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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大头在秋粮，重点
是防灾减灾，关键在病虫防控。目前我国
部分地区洪涝灾害严重、南方部分地区高
温热害持续，对秋粮生产构成一定威胁。
各地秋粮生产形势如何？记者采访了部分
粮食主产区农业部门和有关专家。

秋粮基础总体好

在我国第一粮食大省黑龙江省，今年
玉米和水稻两大高产作物面积比去年增加
858 万亩和 278 万亩。目前各类农作物长
势喜人，玉米处于齐雄到吐丝期，水稻处
于抽穗末期，大豆处于结荚期。黑龙江省
农委副巡视员李世润说：“我们进行分类
管理，控制水田水层，采取浅湿干交替灌
水，提高水温，并提早各生育期施肥，加
快水稻生育进程；旱田采取铲前趟一犁、
多铲多趟等措施，放寒增温。总体看，作
物生长期雨、热、光匹配比较合理，生长
发育较好。”

安徽省农委副主任王华介绍，由于 6月
下旬以来水稻产区雨水充沛、气温适宜，生
育进程总体较去年同期加快，苗情良好，
一、二类苗比例达 84.45%，比去年同期增
加 1.85 个百分点。玉米当前总体处在大喇
叭口期，由于播种期内土壤墒情好，播种质
量高，拔节后出现明显降水，长势是近几年
最好的一年，一、二类苗比例达 95.3%，比去
年增加 20.5个百分点。

“今年玉米整体苗情较好，出苗率高，
施肥及时，只要不出现极端天气，丰产很有
希望。”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张世煌说，就玉米而言，非持续性的高温天
气并不会造成过大影响，东北地区授粉、灌
浆期间光照充足是有利于玉米生长的。玉
米少叶，通过提前更换早熟品种可以适当
缓解。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夺取今年秋
粮丰收有很多有利条件。秋粮面积增加、
长势普遍较好，这是重要基础。更重要的
是，国务院近期出台东北秋粮和南方水稻
综合施肥促早熟补助政策，这项防灾减灾
关键举措对东北 1.4 亿亩因低温春涝播期
推迟的秋粮作物以及南方易受寒露风、低
温冷害影响的 6000 万亩水稻，喷施磷酸二
氢钾、叶面肥等给予补助，有利于促进作物

安全成熟。
目前，早稻收获接近尾声，双季晚稻

栽插已过六成，南方双季稻区正在落实秋
粮种植意向的最后阶段。农业部表示，要
种足种满双季晚稻，力争面积扩大 100 万
亩。双季晚稻栽插农时很紧，要加强机具
的调度，组织开展跨区作业，加快水田翻
耕和秧苗移栽，广辟水源，力争近期栽插
结束。

预防早霜减损失

农情专家表示，今年最担忧的还是东
北地区的早霜。东北春季遭遇春涝低温，
始播期推迟 7 天至 10 天，部分地区玉米、水
稻生育进程延迟，特别是内蒙古东部、黑龙
江北部，后期遭遇早霜的风险加大。全年
粮食生产大头在秋粮，全国秋粮生产大头
在东北。目前，距东北秋粮大面积收获还
有两个月时间，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抗灾夺
丰收，就要落实好关键技术，最大限度地减
轻灾害损失。

辽宁省农委种植业处副处长刘永昌介
绍，辽宁提前预防霜冻，对贪青晚熟的水稻
采用灌水措施防早霜，晚间灌、白天排，保
持田间湿润，玉米则在霜冻来临前采取熏
烟法预防。黑龙江农垦农业局局长马德全
说，根据今年特殊的气象条件，水田提早进
行肥水管理，旱田加快深松中耕，防寒增
温，促苗早发。据统计，垦区今年粮食播种

面积 4205 万亩。截至目前，旱田三遍中耕
已全面完成，水田追肥累计 7000 万亩次，
旱田追肥累计 1813万亩次。

多位农业专家表示，东北重点要结合
补助政策促早熟、防早霜。还要积极推广
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增强植株抗逆能
力，规避早霜风险。特别要支持生育期明
显偏晚的地区，如黑龙江第四、五积温带
和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农民喷施叶面肥，
抗低温，确保安全成熟。还要把握住最佳
喷施时期，要集中在 7 月底到 8 月上中旬，
由专业合作社或村组集中组织开展喷施
作业。

此 外 ，南 方 夏 伏 旱 的 危 害 也 不 能 忽
视。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首席专家彭世琪
说，一般有水的稻田，冠层温度比气温低 1
摄氏度至 2摄氏度。要及时浇水，增加田间
湿度。在水稻抽穗扬花前，喷施磷酸二氢
钾和叶面肥，增加冠层湿度，增强叶片抗高
温的能力。对孕穗期受热害较轻的田块，
于破口期前后补追一次粒肥，提高千粒
重。玉米要及时灌溉补墒，增强抗高温能
力，防范“卡脖旱”。

加强监测治虫害

“今年秋粮能否丰收，关键一仗是病虫
防控。”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叶贞琴说，防
控责任要加强，病虫监测要加密。东北地
区要重点监测黏虫、稻瘟病和马铃薯晚疫

病，南方地区要重点监测水稻“两迁”害
虫。要“看好灯、守好田”，第一时间发现
病虫，以最快的速度发布指导信息，开展
应急防治。

黏虫是典型的北迁南回、远距离迁飞
性、暴发性害虫，主要危害玉米、高粱和
谷子等禾本科作物。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研究员姜玉英告诉记者，常年 7 月底到 8
月中旬是三代黏虫的集中发生期，今年这
一时期大部分玉米产区降雨较多，有利于
三代黏虫暴发，预计全国三代黏虫发生面
积达 6000 万亩以上，8 月上中旬将进入发
生危害高峰期，东北、华北、黄淮海等玉米
主产区可能偏重发生。

各地已紧急行动起来。辽宁省政府安
排 2000 万元专项资金，购置大型防治机
械，提高重大病虫防控能力；黑龙江省财
政投入 5000 多万元，补贴病虫专业化防
治组织，购置自走式高杆喷雾机，用于玉
米等高秆作物病虫防控，减轻农民劳动强
度；山东省财政安排 2000 万元，实施玉
米中后期“一防双减”项目，在玉米大喇
叭口期喷施一次农药，减少害虫基数。

中国农科院迁飞害虫实验室研究员罗
礼智说，由于黏虫没有抗药性，针对黏虫迁
飞性、暴发性迁移危害特点，要组织做好应
急防治药剂储备和区域联防联控。调集自
走式高杆高效施药机械，适宜地区积极发
展飞机航化作业，提高防控的快速处置能
力和防治效果。

目前正值病虫害多发期，农业防灾减灾进入关键时期，最要紧的是——

科学防灾保秋粮
本报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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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防灾保秋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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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这里是条大土路，卡车进不来，
所以我们都不敢多种蔬菜，种多了运不出
去。去年通村公路修通后，村里集体种大
棚蔬菜，天天都有卡车来收西红柿和黄瓜，
再多也不怕卖不出去。”河北省涞水县石圭
村村民李文胜高兴地告诉记者。

地处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的石圭村，“出行难”曾困扰这个村村民多
年。2012 年涞水县交通局帮村里建了 5 米
宽的村中路。村里的农产品运出去了，石
圭村谋划着建立了石圭农业园，开展蔬菜
大棚种植。不到一年时间，全村人均纯收
入从 1000多元增加到了 3800多元。

“要想富、先修路”，石圭村的发展无疑
验证了这点。截至 2012 年底，河北省农村
公路总里程达到14.1万公里，占全省总里程
的 86.5%，实现了 100%的乡镇和 99.6%的
行政村通柏油路或水泥路，为河北省 5000

多万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了支撑。
农村公路建设整体规模大、单个项目

小，点多、线长、面广，存在“条子工程”、“人
情工程”、“豆腐渣工程”以及“修好一条路，
倒下一批干部”等现象，始终是困扰农村公
路建设的“顽症”。如何保证大规模的资金
投放不出现“跑、冒、漏、滴”和腐败现
象？为了破解这道难题，河北省从2008年
开始在省内摸索实施农村公路建设“七公
开”制度，在公路建设中初步构建起了具
有河北交通运输特色的惩防体系和权力监
控机制。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高金浩告诉记
者，所谓“七公开”，是指农村公路建设的年
度建设计划、资金补助政策、招标管理、施
工管理、质量监督、资金使用情况以及竣工
交工验收等 7 个方面内容对社会公开。数
据显示，自 2011 年在全省农村公路建设中

全面推广“七公开”以来，河北省农村公路
新改建 2 万公里没有发生一起质量责任事
故，投资近 150 亿元没有发现一起腐败案
件，使全省农村公路质量优良率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七公开’将地方政府、交通运
输部门的责任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融合在一
起，农村公路建设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
持。”高金浩表示。

在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等 3 市 22
个县，属于国家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
困 地 区 ，按 照 有 关 规 划 ，河 北 省 计 划 从
2013 年到 2020 年投入 260 亿元资金用于
特困地区的农村公路建设，将再增加总里
程 1.2 万公里。为了打赢交通扶贫攻坚战
役，河北省出台了《特困地区农村公路建设

“七公开”实施意见》，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交通扶贫中全面推行“七公开”制度，并提
出了“六个全部”的更高要求，即项目规划

全部公开、扶贫项目全部招标、管理标准全
部提高、项目公开全部覆盖、网络公开全部
监控、责任主体全部考核，从根本上监控建
设质量和资金使用情况，确保每一分钱都
用在“刀刃”上。

在加快农村公路建设的同时，河北省
开始摸索完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长效机
制。在实际工作中，农田“蚕食”公路，侵占
路权，是严重影响养护的一个普遍而又棘
手的难题，往往造成公路使用寿命缩短、通
行能力下降、安全隐患增加。为走出这一
困境，河北省引入“七公开”理念，大力推广

“田路分家”，公开田路权属、路树权属、管
护标准，明确县乡政府的主体责任以及省
厅养护工程补助和考核奖励资金，通过完
善养护网络公示平台，推动养护管理工作
标准化。目前，河北省已有 60 个县开展了

“田路分家”工作。

“公开”铺就致富路
——河北省实施农村公路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冯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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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东宁县把发展黑木耳作为富民强县的主导
产业，推进黑木耳“产加销研”一体化。2012 年，全县黑
木耳生产规模 15 亿袋，产值 45 亿元，成为全国产量最大
的黑木耳生产基地。据统计，黑木耳让东宁县农民年人
均收益达 2万元，占农民年人均收入的 75%。

东宁县先后投入 5000 多万元，建成食用菌研究所 4
个、国家级示范园区 2 个，普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26
个，实现了生产的园区化。东宁县还扶持建设 100 家日
加工 2 万袋以上的菌包厂、灭菌厂，使制菌初步实现了

“工厂化”。同时，东宁县与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等
全国 20 多家科研院所联合开展产业技术攻关，并设立了
黑木耳科技奖励基金，用于奖励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
等方面的创新突破。东宁县木耳品质大幅提升，价格也
一路上扬，其中“元宝耳”卖到每公斤 1200元。

为解决农民“卖难”问题，东宁县启动了市场牵龙
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模式，建设了绥阳黑木耳
批发大市场。去年绥阳黑木耳批发大市场交易额突破
100 亿元，交易量突破 18 万吨，占全国批发交易量的
三分之二。

通过发展黑木耳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宏福、运
福、双胜等一批加工企业迅速崛起，开袋即食的黑木耳、木
耳挂面、木耳糖、精品小包装等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
者青睐。

此外，东宁县积极强化产业环节配置，不断完善生产、
加工、销售、研发各环节的社会化分工。目前，全县有锯末
加工经销企业77家、菌需商店19家、草帘编织厂16家，建
成菌袋回收企业 15 家，生产木质煤、活性炭、有机肥等再
生资源，变“白色污染”为“金色收入”。

黑龙江东宁县：

黑木耳育出大产业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王月迪 王宇璇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海市为应对持续高温天
气对蔬菜生长的影响，及时抓好蔬菜播种进度，加强在田
生产管理，目前蔬菜生产供应稳定。

近期上海市郊蔬菜在田面积 53.6 万亩，其中绿叶菜
22.3万亩，地产蔬菜日均上市数量9700吨，绿叶菜日均上
市数量4400吨。据定点监测，7月以来青菜每公斤田头交
易价1.9元，价格较为稳定。针对后续持续的高温以及可能
出现的强对流天气，上海农业部门已积极部署和采取应对
措施，强化蔬菜质量安全监管，做好菜农防暑降温工作，切
实保障地产蔬菜的稳定生产和供应。

上海保障地产蔬菜稳定供应上海保障地产蔬菜稳定供应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报道：贵州省贵阳市通过完善
就业扶持政策、加大创业扶持力度、加强技能培训等举
措，将实现今后每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的60%
就地就近就业，力争到2020年本地劳动力用工率达70%，
农村劳动力创业人数达到6万人。

为实现这一目标，贵阳市将建立市、区、乡三级联动机
制，开展“送岗位、送培训、送政策、送温暖”活动，进一步完
善技能培训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师带徒”培训，加强农
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并将农村劳
动力创业就业列入就业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对象，将返乡创
业专项帮扶资金提高到 400万元。

贵州贵阳市促农民工就地就业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陈跃文报道：浙江省武义
县 18 个乡镇街道均达到新农村电气化标准要求，日前通
过新农村电气化乡镇验收，电气化乡镇比率达到 100%。

针对农村地区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网武义县供
电公司投入 8 亿元资金，大规模开展新农村电气化建
设，截至目前，武义县新农村电气化村已增至 541 个，
实现了新农村电气化乡镇和村全覆盖，提前完成“十二
五”新农村电气化建设目标任务。通过新农村电气化建
设，武义县休闲观光农业蓬勃发展，农民人均年收入大
幅提升。

浙江武义县实现农村电气化全覆盖

本版编辑 刘 佳 制图 夏 一

本报讯 记者王伟、通讯员罗圣英报
道：“观牙知居处，黑齿陈庄人”。由于高
氟水侵蚀牙齿主要是在儿童换牙期间，所
以河南省荥阳市陈庄村多年来有一个习
惯，村子里的孩子到换牙的时候，都躲到
亲戚家，直到新牙全部长出来。现在村里
人喝上了安全的自来水，这一沿袭多年的
习惯也就随之消失了。

从苦咸到甘甜，陈庄村的变化折射出
河南省农村安全饮水问题的大变局。记者
近日从河南省水利厅获悉，经过多年不懈
努力，河南省共完成农村饮水安全项目总
投资 136.1288 亿元，解决近 3000 万农村
人口的饮水难题。

饮水安全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做好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
作，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基本要求。河南省各级政府、各部门把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工 作 摆 在 突 出 重 要 的 位
置，按照“全面规划、城乡统筹、合理
布局、规模建设”的原则，建设以大型
集中供水工程为骨干，单村、联村集中
供水工程为补充的农村供水网络,全省现
有集中供水工程的水源主要采优质地下
水源，通过铺设管道供水至各家各户，
实现深井取水、压力供水、管网输水，
农村饮水安全状况显著改善，供水到户
率达到 95%以上。

据悉，河南各地将继续强化农村饮
用水安全工程建设和管理；加强农村饮
水水源建设、保护和管理；合理规划与
布局饮水水源地，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
进行调整；加强公众参与；启动“村村
通自来水工程”，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确保到 2020 年全省农村居民使用
达标水。

河南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成效显著
近3000万人喝上放心水

受热带风暴“飞燕”外围云系影响，近日，贵州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还降下暴

雨。在贵州部分出现降雨的重旱区，当地群众抓住降雨改善土壤墒情的时机，改种其他

作物。图为 8 月 4 日，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大龙乡甘昌村村民在已经绝收的稻田里整理

土地，准备补种蔬菜。 新华社记者 杨洪涛摄

工行注入 3 亿元助雅安恢复茶产业

本报讯 记者杜芳、实习生尹书蓉报道：“4·20”四
川雅安强烈地震发生后，当地茶产业受到重创。日前，为
支持雅安茶产业灾后恢复重建，中国工商银行注入 3 亿
元，联合雅安茶厂推出系列理财投资产品，帮助雅安藏茶
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

雅安是全国藏茶最大的生产加工基地，雅安藏茶传
统制作技艺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藏茶产业。金融机构
结合目前的市场需求，挖掘藏茶投资潜力，有针对性地
推出雅安藏茶金融产品。此次与金融机构合作的茶厂是
雅安藏茶的龙头企业，拥有悠久的制茶历史，产品畅销
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