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亮点

温室大棚巧浇水

环境密闭的温室大棚，若空气
湿度增大， 病害极易发生蔓延，加
之秋冬温度较低，稍不注意还可能
引起低温冻害。

怎么浇水？ 做到膜下暗灌，有
条件的可实行膜下渗灌。 这样可
以有效阻止地面水分的蒸发，降低
温室大棚内的空气湿度，防止病害
发生。

何时浇水？ 浇水最好选在晴
天的上午， 此时水温与地温较接
近，浇水后根系受刺激小、易适应。
同时，地温恢复快，这样可有足够
时间排除温室内湿气。 而午后浇
水会使地温骤变，从而影响根系的

生理机能。 下午、傍晚或是雨雪天
都不宜浇水。

浇多少水？ 冬季，温室大棚内
的浇水量要根据天气、植株生长情
况而定，不宜大水漫灌。 一是这样
会明显降低地温，妨碍根系对养分
的吸收， 使其正常生长受到影响；
二是这样容易增加温室内的空气
湿度，从而引发病害。

浇水后需注意什么？ 浇水当
天，要封闭温室大棚，提高棚内温
度，以气温促进地温。 待地温上升
后，要及时通风排湿，使室内空气
温度保持在适宜范围内，以利植株
的健壮生长。 （甲乙）

饲料价格持续涨 养猪成本创新高

■ 本报记者 刘刚

进入冬季后，我省生猪市场逐渐
回暖，猪价比上月初小幅上涨。 但与
此同时， 饲料价格也开始明显上扬，
生猪养殖成本再创新高，养猪业仍然
不景气，仔猪购买积极性依旧低迷。
饲料价格持续上涨

“现在我们的成本很高，压力很
大，生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还是没能让
我们树立信心。 ”11 月 29 日，合肥安
泰养殖场负责人王干松向记者介绍
目前的养猪困境，目前养殖场存栏生
猪 4 万多头，11 月中旬饲料价格持
续上涨，养殖成本增加非常明显。

王干松告诉记者，这几天仔猪饲
料、母猪饲料等都在快速上涨，每吨

比上月都要上涨 300 元左右，每天养
殖场都要多花近 1 万元的饲料钱，资
金压力很大。

金寨县白塔畈镇养猪户王为雄也
感到目前的饲料价格非常高。 “前几天
买了 10 吨仔猪饲料， 每吨竟然高达
4300 元，比上月涨了 300 元，比去年
同期上涨 1000元。 ”王为雄说，他养殖
生猪已经 20多年了，当前的饲料价格
应该是历史最高的， 他目前每月需要
用 50吨饲料，要比去年多花 5万元。

“饲料价格真是太高了，说涨就
涨，我们中小养殖户压力很大。”安庆
市皖河农场养殖户陈庆文说，虽然最
近生猪价格涨了一些， 但和饲料相
比，幅度还是小的。 现在每吨饲料都
要比去年同期上涨 1000 元左右，这
样的涨幅确实令他很紧张。

养猪成本继续升高

饲料价格的上涨让生猪养殖成
本增加， 这也是养殖户感到最头痛
的 。 “最近的生猪价位在每斤 9 至
9.2 元，虽然比前一段时间涨了一两
元， 但养猪业并没有摆脱低迷的困
境。 ”歙县郑村镇养猪户汪立春说，
由于饲料价格上涨， 目前养猪成本
达到每斤 9 元，是历史新高。 往年生
猪每斤 8 元都有利润， 如今每斤 9
元都没利润。

王为雄和汪立春有同感，当前生
猪价格虽然比上月上涨，但饲料价格
的持续上涨让养猪成本增加不少 。
“我的养猪场每斤生猪成本至少在
9.2 元， 所以目前的猪价只能让他保
本而已。 ”王为雄说，如果是去年，每
斤 9.2 元的猪价会让他很满意，可今
年冬天这样的价位已经不足以令他
感到“温暖”。

在养猪仍然保本的前提下，仔猪

销售依旧低迷。 王干松告诉记者，目
前 30 斤重的仔猪价格是 450 元，14
斤重的仔猪价格是 300 元，比上月涨
了 100 元左右，但仍然比去年同期低
了 600 元。 “仔猪有价无市，购买者寥
寥无几， 大家对养猪业的前景不乐
观。 ”

猪价上涨空间有限

很多养殖户关心今冬的猪市走
向， 据安农大殷宗俊教授分析，2021
年三季度全国生猪存栏 43764 万头，
较上年同期增加 6725 万头， 同比增
长 18.16%，已接近 2014 年之前高存
栏水平。 因此，随着近期价格的反弹
以及养殖利润的恢复，农业农村部发
出预警，根据 11 月 11 日召开的生猪
生产部门协调会和生猪养殖企业座
谈会来看， 生猪生产于 2022 年二季
度全面恢复，近期猪价的反弹并没有

改变供应宽松的基本面。
根据农业农村部、国家统计局信

息 ， 截至 10 月末 ， 全国能繁母猪
4348 万头，较 9 月末的 4459 万头减
少 111 万头，环比下降 2.5%。 假设当
前养殖利润的恢复并未改变养殖企
业对于后市的悲观预期，每个月仍然
保持 2%左右的降幅， 能繁母猪存栏
量将在 2022 年一季度末调整至正常
水平。

专家认为，近期农业农村部出台
能繁母猪产能调控方案以及生猪收
储的政策提振市场情绪，但生猪产业
链整体仍处于供应过剩状态。并且养
殖利润改善后或导致散养户产能退
出节奏变慢，在下游需求平稳的状态
下，价格难有大幅上涨动力。 不过临
近年关，季节性旺季消费的启动支撑
价格，但年关过后，随着消费的回落，
价格将承受较大的回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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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种养一屏“掌控”
初冬时节，走进怀宁县平山镇

钵盂湖绿洲禽业合作社的养殖基
地，这里表面上看起来与普通地方
并没有多大差别，但十几个高清摄
像头对准基地每一个角落，水下还
安装了几十个传感器。 基地里，200
多头小黄牛都配套了 RFID （射频
识别）标签，通过固定式和手持式
RFID 识读设备， 记录黄牛饲养全
过程。 “数字农业给我们提供了智
能化管理，减轻了劳动强度，降低
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农业生产效
率。 ”合作社负责人范群英说。

自 2020 年开始， 怀宁县智慧
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怀宁县
“掌上农业” 移动信息采集系统正
式投入使用，开启该县数字农业新

模式。 “以前采集农业空间信息，技
术人员需要拿很多专业设备到农村
打点测量， 现在只需要带着手机就
可以进行信息采集。”怀宁县平山镇
农业站长潘尤学说。 “掌上农业”突
破空间信息采集瓶颈， 不受限于专
业设备、专业人员、地形地貌、天气
时间， 采集人员只需在手机上进行
操作， 将采集信息同步上传到后台
数据中心， 就可以快速获取农业空
间信息，一屏“掌控”农业发展态势。

多功能的 “掌上农业” 管理系
统，目前在怀宁县大显身手，其中的
数字化技术已被该县众多种养大户
所应用。轻点手机，查看稻田里龙虾
生长情况；在线下单，优质农产品销
往千家万户……“目前，我们正在着

力推进构建‘天空地’一体化遥感监
测体系，其中‘天’指的是卫星影像，
‘空’指的是无人机航拍，‘地’指的
是耕地信息的采集，三位一体、全方
位动态监测农业项目进展。 ”怀宁县
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王育红介绍。

“我坐在家里，通过手机就可以
看到几公里外 3000 多亩稻虾共生
基地的温度、湿度、光照、病虫害等
信息，线上还有农业专家指导。 ”该
县平山镇种植大户程国才高兴地
说， 他家的大米在市场上价格非常
高，每斤 8 元还不愁销路。

（钱续坤）

智慧农业

冬春种菜中午喷药不宜

一般来说， 菜农在夏秋季节
都不会在晴天中午喷药， 因为其
间温度高，很容易发生药害。 但是
在寒冷的冬春季节， 很多菜农都
会选择在中午喷药。 他们的想法
是， 冬春棚内温度较低、 湿度较
大， 喷药后不能较快较好地发挥
药效。 如果中午喷药，在阳光的照
射下，药液干得较快，能更好地渗
透进叶片内，提高用药效果。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无论冬
春茬还是夏秋茬， 都应该避免在
晴天中午用药。 因为晴天中午的
高温容易促进药剂的分解和药液
中水分的挥发，天气较热时，药剂
的化学活性变强， 农药的毒性也
变得大了些。 尤其是在高温情况

下喷用乳油和多种除草剂时，很容
易发生药害和施药人员中毒事故。

喷药一定要避开中午的高温
时段，那什么时间喷合适？

一般来说， 在冬春低温季节，
农药施用时间在下午 2：30 至 3：
30 为宜，上午最好不要用药。 因为
冬春季节棚内温度低，上午叶片露
水退去后，光合作用逐渐进入高峰
期， 喷药势必会影响温度的提高，
降低光合效率。 而下午用药，不会
对温度造成影响，这有利于病害和
虫害的防治。若是遇到冬春连续晴
朗天气，棚内温度较高时，也可在
下午 4 时以后喷药，同样起到很好
的杀菌灭虫效果。

（梁瑞）

小麦旺苗早预防
小麦播种后冬前出现旺苗 ，

对越冬不利，容易遭受冻害，因此
要及早预防。

播种过早形成的旺苗。 幼苗
叶片细长，分蘖不足，主茎和部分
大蘖冬前就进入二棱期。 这类麦
苗往往前旺后弱， 冬季遇持续 5
小时零下 10℃的低温会被冻伤，
应适时镇压， 以抑制麦苗主茎和
大蘖生长，控制徒长。 镇压宜选在
晴天的早晨进行， 有霜冻或露水
未干时不能镇压，以免伤苗。 镇压
后要及时划锄、浇冬水，同时每亩
施碳铵 15 公斤。 必要时喷施一次
0.2%～0.3％矮壮素溶液，以抑制旺
长，防御冻害。

播量过大形成的旺苗。 幼苗

生长拥挤，个体发育差，分蘖少，应
及时疏苗，补肥补水。 疏苗可以建
立适宜的群体结构， 促进个体发
育。疏苗结合浇水补充适量速效氮
肥和磷肥。

肥水过量形成的旺苗。麦苗分
蘖多，叶片宽大，田间郁闭严重。应
深锄断根，在麦田行间深锄 5～7 厘
米，切断部分次生根，控制养分吸
收，抑制分蘖发生，培育壮苗。

品种选用不当形成的旺苗。春
性及弱春性小麦品种播种过早会
导致冬前旺长，易遭受冻害，应壅
土，盖粪。在划锄镇压的基础上，冬
前培土壅根，盖施有机肥，以保护
麦苗安全越冬。

（鲁可）

大棚四季青圆了致富梦
连日来， 气温虽然接近零度，但

走进临泉县滑集镇的蔬菜大棚，却是
一片春的景象。 近年来，该镇大力发
展特色大棚蔬菜，有效拉动了全镇农
业经济发展、 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
据统计，仅 2021 年，该镇筹资 380 多
万元， 扶持新建钢构塑料大棚 288
亩。

近日， 笔者走进滑集镇王香铺
村， 只见一条条笔直的马路两侧，一
排排钢构塑料大棚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格外耀眼。“近年来，我村积极创

建市级高标准产业示范园 ， 新建
3000 平方保鲜库一座， 建设高标准
大棚 118 座、占地 200 亩，产业园区
面积已达 600 亩，新增服务园区建设
道路 4.8 公里，实现全村硬化道路全
覆盖，产业园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帮
助园区积极与安徽理工大学、阜阳各
大商超对接，采取订单生产，为园区
农产品销售拓宽了渠道。 ”王香铺村
党支部书记高西山表示。

“这些大棚是我今年新租的，种
了四季青菜， 一年可种 5 至 6 茬，今

秋的第一茬每亩收入就超过了 4000
元。 ”正在新棚内查看青菜长势的村
民王斌说。 目前，全镇共有新旧大棚
1500 多个，种植辣椒、四季青、番茄、
韭菜等 10 多种蔬菜。 在杨小村一个
蔬菜大棚前，脱贫户董辉正忙着包装
刚从地里采摘下来的辣椒， 他说，近
来辣椒行情不错，1 亩大棚辣椒收入
可达 8000 多元。 眼下，正是大棚菜反
季节播种的黄金时节，种植户都在抢
抓时间种植，赶春节旺季。

（靳克龙）

科技特派员送技到田间
“冬季出菇管护香菇子实体成

熟大约需一周时间， 这个时期的管
理应做到：控制室温 15℃左右，保持
空气的相对湿度 90%左右， 并进行
干湿交替冷热刺激。 每采完一批菇
后 ，揭膜通风 8～10 小时 ，让菌筒表
面稍干， 晴天再喷水。 白天盖严薄
膜 ，使菌丝复壮 ，晚上 12 时后揭膜
通风 1 小时，让低温刺激菌丝，促使
菇蕾发生 ......”小雪季节 ，在绩溪县
伏岭镇西川村老胡家生态农业合作
社科技工作站，科技特派员、高级农
艺师程扶旗正在耐心指导香菇种植
户冬季管理要点。

老胡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成
立于 2017 年 7 月， 合作社现下设 5
个家庭农场基地 ， 共流转土地 420
亩，其中香菇基地钢架大棚种植面积
140 亩以上。 绩溪县科技部门在该合
作社设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开展
香菇培养料配方、出菇管理技术体系
的完善等一系列科技兴农工作，让合
作社香菇产量跃上新台阶，年产食用
菌鲜品达到 110 余万斤，年总销售收
入达 600 余万元，实现利润超 150 万
元， 直接带动农户 75 户， 户均增收
4100 元。

今年以来， 绩溪县将科技特派

员作为领航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 ，
选派出 96 名科技特派员，实现全县
81 个行政村（社区）全覆盖。 其中 26
名入驻三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人
员来自于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科技
学院、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
所及县农水局专家。 这些特派员聚
焦乡村振兴的科技需求， 促进先进
适用技术成果在乡村转化应用 ，提
升产业竞争力。

（周明助 周正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