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 阜阳市颍东区恒发农机专业合
作社的无人机助力小麦“一喷三防”。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本报通讯员 戚武奇 摄

图②：日前，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办
事处在辖区举办活动， 通过现场讲解和发
放宣传材料，让群众了解购种常识，增强辨
别种子真伪、优劣的能力。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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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供给
科学备耕

■ 许根宏

人勤春光好，江淮备耕忙。春耕备耕讲究
“天时地利人和”，应强化优质农资、科技、政
策及市场订单供给，做到科学备耕，以促进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强化优质农资供给。 备战春耕的 “第一
仗”便是确保优质农资的及时供给。 当前，农
资销售进入旺季，各地农业农村管理部门、农
业技术推广机构、市场质监部门及供销部门，
应联合开展“农资打假保春耕”专项活动，重
点对农药、化肥、种子等农资市场进行拉网式
检查， 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农资商品流入市场
而伤苗害农，守好备耕“第一道防线”。

强化农业科技供给。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要充分发挥科技促丰收的“定海神针”作用。 各
地涉农部门应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到田间

地头，开办新技术下乡、田头传技等“田间课
堂”，让农民一听就懂、一看就会。 鼓励各镇、村
“土专家”和“田秀才”与乡亲“结对子”，开展经
验交流，帮助进行科学选种、施肥、除草、灌溉，
不断提高农民科学种田的意识和水平。

强化市场订单供给。 了解农产品供求信
息，才好调整结构，避免盲目跟风。 订单农业
是抵御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 要组织农民加
强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经纪人联系，及早
为农产品找好“婆家”，合理安排春耕生产。

强化惠农政策供给。 要做好国家惠农政
策的宣传讲解，让党和国家的各项好政策“落
地”，让广大农民吃上“定心丸”，提高生产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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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人备战“飞防”

■ 本报通讯员 戚武奇 本报记者 安耀武

“速度调慢点，高度再低点，这样操作，无人
机‘飞防’小麦的效果才好。 ”3 月 25 日，在阜阳
市颍东区老庙镇向阳村郭湖自然村的田头，绿
油油的麦苗秆壮叶肥，长势喜人。 田埂上，恒发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菜篮子飞防队忙着培训新飞
手，为接下来的春小麦“一喷三防”做好准备。

恒发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恒文是当地
的农机大户，也是菜篮子飞防队的发起人。 每年
一到小麦“一喷三防”的季节，李恒文都要提前
半个月筹划“飞防”演练的事，首先要做的是“圈
地”，航拍要喷防的小麦地块，再在电脑里进行
飞行地界定位，精准确定飞行往返点，划出飞行

区域，确保“一喷三防”全覆盖；接下来，把确定
下来的“飞防”区域地图分块打包发给机手，让
机手按地图进行飞行演练，熟练掌握飞行技巧，
一名好飞手一天能“飞防”800 亩左右。

“灌水、调试、起飞、悬停……经过连续多天
的培训， 今年新加入的 6 位新机手已经能够单
独操作了。 ”李恒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着一
旁负责训练工作的菜篮子飞防队队长马明利
说，“今年老庙镇的小麦‘飞防’任务有 6.2 万亩，
统防统治不能掉以轻心，全镇人的‘粮袋子’可
全攥在咱手里，要打起精神来，马虎不得啊！ ”

据马明利介绍， 菜篮子飞防队成立于 2016
年，参加全镇的春小麦“一喷三防”工作有几年
了，是当地一支信得过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飞防队”从当初的 4 台遥控无人飞机发展到现
在的 60 多台，飞行机手从当初的 3 人发展到现
在的 40 多人，“飞防”区域也从小地块作业到全
镇大范围作业，120 多名 30 岁左右的本地“新农
人”在李恒文的带领下，感受到农业现代化科技
化在农业生产中的高效率。

李平就是其中一位“新农人”。 今年 30 多岁
的李平在李恒文影响下， 以一台拖拉机加入恒
发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始， 又陆续购置了小麦种
肥一体播种机、联合收割机，发展规模种植 100
多亩地，现在又“玩”起了无人机“飞防”。 “经过
这两年的培训学习，我现在一天能‘飞防’500 亩
左右，按照一亩地一块钱价格，收入还是很可观
的。 ”李平高兴地说。

打响“涡农”金招牌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涛

“1800 多亩种的都是涡麦 9 号，这个小麦品
种不错，去年平均亩产超 1000 斤，现在周边农
户都种它。 ”3 月 24 日，在涡阳县新兴镇寺后村
的飞达种植合作社， 正在植保作业的合作社负
责人周俊合告诉记者，“这几天主要是给小麦施
肥和防治病虫草害，三天时间就能防治一遍，一
周时间能施一遍肥。 ”

涡阳县农业部门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涡阳
县大力实施专用品牌粮食计划，2021 年全县品
牌粮食种植超过 180 万亩， 达到种植总面积的
93%以上。 “大多是本地选育的新品种， 优质高
产，抗病虫害强。 ”该负责人说，涡阳县被省农业
农村厅认定为省优质专用粮食生产小麦示范基
地和省优质专用粮食生产大豆示范基地， 成为
全省唯一拥有两个示范基地的专用品牌粮食生
产县。

种植品牌粮食带来的效益如何？ 涡阳县楚
店镇种粮大户张子富深有体会。 去年，他家夏粮
大丰收，涡麦 9 号最高亩产达 824.7 公斤，刷新
了全省小麦单产最高记录。 “不仅产量高，品质

优，价格也高。 ”张子富说，他的 100 多万斤优质
小麦每斤比普通小麦多卖 0.12 元， 仅小麦一项
就增收 20 多万元。

“涡麦 9 号是由亳州市农科院培育的高产、
优质、广适型半冬性小麦新品种，面粉质量达到
国家强筋标准。 目前已在安徽、江苏等省推广近
300 万亩。 ”亳州市农科院原院长杨玉亭介绍，涡
阳县在加大对优质、 多抗农作物新品种技术研
发的同时，大力推广高产、优质、广适小麦品种，
普及推广绿色增效集成标准化栽培技术， 依靠
科技提质增效。

和涡麦 9 号相媲美的还有亳州市农科院研
发的大豆新品种———涡豆系列新品种。 “我们培
育的‘涡阳大豆’系列品种亩产可达 300 公斤，
大豆外观呈圆形或椭圆形， 籽粒均匀、 中等偏
大，外表呈金黄色，色泽光亮润泽，皮薄且脐为
浅褐色。 ”育种人姚莉说。

据介绍， 涡阳大豆是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
批准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营养成分含量高、脂
肪含量低，蛋白质含量达 47.12%，比普通大豆高
7%，市场认可度高。 “每年来村里收购大豆的经
纪人很多，不愁卖不出。 村里还有酱油加工厂，

大部分农户的大豆都通过订单销往各地的工厂
里。 ”涡阳县马店集镇魏庄种植户魏丰收说，“涡
阳大豆”品质好，每斤比普通大豆贵 2 毛多钱。
经过几年的政策和市场引导，收完小麦种大豆，
已成为涡阳农民的种植新习惯。 目前，全县“涡
阳大豆”的种植面积达 100 万亩，年均总产量约
20 万吨， 是名副其实的全省高蛋白大豆种植加
工第一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位于涡阳县的亳州
市农科院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以刘伟民、姚
莉等为代表的一代代育种人，一任接着一任干，
每年都有优质小麦和优质大豆选育新品种问
世，尤以皖麦 38、涡麦 9 号、涡豆系列等名声远
扬， 其中皖麦 38 曾获 2001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尝到品牌粮食益处的涡阳县明确提出：将
全面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实施硬质小麦、
优质大豆、义门苔干三大标准化种植建设行动，
创建地域特色鲜明的“涡农”金招牌，提高本土
农业“芯片”核心竞争力，夯实农业高质量发展
基础，促进乡村振兴。

“田间课堂”助春管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韩惠

正值小麦田间管理、 促进苗情转化的关键
时节，淮北市相山区“小麦春季田间管理技术培
训现场会” 日前在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张楼村
举行，专家们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生产指导，做好
技术服务。

“今年的小麦苗情好于常年，大部分作物已
进入拔节期，施好返青拔节肥非常重要。 ”田地
里绿油油的小麦长势喜人，站在地头，淮北市农
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刘伟给村民们讲
起了春季田管课。 由于近期温度偏高，小麦生长
密度高， 易发病虫害。 现场扒开麦苗仔细查看
后， 刘伟给村民们讲解虫害防治的药剂选择和

使用配比。
春节刚过，相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及时组织

区、镇农技人员 30 余人，下村入户，走进田间地
头和大棚温室，查苗情、查墒情，并邀请专家开展
宣传培训、加强技术指导，全力抓好小麦春季田
间管理，力争稳产高产。 该局科教中心主任李清
亮介绍，农技部门开展肥料统配统施、病虫统防
统治服务工作，通过招标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
防“一喷三防”，对 2 万亩地块面积较为集中的农
田统一作业， 争取在 4 月 20 日小麦孕穗扬花期
完成。

“农技专家讲管理，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具体
问题，我们这心也能放到肚子里了！ ”种粮大户
叶朝京高兴不已。 前不久，“倒春寒”来临，可能

直接影响麦苗抽穗生长。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村民们特别关注天气变化， 提前做好 “以水调
温”、喷洒防冻剂等防护措施，以科学预防和正
确应对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灾害损失。

除了近 5 万亩小麦， 渠沟镇辖区内华力蔬
菜专业合作社、至诚蔬菜专业合作社及绿优等
多个家庭农场等果蔬种植总面积 8000 余亩。目
前正值芹菜 、甘蓝 、生菜 、西红柿 、四季青等应
季蔬菜采摘、运输、销售时节，相山区农技部门
指导村民 ， 做好果蔬留地保鲜期间的技术管
理 ，引导农户及时开展采摘后的清园 、施肥等
农活；对即将进入播种阶段的土豆、甜瓜、茼蒿
等农作物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确保不误农时保
丰收。

因地施种“土生金”

■ 本报见习记者 陈成

“小龙虾一般都是晚上出来觅食，这个时候
投放饵料最好。”3 月 24 日，在宿松县汇口镇曹湖
村桂忠家庭农场稻虾轮作基地，基地负责人吴爱
忠一边给田里的小龙虾投食一边跟记者说。

桂忠家庭农场地势南高北低，一到雨季，田
地容易积水，造成农作物减产。“2015 年，我与家
人流转土地组建农场种植小麦， 当时小麦亩产
值 300 多元，而每亩种植成本就近 300 元，几乎
无利润可言。 ”吴爱忠回忆道。

2018 年，在政府的引导下，农场开始采用稻
虾轮作模式，一季种水稻一季养龙虾，增加农田
收益。 吴爱忠说：“现在农场总共流转土地 1115

亩，稻虾轮作面积有 750 亩，每亩小龙虾养殖成
本虽然在 1000 元左右， 但亩产值能达到 3000
元左右。 ”

时下正是小龙虾成长期，记者放眼望去，只
见过半田地已变为“水塘”，田地四周间次放着
笼子。 投料、改底、补钙……吴爱忠和工人们忙
得不亦乐乎。 “6 月中旬是水稻播种的季节，那时
我们要提前几天将水排干 ， 然后撒上水稻种
子。 ”吴爱忠告诉记者，“龙虾的粪便充当有机肥
渗入土壤，不仅每亩地省去了一半的化肥，产出
的粮食颗粒也更加饱满。 ”

因地制宜，提质增效，让低产田变为“致富
田”的事例在宿松多地出现。 在长铺镇横山村的
宿松新神农生态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生产基

地， 记者看到成片的油茶树在阳光的映照下苍
翠欲滴，一些油茶树已经挂上了小茶果，工人们
忙着给茶树修枝、施肥。 “修枝是眼下重要的一
个环节， 去除弱枝枯枝才能保证油茶树的光照
和养分。 ”合作社理事长余春枝说。

横山村境内多丘陵，土地分散，村民多外出
务工，土地长年荒废。2011年，宿松新神农合作社
成立，流转农村闲置土地，修建水平梯带，引进优
质油茶苗，采用现代化农业管理模式。 “这里的气
候、土壤都非常适合油茶的生长，而且油茶经济
效益好。 ”余春枝解释道。 目前，宿松新神农合作
社已建有标准化油茶园， 平均亩产油茶鲜果达
800公斤。 去年，该合作社又通过改善土质、土地
平整等办法开辟了 500亩坡荒地种植油茶树。

放心农资下乡来

■ 本报记者 刘洋

查看农资产品的标签标志， 核对农药登记
证号、生产许可证号、生产日期等，现场检查农
资经营有无违法销售行为……3 月 23 日， 铜陵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前往义安
区，与该区农业执法人员联合开展春季种子、化
肥、农药专项执法检查。

“农资质量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假冒伪劣
种子直接影响农民的收成和粮食生产的稳定，
产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农资经营台账一定要
完善细致。 ”在顺安镇丰谷农资有限公司，铜陵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戈利青对该

公司的进销货台账进行了细致查看。
春耕备耕时节，农资销售开始进入旺季。 戈

利青告诉记者，3 月初他们就已制定专项检查方
案， 从 3 月中旬开始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到各乡
镇、各农资经销网点开展现场执法检查，严厉打
击和惩处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等违法行为。 “从目
前的检查情况来看，总体情况良好，少部分农资
经营场所存在生活区、经营区分区不严格问题，
我们现场指出并要求其立即整改。 ”戈利青告诉
记者，在全面检查的同时，他们还将适时联合专
业鉴定机构开展抽查， 确保广大农民用上放心
种、放心药、放心肥，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群众
的利益。

春耕农资要“放心”，市场供应同样不能少。
“根据市场需求， 我们已经协调了普济圩供销公
司、正德物资公司等系统内企业组织调运、储备
农资。 ”铜陵市供销合作社综合业务科科长金陈
山介绍， 他们还多渠道促进供销网点与种植大
户、农资经营终端点联系，并采取电话预约、网上
销售、配送上门等方式，保障农资供应及时到位。

记者获悉，铜陵市农业、供销等部门加强春
耕农资的调度保供。 目前全市春耕种子、化肥、
农药、农膜等农资储备较为充足，春耕备耕种子
库存数量 1997.4 吨，肥料库存 6.3 万吨，农药库
存 70 吨， 小麦赤霉病防控药剂已订单安排，确
保满足生产需要。

图③：3 月 22 日，来安县雷官镇农技站
工作人员在该镇黄桥村指导小麦病虫害防

治。 当前是小麦返青拔节期，也是小麦纹枯
病防治的关键期， 该县组织近百名农技员
下乡作田管指导 300余次。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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