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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工业和
信息化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
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务
院国资委、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供
销合作总社、国铁集团、农发行等 13 部
门和单位印发通知部署春耕化肥保供稳
价工作，要求各地方、有关企业和相关单
位从化肥产供储销等多方面入手，综合
采取措施，确保春耕期间化肥市场稳定。

春耕化肥保供稳价直接关系春季
农业生产稳定，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意义重大。眼下，全国春耕备耕即将
由南到北陆续展开，春耕备肥进入关
键时期。通知从五个方面对春耕化肥
保供稳价工作作出部署。

一是稳定化肥生产和要素供应，
相关企业落实好 2023 年最低生产计
划，努力开工生产；有关方面切实保障
煤炭、天然气、硫磺等生产要素供应，
加强电力调度，支持化肥生产企业签
订电力中长期合同。二是提高化肥流
通效率，组织好化肥干线运输，满足重
点化肥和粮食生产集中地区化肥铁路
调运需求，优先保障供应国内的化肥
及生产原料水路、公路运输畅通；创新
营销服务模式，保证终端化肥销售网
点货源充足，确保化肥供应不断档脱销、不误农时。

三是积极稳妥做好储备和进出口调节，切实发挥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保供稳价作用，及时解决国家化肥
商业储备承储企业在贷款、运输及货源等方面的困难；
做好进口化肥船舶到港计划衔接，优先安排进口钾肥、
硫磺海运船舶靠港；继续执行好化肥出口检验制度。

四是规范化肥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
劣、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净化市场经营环境。

五是加大科学施肥知识普及力度，积极推广科学施
肥技术，统筹用好有机肥资源，稳步推进化肥减量化。

通知要求，各地方、各方面要高度重视春耕化肥保
供稳价工作，加大统筹协调力度、集中力量开展工作，
切实保障春耕化肥供应。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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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以来，盐都总体积温正常，雨量适宜，利于小
麦安全越冬，返青期苗情总体较好，一二类苗比例高。
但受去年小麦晚播比例较大、越冬以来低温寒潮天气频
发等影响，小麦苗情不平衡性的问题较为突出，同时还
存在“倒春寒”冻害、草害、渍害等隐患。“立春”已过，

“雨水”将至，随着气温回升，我区小麦将陆续进入返青
期，生长加快，小麦生产也进入了春季田管的关键阶
段。针对当前小麦苗情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与隐患，各地
要加强因苗分类技术指导，切实抓好春季田管各项措施
落实，构建合理群体，稳穗争粒增重，。

1. 清沟理墒降渍防旱。 春季可能遭遇连阴雨或
干旱 ，影响小麦根系生长发育及对养分、水分的吸
收。由于历经冬季冻融、坍塌，部分田块沟系堵塞、排
水不畅，因此，要及时清沟理墒、疏通沟系，保证田内
外沟系排水畅通，做到雨止田干、沟无积水，防止春季
连阴雨天气造成严重渍害，也便于旱象显现时及时灌
水，缓解旱情。

2. 促弱转壮控旺稳长。对基苗肥用量不足、冻害
偏重、叶片明显落黄或群体茎蘖数明显不足的田块，尽

早适量追施返青接力肥，亩施尿素 5～7.5 公斤，促进弱
苗转壮，争取足穗。对晚播小苗，只要基本苗和基肥用
量足、叶色正常，无须使用返青接力肥。对群体适宜、
叶色正常的一、二类苗，坚持“不落黄、不拔节”不追肥
的原则，确保拔节前“稳长”。对返青期群体过大、茎数
过多、叶色偏深、明显旺长的田块，要坚持控肥、控水，
在拔节前及时采取适度镇压或适当化控措施，控旺促壮
防倒。注意土壤湿度过大的田块及弱小苗不宜镇压。

3.因苗普施重施拔节孕穗肥。 拔节肥要掌握在小
麦进入拔节期，叶色褪淡、基部第一节间接近定长、第
二节间伸长 1～2 厘米、叶龄余数 2.5 左右时追施，一般
亩施三元高效复合肥 15 公斤和尿素 7.5～10 公斤，培
育壮秆大穗。对返青时群体过小、穗数可能不足的三
类苗和脱力落黄严重的麦田，拔节肥可以适当提前；
对群体过大、叶色未正常褪淡的麦田，拔节肥应适当
推迟施用，或先施用复合肥，后适量补施尿素氮肥。
对于高产田块，耗肥量大，在剑叶（旗叶）露出一半时，
追施孕穗肥，一般亩追施尿素 5～8 公斤，防早衰，增粒
增重。

4. 绿色防控病虫草害。对前期化除效果差，目前
草害达标田块，要根据草相特点在拔节前及时进行化学
除草，控制杂草危害，掌握在冷尾暖头、日均温 5～8℃
以上的晴暖天气安全用药，选准药剂，用好药量，避免
在低温来临前后用药和低洼积水田用药，以免发生冻药
害、渍药害。拔节前后要适时防治纹枯病，后期要加强
锈病、白粉病、赤霉病等的防治。

5.及时防御“倒春寒”。早春气温不稳定，常遇“倒
春寒”天气。小麦拔节后尤其是拔长两节后，遇到气温
0℃以下霜冻，主茎和大分蘖幼穗就可能冻死冻伤。要
密切关注春季天气趋势，低温寒流来临前对缺墒麦田及
时灌水，可改善土壤墒情，减轻冻害发生。在冻害发生
后 2～3 天要及时调查幼穗受冻程度，根据受冻程度迅
速增施恢复肥。仅叶片冻害或主茎幼穗冻死率 10％左
右，不必追肥；茎蘖幼穗冻死率 10%～30%的麦田应迅速
亩施尿素 5 公斤左右，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亩增施 2.5 公
斤尿素；主茎幼穗冻死率 80～100％时，最多亩增施 15
公斤尿素。要注意增施的恢复肥跟正常施用的拔节孕
穗肥互不抵消。 （来源：区农业农村局）

加强小麦春季田间管理 夯实夏粮丰产丰收基础

当前，部分早播旺长小麦、油菜正处于提前拔节、
抽薹期，少量提早拔节小麦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幼穗
冻害。各地要勤踏田勤查看，谨防冷空气对在田作物
的冻害影响，及时落实春季田管和冻后恢复补救措施。

一是突击清沟理墒。“雨水”节气已到，春季降
雨增多。各地要迅速突击清沟理墒 ，做到沟沟相
通，内外相接，防范渍害发生。结合清沟理墒，同时
做好油菜田的培土壅根，增强抗冻抗倒伏的能力。

二是看苗增施恢复肥。根据小麦、油菜生长发育
进程和冻害发生情况，结合拔节孕穗肥、蕾薹肥的施
用，适当增施恢复肥。特别是已经拔节的小麦和抽薹
的油菜，要及时剥查，根据主茎幼穗冻死率追施恢复
肥。仅叶片冻害或主茎幼穗冻死率 10%左右，对产量
影响不大，不必追肥；主茎冻死率 10%～30%的麦田应
迅速亩施 5 公斤尿素，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亩增施 2.5
公斤尿素。最多亩增施15公斤尿素。

三是适时化除化控。春季麦田化除一般掌握在
拔节前、日平均气温稳定在 5℃以上时进行，应避免寒
流前用药，以防药害和加重冻害。对返青期群体过
大、茎蘖数过多、叶色偏深、明显旺长的麦田或油菜
田，要坚持控肥、控水，及时采取化控措施，以控制旺
长，防止基部节间过长、群体恶化和后期倒伏。

四是抓好春季蔬菜田管。寒潮大风来袭，露地
蔬菜应提前覆盖旧薄膜、无纺布、遮阳网或秸秆等以
减轻冻害。设施蔬菜要注意做好棚体检修加固，紧
固薄膜、保温被等的固定绳索，密闭通风口和棚口，
加盖二道棚、草苫、保温被等覆盖材料，加强保温防
寒。适当喷施植物源生长调节剂或全营养叶面肥
等，提高植株抗寒性。对达到收获标准的蔬菜及时
采收上市。 （来源：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微信公众号）

谨防冷空气 安全推进春管春耕

春季栽培塑料大棚蔬菜，要点很多。因为不同区
域采用的保温技术措施不同，所以在定植时间上存在差
异，但主要集中在 3 至 4 月份，此期冷热交替频繁，经常
发生倒春寒。为加强春季蔬菜生产管理，强化灾害天气
预防，降低灾害损失，稳定蔬菜市场供给，提出如下技
术意见。

提前扣棚升地温。冬季大棚不生产地区，要提前
20 ~ 30 天覆盖防雾滴防老化的多功能薄膜，促进地温
回升；10 厘米深的土壤温度需稳定在 12℃以上，多数果
菜才能定植；采用高畦或高垄地膜覆盖栽培，促进前期
地温升高和幼苗生长。

定植前期增温保温。定植缓苗期尽量减少通风，
白天温度 25℃ ~ 32℃，夜间 10℃以上。在定植缓苗期
和生长前期，可采用大棚内增设二道幕、大棚内加盖小
拱棚等多层覆盖方式进行夜间或极端天气时的保温。

极端天气温度管理。遇到极端倒春寒天气，寒潮
来临前可临时采用无纺布、遮阳网、薄膜等轻型覆盖材
料直接覆盖菜田保温防寒；有条件的可通过多层覆盖保
温；当通过保温仍难以满足果菜生长最低温度时，可采
用点燃增温块、蜡烛或浴霸等临时加温方式，确保植株

不受冻害。
其他技术措施。选用嫁接苗或健壮秧苗；增施充

分腐熟优质有机肥或高碳堆肥；早春通风以腰风为主，
避免通底风（扫地风），预防植株受扫地风害；遇连阴雨
天气有条件的可进行补光；低温根系生长缓慢可施用腐
殖酸或海藻酸肥，提高根系活性，促进新叶长出；植株
长势弱可喷施葡萄糖或者氨基酸水剂等含糖类、氨基酸
类叶面肥，还可喷施芸苔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增
强作物防寒抗冻能力。

病虫害防治技术。阴天时间持续 3 天以上的，为避
免喷药导致棚内湿度增加，防治宜采用烟熏剂和微粉
剂，建议采用广谱性烟雾剂或弥粉机、常温烟雾机等新
型施药设备施药，以降低棚室内湿度。晴天后及时喷施
叶面肥和广谱性杀菌剂，防止低温障碍和病害发生。

真菌性病害：霜霉病、晚疫病、绵疫病，可用霜霉威
盐酸盐、烯酰吗啉、氟吗啉、氰霜唑、氟噻唑吡乙酮等。
灰霉病、菌核病、灰叶斑病，可用啶酰菌胺、异菌脲、氟
唑菌酰胺等药剂防治。蔓枯病可用百菌清、腐霉利等药
剂防治，依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5 ~ 7
天用药1次，连续使用2 ~ 3次。

细菌性病害：细菌性角斑病、软腐病、溃疡病、青枯
病等，可用辛菌胺磺酸盐、噻菌铜、噻唑锌、喹啉铜、中
生菌素等进行防治，根据不同发病部位区别用药，土传
病害采用灌根方法施药，地上部病害采用喷雾或喷粉方
式用药，在发病前或者发病初期用药，5 ~ 7 天用药 1
次，连续使用2 ~ 3次。

生理性病害：生产上常见因施用未充分腐熟的粪
肥或大豆饼肥等造成烧根、熏叶、黄叶等现象，可用海
藻酸肥料加生物菌剂冲施或单棵灌根，并叶面喷施海藻
酸加含有钙镁硼锌铁的中微量元素等，同时注意早上和
傍晚都要进行通风。

侵染性病害：主要预防茎基腐病、根腐病和细菌性
病害，可选择恶霉灵或甲基托布津等，加辛菌胺或噻唑
锌等灌根。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也要预防病毒病。

虫害：此期棚室内蚜虫、白粉虱、蓟马等小虫体害
虫会逐渐增多，要注意及早防治。可在棚内悬挂黄板、
蓝板诱杀害虫，需要用药时可喷施吡虫啉、噻虫嗪、溴
氰虫酰胺、阿维菌素、螺虫乙酯、乙基多杀菌素等，5 ~ 7
天用药1次，连续使用2次。 （来源：《农业科技报》）

春季塑料大棚蔬菜怎么管？来看这份技术指导意见

揭膜炼苗：1. 当日平均气温稳定在 10℃左右时，
草莓越冬御寒的覆盖物要开始揭除；2. 揭时要小心，
防止折断花芽。揭开覆盖物后，应及时将枯叶、病叶、
老叶摘除，改善透光条件，防止病害发生。

中耕理墒：春后及时中耕除草与松土，要浅锄，以
免伤及根系和防止土块压没苗心；中耕要与清沟理墒
相结合，及时清理排水沟、腰沟、围沟等，消除渍害；草
莓开始生长后，要及时将干枯老叶和病叶剪除，并带
出田外集中堆沤制肥，防止病害二次感染。

及时追肥：3 月中下旬，要结合浇水追施一次发棵
肥，每亩施尿素 10 ~ 15 千克或复合肥 20 ~ 30 千克；此
外，在开花结果期叶面喷施 2 ~ 3 次 0.3%的磷酸二氢
钾液，有利于提高产量和品质。 （来源：惠农网）

春季草莓管理技术莫忽视

复剪。已完成冬季修剪工作的，要进行一次复剪
工作，特别是检查疏花芽的完成情况，幼树一般要疏除
腋花芽、顶花芽，以中、长果枝结果为主，进入盛果期的
梨树以短果枝结果为主，应先疏中、长果枝的花芽。

病虫害防治。1. 刮除梨树粗糙翘皮，对主干进行
涂白，保护树体和铲除越冬病虫害。2. 剪除病虫枝，
彻底清除修剪后抛落地面的枝条，用菌必清或封剪油
涂封剪口、锯口。防止病虫从剪口或伤口侵入造成感
染腐烂。3. 修剪后彻底喷 1 次福星 8000 倍加 10%吡虫
啉3000 倍，降低越冬病虫基数。 （来源：惠农网）

二月梨树栽培管理要点

随 着 气
温回升，眼下
我区 44.36 万
亩小麦陆续进
入 返 青 生 长
期，农业农村
部门坚持政策
护航、合力助
农 、科 技 兴
农，充分发挥
“农技保姆”
作用，组织农
技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指导
农户做好田间
管理工作。

黄 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