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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阳抚照，万物滋荣。随着

天气转暖，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

东坑镇家家户户闻春而起、抢墒

而动，翻耕土地、修复田埂、买肥

育苗……沉寂了一个冬日的土

地重现繁忙景象，一幅人勤春来

早、孕育新希望的春耕图跃然天

地之间。

农业机械显身手
按下春耕备耕“加速键”

在东坑镇550亩胡萝卜标

准化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示范

区内，四轮耕地机“马力”全开，

胡萝卜播种机笔直驶向前方，覆

膜机随后驶过，不到二十分钟的

时间，两垄地膜便已铺好……从

个户农田到合作社集中连片种

植基地，从播种、管理到收获，农

机俨然已经成为田地里的主角。

“播种机播种深度、下种量

等的标准化生产，为胡萝卜出好

苗、出全苗奠定了基础，一台覆

膜机每天能覆膜20亩，比人工

覆膜的效率提高了10倍，铺出

来的地膜既精细又平整。”胡萝

卜基地负责人张浩介绍。

近年来，为适应农业产业发

展新业态，东坑镇党委、政府以

乡村振兴为抓手，积极优化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动支农惠

农政策落实到户，全镇农机数量

逐年增多。目前，全镇耕种机、

播种机、联合收割机等大中型农

业机械数量超过1.4万台。各类

新型农机的广泛使用，不仅提高

了农事作业效率，提振了农民种

植积极性，也加快了东坑镇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步伐。

设施+科技
助力胡萝卜产业提质增效

三月的寒意虽未褪去，东坑

镇胡萝卜种植大户们便已开始

抢抓农时、积极行动，截至春分

时节，该镇已完成了5000余亩

设施胡萝卜种植。阡陌纵横间，

一条条银白色玉带镶嵌在广袤

田野上，分外惹眼。

胡萝卜的提早种植，其秘诀

在于无纺布技术的广泛应用。

无纺布技术相较于传统塑料薄

膜，具有保温效果好、透气性佳、

绿色环保可降解、有效防范自然

灾害和病虫害等优势。

同时，随着水肥一体化滴灌

技术走进千家万户，也进一步推

动了东坑镇胡萝卜产业的提质增

效，与常规水肥管理方式相比，水

肥一体化滴灌技术不仅提升效

率、有效节水，同时还把灌溉、施

肥融为一体，实现了从大水漫灌

到精准滴灌的转变，预计每亩地

能节水100立方米，减少化肥投

入30%，同时还能增产20%。

“今年我们合作社的胡萝卜

种植有300亩采用了无纺布技

术，入种和发芽提早了20天左

右，出苗率提高到95%以上。”伊

当湾村种植大户殷建锋信心满

满地说：“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能

将胡萝卜的亩产量提高到6至8

吨，我们合作社引进的松滨六号

品质优良，七月上旬即可率先上

市，每公斤比常规品种价格高至

少0.4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调减”传统农作物
种出红葱“新滋味”

农时不等人，奋蹄赶春华。

一场春雨过后，在伊当湾村红葱

种植基地，20余名工人紧锣密鼓

地忙碌着，修根、分枝、移栽、培

土……各个环节有条不紊、配合

默契。

“红葱耐寒耐旱，雨水多的

情况下一个月不用浇水，东坑镇

的气候、光照、土壤等十分适宜

红葱种植，并且这里农业基础设

施齐全，本地劳动力充足，土地

资源丰富，能够实现红葱规模

化、标准化、机械化种植。”红葱

基地负责人何轮十分看好东坑

镇红葱产业的发展：“我们基地

红葱亩产量约在5吨，除去成本，

每亩净利润超过4000元。”

“今年我镇将继续以节水农

业、设施农业为主线，串联各村、

合作社、生产基地、农户等种植

主体，把芹菜、辣椒等高耗水农

作物‘调减’下来，种植推广市场

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的节水农作

物，并积极开发培育红葱种植、

香瓜采摘等特色产业，全面推动

‘菜、畜、薯’三大主导产业升级

优化，提升高寒冷凉蔬菜品质，

发展壮大育苗育种、蔬菜加工、

农业旅游等产业新业态，为富民

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东坑镇党委书记卢凯震表示。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

春耕好时间 播种新希望
农业科技报记者 符金壮 通讯员 白凌燕 杨慧

杂草是为害作物生长的

重要有害生物之一。目前，我

国杂草防除仍以化学方式为

主，难以实现高效、安全的目

标，而且新的除草剂研制难度

较大。在3月17日第十九届

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

易会的生物育种产业化论坛

上，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研究员李香菊表示，耐

除草剂作物的研发将为行业

提供新的方向，使杂草管理进

入新的时代。

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数据统计，2021年，我

国草害发生面积为14.6亿亩，

尽管防治了16.6亿亩，但仍造

成粮食减产 362 万吨，带来

2200多亿元的直接损失和防

控投入损失。李香菊指出，

2021年，我国种植业用药中

除草剂占40%以上，主要作

物 化 学 除 草 率 甚 至 达 到

100%。但目前登记的除草

剂仍然不能满足作物高效、

安全防控的需求，突出的矛

盾表现为杂草种群复杂，但

除草剂防治谱却比较窄。另

外，当前除草剂还存在选择

性指数低、一些除草剂的土

壤残留期长、对抗性杂草防

除效果差、适用于轻简化栽

培的药剂少等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利用转基因技术、基

因编辑技术等其他耐除草剂

创制手段进行耐除草剂作物

研发成为行业新的方向。”李

香菊说道。

“转基因耐除草剂作物的
种植将使杂草管理进入新时
代，真正实现选择性防除和节
本增效增产，带来显著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李香菊说。

李香菊表示，到目前为

止，我国获得生产应用安全

证书的转化体中，有14个含

有耐除草剂基因，包括11个

玉米转化体和3个大豆转化

体。大部分转化体已经育成

了适应于不同生态类型区的

作物品种。她指出，耐除草
剂作物将引起产业的变革，
草甘膦、草铵膦使用量将明
显增加，有缺陷的除草剂将
逐渐边缘化或禁限用。“种
子+农药+种植指导”的模式
将是耐除草剂作物推广的有
效模式。

（据《南方农村报》）

日前，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园艺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正丽

团队选育的豇豆新品种“黔豇

豆1号”和菜豆新品种“黔棒

豆1号”“黔棒豆2号”通过贵

州省非主要农作物认定。3

个蔬菜新品种的选育成功，将

有力支撑全省优质蔬菜产业

的快速发展，为“十四五”加快

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

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

用奠定较好的基础。

据了解，豇豆新品种“黔

豇豆1号”属于中早熟，具有

高产、耐旱的特点，品质优良，

适宜在贵州中部地区（海拔

800米至1600米）春夏、夏秋

季种植、南部低热河谷地带秋

延晚、春提早种植。菜豆新品

种“黔棒豆1号”和“黔棒豆2

号”都具有中早熟、耐寒耐热、

长势旺盛、综合抗病性强、高

产、品质鲜嫩、肉厚、无纤维、

商品性极佳等优点，贵州多数

地区“惊蛰”节气过后，进行直

播或营养钵育苗移栽，低热地

区可进行冬春栽培。通过多

年引种试验，在威宁观风海

镇、小海镇适应性强，丰产、质

优，适应夏季种植，可弥补贵

州省盛夏时节菜豆市场缺

口。 （刘军林）

高脚苗原因

温度湿度不适。辣椒形成高脚

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棚内气温较高、

光照较弱，以及昼夜温差大、湿度和

氮肥施用过多造成的。辣椒幼苗在

这样的环境中生长，极易造成幼苗徒

长，营养生长旺盛，出现高脚现象。

密度过大。很多农户认为种植

越密，产量就会越高，所以在育苗时

往往是密密麻麻，其中是一种错误

的想法，种植过密，苗床的通透性较

差，会造成苗床湿度较高，这样也极

易形成高脚苗。

解决方法

加强苗期管理。要想预防高脚

苗出现，在辣椒出苗后的管理关键

期，原则是促控结合，适当提高夜

温，在齐苗后昼夜温差宜保持在

25-26度和15-17度左右。尽量

延长受光时间，春季因为光照时长

短，所以出苗后要及时撤除覆盖物，

使其正常见光。而夏秋光照强烈，

出苗后逐步去除覆盖物。

通风降湿。育苗时湿度较大不仅会影

响到幼苗生长，而且还极易发生病虫害危

害，所以尽量加大通风量，降低棚室湿度，

增加幼苗的干物质量，使之生长健壮。

合理浇水。在苗期时要注意浇水频

率，出苗期间为了幼苗出土，宜保持土壤湿

润，而在出苗后则要适当的减少浇水量，保

持土壤见干见湿即可，炼苗期间为了提高

幼苗的抗旱性，可以不旱不浇。 （丽丽）

黔豇豆1号、黔棒豆1号和2号3个蔬菜新品种
通过省级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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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除草剂作物
将成杂草管理新方向

覆膜机正在作业。

农民们正在地里栽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