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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壮苗行动结硕果，当前小麦苗情转化比较理想

我省麦田一二类苗占比大幅提升
  科技壮苗行动结出丰硕成果，
当前我省小麦苗情转化比较理想，
一二类苗占比大幅度提升，不仅好
于入冬之前，也好于预期，而且呈
现持续向好态势，为夺取夏粮丰收
奠定了坚实基础。
  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具体苗
情如何？本报记者分头对胶东、鲁
中、鲁西南、鲁西北的 4 个县市进
行了采访。

胶东莱州

农技部门多站点协作

  “去年秋天雨水多，小麦比往
年晚种了10 天。按照技术员建议，
我多下了一些种子，出苗还算可
以。不过，开春时麦苗弱，我挺着
急。按照技术员的指导来管理，没
想到现在长得这么好。只要后期管
理跟得上，丰收不成问题。”4月5
日，天气晴好，望着正在拔节的麦
苗，莱州市城港路街道朱旺村村民
杨维松喜不自禁。
  杨维松经营着一家农机合作
社，自己还流转了1106 亩土地，其
中1000 亩种了小麦，是远近闻名的
种粮大户。
  “莱州素有胶东粮仓之称，保
粮食安全责任重大。冬小麦种植面
积每年保持在50 万亩以上，今年达
到了55 万亩。”莱州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杜英杰介绍。受去年秋季天
气影响，莱州市小麦播种普遍偏
晚，小麦苗情总体偏弱，是近年来
越冬期苗情最复杂、弱苗比例最高
的一年。为了保证粮食产量，农
技、植保、土肥等多站点联同协
作，开展科技壮苗行动。农技人员
走进田间地头，现场授课，拍视频
做节目，发放明白纸，通过多种形
式指导农业生产，为农民提供保姆
式服务，为夏粮丰产增收提供技术
支撑。

  “清明节前，莱州下了场雨，
这场降雨对小麦的生长比较有利。
经过田间实地考察，目前我市麦苗
群体长势好，一、二类苗占比与往
年同期持平。”莱州市农技推广中
心农技站站长张鑫说。

鲁中桓台

统筹370 万元助力春管

  4 月 6 日，在桓台县田庄镇大寨
村，科信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高杆喷
药机正在作业、植保无人机低飞前
行，一场春季麦田管理的“陆空”
交响乐正紧张有序地演奏。
  桓台县小麦种植面积 30 . 9 万
亩，因受去年秋汛影响，冬前苗情
弱于常年。面对不利因素，桓台县
农业农村局早发动、早指导、早落
实，促进了麦田苗情转化升级，小
麦群体合理、个体健壮。
  为了抢农时、促春管，桓台县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积极采
取措施，先后建立10 个苗情、墒情
监测点，定期监测，为指导做好春
季麦田管理提供依据。
  2 月上旬，桓台县抽调农技人
员组成 4 个技术指导组，包镇开展
技术指导。目前，已举办科技壮苗
培训班 6 期，培训农民 530 0 余人
次，发放明白纸6500 余份。桓台县
农业农村局农艺师王锡久说，桓台
县在春节过后及时组织农民落实镇
压划锄、分类运用肥水、病虫害统
防统治等技术措施。截至目前，全
县已镇压 9 . 63 万亩，划锄 11 . 38 万
亩，浇水施肥14 . 91 万亩。
  今年桓台县统筹整合了涉农资
金 370 余万元，自 3 月 23 日起组织
了 120 余台自走式四轮高杆喷药机
械，对全县小麦集中开展小麦根病
春季统防统治作业，提高小麦病虫
害防治效果和作业效率。
  “从近日调查情况看，全县一类

苗 30 . 09 万亩，占比 97 . 38%，较冬前
增加 29 . 99 万亩；二类苗 0 . 81 万亩，
占比2 . 62%。”王锡久表示，目前桓台
县土壤墒情充足，利于小麦生长。

鲁西南郓城

分类管理促弱转壮

  “准备好了，开始放水吧！”
4月7日上午，在郓城县侯咽集镇张
龙庄村北，高立穿着胶鞋，把喷灌
枪拉进麦田，接上水带，朝着和他
一起浇地的村民喊道。
  高立是郓城粮好公司的职业包
地人。该公司现流转、托管粮田近
2万亩，有职业包地人13 位。
  “这块地的小麦晚播了一个
月，一直到开春才破土，属于三类
苗。”高立说。为了壮苗，他在浇
地前每亩撒了30 斤尿素，后期打算
在小麦扬花、孕穗时，通过飞防、
喷施叶面肥，给小麦补充营养素。
高立包的 1000 亩小麦，除了这块
400 亩的地是三类苗，其他的地，

现在都属于一、二类苗。 
  郓城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山东省 4 个超级产粮大县之一。今
年，全县小麦面积 14 4 万亩。目
前，大多数小麦处于拔节孕穗期，
也是肥水管理的关键时期。
  “我们县针对小麦不同长势情
况，分类管理。”郓城县农业农村
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朱以发介
绍。另外，针对农资价格上涨幅度
较大的情况，郓城县及时协调贷款
8000 万元，帮扶 32 家企业备足农
资，确保满足小麦追肥需要。
  “现在，全县小麦已普施一遍
肥，浇水面积达到80%。“朱以法
介绍，苗情长势较冬前变化较大，
全 县 三 类 苗 面 积 由 冬 前 的 接 近
50% ，减少到不足 10% ，一、二类
苗面积达到90%。

鲁西北禹城

请来专家现场授课

　　禹城市安仁镇高老吾村的大片

麦田郁郁葱葱。 4 月 7 日，种粮大
户齐长杰正忙着给自家的 900 亩小
麦喷洒农药，一台植保无人机正在
麦田上空作业。“一天大概能喷药
300 亩。小麦进入拔节期，施肥、病
虫害防治是关键。”齐长杰说。
　　去年秋天因连续降雨，小麦播
种晚，苗情偏弱，三类苗较多。齐
长杰十分着急，几乎天天往地里
跑，查看苗情。现在看着多数麦苗
由三类苗转成二类苗、一类苗，他
终于露出了笑容。
　　“禹城小麦播种面积达到75 万
亩。去年秋季多雨渍涝导致冬小麦
播种推迟 10-15 天，加之部分麦田
播种时土壤过湿，整地播种质量较
差，冬前小麦偏小、个体偏弱。”
禹城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陈立
娟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禹城市鼓
励引导农户早下田、早管理，镇压
划锄，促苗早发。春季麦田管理以
“促弱转壮、保蘖成穗、构建合理
群体”为主攻方向。 1 月底，禹城
市农业农村部门派出11 个技术组、
100 多名农技服务人员，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技术指导，
促进冬小麦弱苗转壮。
　　2 月 24 日，禹城市在房寺镇召
开了冬小麦科技壮苗推进会，邀请
国家小麦产业体系岗位专家石玉教
授等，现场为种粮大户、合作社负
责人讲解了麦田管理关键技术和病
虫草害防控技术。
　　禹城市农业农村局最新提供的
调查统计显示，当前，该市麦田
一、二类苗的比例已经提高到 84%
左右。
  采写：农村大众报记者 姬飞
燕 张超 魏新美 王萌 
  通讯员 杨永杰 许洁琼 赵
考壮 
  统筹：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
建志

　　本报济南讯　省气象台 4 月 7
日 11 时发布海上大风黄色和内陆
大风蓝色预警信号：8 日中午到10
日，南风，聊城、德州、滨州、东
营、济南、淄博、潍坊、青岛、烟
台、威海、日照 5- 6 级阵风 7- 9
级，其他地区 4-5 级阵风 6-7 级；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
7级阵风9-10 级。
　　8 日至10 日，全省大部地区森
林火险气象等级为五级，极度危

险，林内可燃物极易燃烧，极易蔓
延。气象部门提醒，政府及相关部
门做好防大风工作；相关水域水上
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应对措
施，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
锚、搁浅和碰撞；加固设施农业、
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停止露天
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危险
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尽量转到避风
场所避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
建议做好防范。（方垒 顾谦）

大风预警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

  近期，受外省市疫情外溢影
响，省内多地出现零星散发感染
者，各地及时采取了管控措施。与
此同时，各地积极组织生产，做好
精准防疫，面对人员流动减少的情
况，全力保障货物运输“不断线”
“跑起来”，为疫情期间的生产生
活提供坚实物资保障。
  4 月 6 日下午3 点，大棚里的温
度稍有下降，临邑县恒源街道张油
官村开始忙碌起来——— 又到了村民
进棚收割蔬菜的时候了。张油官村
是一个蔬菜种植专业村，以种植叶
菜为主，主要销往济南。
  村民齐树芳来到田里，比较
了几个大棚内的蔬菜长势后，根

据收购商的需求量，圈出要收割
的大棚。“今天收购商给了 6 个大
筐，油麦菜、油菜、小葱各要两
筐。”
  齐树芳今年 51 岁，她家种了 5
亩蔬菜。
  来大棚收菜的有 4 个人，分别
是齐树芳两口子和两名雇工。 4 个
人分工明确，两个人在前面割菜，
一个人在后面去毛根、废叶，齐树
芳的丈夫押后，负责推车、洗菜、
装筐。雇工都是齐树芳从十里堡村
雇来的。“俺们是一个社区的，俩
村离得很近。最近10 天，我们这儿
做了 3 次核酸检测，大家都是阴
性，干起活来也放心。”齐树芳

说，在防疫方面，当地菜农都很小
心，这段时间尽量雇用附近村的
村民。
  齐树芳介绍，张油官村有 400
多亩蔬菜地，出货量与疫情发生前
没有太大变化，除了油菜因种植面
积减少，一斤涨了七八毛外，小
葱、油 麦 菜 等 菜 价 和 往 年 基 本
持平。
  “每天上午，车从济南回来
后 ， 司 机 要 先 去 医 院 做 核 酸 检
测，车和菜筐都要消毒。”王丙
华是村里的蔬菜购销大户，他从
事这一行当已经 30 多年了，他自
己有两辆大货车，另外还常年租
用五六辆货车往济南匡山蔬菜批

发市场运菜。
  “从出村到进济南市、进市
场，要检查四五次核酸检测证明。
没有证明，既出不了村，更进不了
济南。”王丙华说。
  晚上10 点，所有蔬菜周转箱都
用保鲜膜覆盖起来，经过最后一遍
消毒后，车辆陆续从张油官村出
发， 2 个小时后到达济南匡山蔬菜
批发市场。车辆消毒、人测体温、
查“三码”、看核酸检测报告……
证明齐全后，王丙华才获准将车驶
入批发市场。
  0 点 30 分，批发市场的食品安
全检测员来到车前，按蔬菜品种随
机选取几筐蔬菜，从每筐中抽出少

量菜后立即返回检测中心。
  “农残检测不合格时就要赶紧
通知相关部门，并对不合格蔬菜及
时处理。”市场工作人员说。
  半小时后，农残检测的结果出
来了：合格，蔬菜可以销售。很快
有果蔬店老板、电商等前来批发蔬
菜。王丙华一直忙活到上午 8 点
多，才抽出空吃口饭。“希望自己
的辛苦可以让更多市民及时吃上放
心菜，也盼望我们早日战胜疫情，
恢复往常的日子。”他咬了口烙饼
笑着说。
　　“我们街道种有 1000 多亩蔬
菜，每天运往济南 5 万余斤。疫情
期间，我们一方面确保菜农的农资
供应，生产出保质保量的蔬菜，另
一方面给货运车辆提供各种便利条
件，精准执行防疫政策，努力做到
防控、保供两不误。”恒源街道党
工委委员孙友帅说。

做好精准防疫，积极组织生产，临邑县张油官村———

全力保障蔬菜供应“不断线”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乔慎 许本庆　孙小虎

  4 月7 日，在邹平市韩店镇韩店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架大型指针
式喷灌机正在进行喷灌作业。         （霍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