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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匍匐茎。草莓采果后要随时摘除匍匐茎。
在繁殖圃里，不但要把母株后期发生的匍匐茎清除，
还要将过早形成的匍匐茎苗和延伸的匍匐茎摘除，为
后期增生的匍匐茎留足土地空间。

割除老叶。草莓采收后，还要割除部分的老叶，
只留植株上刚显露的幼叶 2～3 片。这一措施也可减
少匍匐茎的发生，刺激多发新芽，从而增加花芽数量，
为翌年增产打下基础。

追肥灌水。在草莓采果后，管理的主要方向是增
加营养积累和促进花芽分化。为了给第 2 年打下良好
基础，应及时追肥灌水。

中耕培土。草莓新根的发生部位具有逐年上升
的特点。每年采果后，要注意基部培土。培土一般在
采果后和新根大量发生前进行，培土厚度以露出苗心
为宜。中耕可结合追肥和培土进行，根系旺盛生长前
中耕可适当深些，以利于根系生长。

防治病虫。主要病虫害有红蜘蛛、蛴螬、蚜虫、
叶斑病、灰霉病等。病害防治，可用 1∶1∶200 倍的波
尔多液或 40%多菌灵 800 倍液或 10%甲基托布津 1000
倍液等。红蜘蛛等可用 5%高效氯氰菊酯 2000～2500
倍液等防治。目前，对草莓威胁最大的地下害虫是
蛴螬(金龟子幼虫)，可用 800 倍液敌百虫或 1000 倍液
敌敌畏浇灌苗蔸，也可人工。蛴螬的成虫常在未腐
熟的肥堆上产卵，使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料可明显
减轻危害。 （来源：中国农科网）

草莓采果后的田间管理

春节将至，大量农民工返乡，人员流动增加，农村
地区的走亲访友、婚宴、集市等活动增多，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如何防止疫情向农村地区蔓延？在近日召开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专家们给出了权
威回应。

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这四方面别疏忽
针对有媒体提出的春节期间，农村地区的走亲访

友、婚宴、集市等活动增多，且春运大量农民工返乡，
发生聚集性感染可能性增大，农村地区医疗环境、防
护措施等与城市相比有一定的差距等问题，国家卫生
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表示，为了切实指导
农村地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会同中央农办印发了《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主
要在四个方面：

一是加快推进在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设置发热诊室，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哨点的
作用。截至目前，已超过 9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
了发热诊室、门诊和哨点。

二是组织编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大疫情防控
预案与演练手册》，加强基层医护人员的疫情防控政
策、技术培训，提高疫情处置能力，督促各地结合实际，
定期开展演练。

三是积极推动村民委员会、居委会设立公共卫生
委员会建设，北京、江苏、广东、甘肃等地已经全面推开
了，并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四是农村地区基层医护人员按照当地统一部署，
积极为辖区居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强疫情防控和新
冠疫苗接种的宣传引导，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自我防护
意识，履行公民的个人责任。

持续加大对农批市场、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监督
检查力度

农贸市场是人员高度集中流动的地点，发生疫情
扩散的风险相对较高，如何做好农贸市场的疫情防控，
同时保障市场销售的食品安全？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
品经营司副司长党倩英在发布会上表示，监督指导农批
市场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和疫情防控政策措施，要明
确三方面工作要求：一是农批市场开办者依法依规全面
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二是入场销售者依法依规全面
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三是从事进口冷链食品经营的
农批市场开办者和入场销售者严格落实进口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责任。

党倩英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
对农批市场、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监督检查力度，督
促市场开办者和场内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查验等
各项防控责任，并积极配合卫生健康等部门做好农贸
市场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切实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和疫
情传播风险。 （来源：新华社）

春节临近 严防疫情向农村蔓延这几条关键提示别忘记

近日，在“2021 年第三十七届中国植保信息交流
暨农药械交易会之云上植保线上活动”中，全国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病虫害测报处处长曾娟作了题为

“2021—2022 年度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报信息发
布”的主题报告。

据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网监测和专家会商分析，
预计 2022 年小麦、水稻、玉米、马铃薯等粮食作物重大
病虫害呈重发态势；全国发生面积 20.1 亿亩次，比 2021
年和 2016—2020 年均值分别增加 13.7%、10.1%；对 70%
以上的粮食作物产区构成威胁。

重点关注：小麦“三病一虫”：赤霉病、条锈病、
纹枯病、蚜虫；水稻“三虫两病”：稻飞虱、稻纵卷叶
螟、二化螟、纹枯病、稻瘟病；玉米“三虫一病”：草地
贪夜蛾、黏虫、玉米螟、南方锈病；马铃薯晚疫病、草
地螟。

2022年小麦赤霉病发生趋势
小麦赤霉病偏重至大流行。湖北、安徽、江苏、河

南、山东南部等长江中下游、江淮、黄淮南部麦区偏重
至大流行；华北、西南和西北麦区有中等流行风险。预
计全国发生面积 9000 万亩，需预防控制面积在 2.5 亿亩
次以上。

2022年小麦条锈病发生趋势
小麦条锈病中等至偏重流行。湖北北部、河南南

部、甘肃南部、陕西关中和新疆伊犁河谷麦区偏重流
行；湖北大部和安徽中西部、河南中北部和山东西南
部、四川盆地、甘肃中东部、宁夏南部和青海东部麦区
中度发生，局部有偏重流行风险。预计全国发生面积
3000 万亩。

2022年稻飞虱发生趋势
稻飞虱偏重发生。白背飞虱在西南东部稻区偏重

发生，南方其他稻区中等发生，预计全国发生面积 1.6
亿亩次；褐飞虱在江南、长江中下游和华南东部稻区偏
重发生，南方其他稻区中等发生。预计全国发生面积
1.5亿亩次。

2022年稻纵卷叶螟发生趋势
稻纵卷叶螟偏重发生。江南、长江下游和华南东

部稻区偏重发生，南方其他稻区中等发生。预计全国
发生面积2.2亿亩次。

2022年草地贪夜蛾发生趋势
草地贪夜蛾偏重发生。发生区域涉及我国除西北

西部和东北中北部外的大部玉米种植区：西南、华南、
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代次多、程度重；江淮、黄
淮、西北、华北地区中等发生。预计全国发生面积 8000
万亩次。

（来源：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预计发生20.1亿亩次！

2022年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报信息发布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十四五”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全国农机总动
力稳定在 11 亿千瓦左右，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5%，粮棉油糖主产
县（市、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丘陵
山区县（市、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到 55%，设施农业、畜牧养殖、水
产养殖和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总体达
到 50%以上。

《规划》指出，我国农业生产已从主
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
力，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时期。“十
四五”时期，三农工作进入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对
农业机械化提出了新的更为迫切的要
求，也为农业机械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要深入推进农业机械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协调，大
力推动机械化与农艺制度、智能信息技
术、农业经营方式、农田建设相融合相适
应，引领推动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做大做
强农业机械化产业群产业链，加快推进
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规划》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坚持政策扶持、市场主导，坚持创新
驱动、协调发展，坚持系统谋划、协同推进，
强化支持发展政策举措，着力提升粮食作
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大力发展经济作
物生产机械化、加快发展畜禽水产养殖机
械化、积极推进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
补齐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短板、加快推动
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绿色化、做大做强农业
机械化产业群产业链、切实加强农机安全
管理。 （来源：农业农村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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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近花萼部位黄褐色腐烂，如果有灰色的菌丝
应是灰霉病，在没有菌丝的情况下应是晚疫病；叶柄和
叶片的症状更接近晚疫病；但是底部叶片发黄应是细
菌性叶斑病。那么，综合防治时，菜农采取的农艺措施
应以调控光照、温度、水肥为主，即增加光照强度并提
高棚内温度，尤其注意夜间保温；不能偏施氮肥，应以
生物菌肥加高钾肥为主；减少浇水和棚内湿度，加强晴
好天放风。化学防治时，可以喷施精“甲霜灵+普力
克+凯泽+春雷喹啉铜”进行综合防治，连续喷施 2～3
次，间隔 5～7 天为宜。 （来源：《农业科技报》）

番茄果实多种病害混发怎样防治

设施课堂设施课堂

识识 病病看图图

症状描述：番茄叶
片不长，有的叶片向下
翻转，叶色变成紫红色。

防治要点：这是受
害导致的。导致番茄受
害的原因比较多，根系生
长不良，棚内有害气体、
喷药重等都可能导致该
问题的出现。菜农应结
合棚内的情况，查找具体
原因。菜农可喷施芸苔
素内酯、赤霉素等植物生
长调节剂，可起到提头开
叶的作用。浇水时，菜农

还应随水冲施杀菌剂，如乙酸铜、枯草芽孢杆菌等药
剂，并配合冲施甲壳素类生根剂，提高根系活性，促进
根系生长，保证营养需求。 （来源：《农业科技报》）

近日近日，，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五泉镇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五泉镇，，一座座大棚整齐划一地排列着一座座大棚整齐划一地排列着，，大棚内闪动着菜农们忙碌的身影大棚内闪动着菜农们忙碌的身影，，西红西红
柿柿、、茄子茄子、、黄瓜等成熟果蔬挂满了枝头黄瓜等成熟果蔬挂满了枝头，，棚内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菜香味棚内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菜香味。。地上堆着刚采摘下来的西红柿地上堆着刚采摘下来的西红柿，，看着满看着满
棚的茄子和西红柿棚的茄子和西红柿，，菜农的脸上挂着丰收的喜悦菜农的脸上挂着丰收的喜悦。。 （（来源来源：《：《农业科技报农业科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