双双 贺莹莹）

积极应对因田间积水等造成的小麦播期推迟情况

我省推行“四补一包”小麦晚播技术

最近，不少农民朋友问：持
续下雨，影响小麦播种吗？影响
明年小麦丰收吗？

“阴雨连绵，雨水大，对地
里的庄稼来说，有利有弊。就小
麦播种及其日后生长而言，是有
利的。”10月10日，王法宏研究
员接受农村大众报记者专访时，
开门见山，亮明观点。

王法宏研究小麦栽培 3 0余
年，如今身为农业农村部小麦专
家指导组成员、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十分熟悉
小麦的生长发育，对其脾气习性
摸得一清二楚。

“麦喜隔年墒”“地湿无晚
麦”“麦收八十三场雨”“麦喜
穿针雨”……一连串的农谚，王
法宏信手拈来，脱口而出。每一
句，都对应着一个符合小麦生长
发育规律的道理———

麦喜隔年墒。今年雨水下得

透，墒情好，从现在小麦播种到明
年收获，不用浇水，也能夺得小麦
丰收。

地湿无晚麦。正常年份，山
东小麦适宜播种的日期是：鲁
南、鲁西南地区10月10日至20日，
鲁北地区10月7日至15日，胶东地
区10月3日至10日。现在地里土壤
湿漉漉的，饱含水分，小麦播种
日期适当推迟一些，不会影响后
期小麦生长发育。如果担心小麦
晚播，出苗不全，可以适当增加
播种量，但不能增加得太多。
如，10月20日左右播种，适宜播
种量为每亩20-25斤；10月下旬播
种，播种量为每亩25-30斤；11月
上旬播种，播种量为每亩30-35

斤；即使拖到11月中旬播种，播
种量也不要超过每亩40斤。

麦喜穿针雨。穿针雨，指的
是绵绵细雨，下得时间长一些的
小雨。近期的雨水，便是如此，

慢慢地降，缓缓地下。庄稼地里
的雨水没有浪费，几乎全部渗入
土壤之中，很少形成径流。小麦
生长，特别喜欢这样的降雨。

麦收八十三场雨。小麦要获
得丰收，在其整个生长发育期有
三场透雨便足够了，按照阴历来
说：八月下第一场雨，适合造墒
播种小麦；十月下雨，出苗之后
的小麦就可以安全越冬了；次年
三月再下一场雨，有利于小麦籽
粒灌浆。

详解有关小麦的农谚之后，
王法宏研究员特别提醒：秋雨绵
绵，淅淅沥沥，不要急于播种小
麦，应该等到雨停之后，排水晾
墒；墒情好了，到适耕期再整
地，尽量实施免耕播种；播种延
迟，播量可以适当增加，但播种
不能太深，应适当浅一些，一般
以2至4厘米为宜。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省农科院小麦专家王法宏建议———

排水晾墒后，再实施免耕播种

10月11日，聊城市茌平区肖家
庄镇田庄村，农民驾驶着拖拉机在
田间播种小麦。

正值秋收秋种时间，茌平区在
抓好秋收的同时，积极做好冬小麦

播种工作。在没有积水的地块，农
民抓住晴好天气积极播种，确保来
年夏粮丰产丰收。

（赵玉国 刘浩 摄）

抢抓晴好天气播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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