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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楼王、尚庄、大冈、龙冈、郭猛、台创园等地
调查，当前在田蔬菜主要有大棚青菜、番茄、青椒、茄
子、黄瓜、豇豆等及露地青菜、青椒、番茄、茄子、包菜
等，病虫总体发生正常偏轻。各地要根据病虫情发生
情况和蔬菜生长特点，科学做好防治指导工作，绿色防
控，减损提质，确保全区蔬菜有效供应和质量安全。

一、当前病虫发生情况
1.灰霉病：5月11日至12日调查番茄20棚，病棚率

50%，病株率9%（0 ~ 20%），病果率1.3%（0 ~ 4%）。调查
茄子 6 棚，病棚率 66.7%，病株率 11.7%（0 ~ 30%），病果
率 1.8%（0 ~ 6%）。调查辣椒 8 棚，病棚率 50%，病株率
15%（0 ~ 40%），病果率10%（0 ~ 30%）。

2.脐腐病：5月11日至12日调查辣椒10棚，病棚率
20%，病株率0.8%（0 ~ 4%），病果率0.6%（0 ~ 4%）。

3.早疫病：5月11日至12日调查番茄10棚，病棚率
20%，病株率2.5%（0 ~ 20%），病叶率0.5%（0 ~ 3%）。

4.菜青虫：5月11日至12日调查青菜10棚，百株卵
量44.9粒（10 ~ 220粒），未查见幼虫。5月15日调查青
菜 6 棚，百株卵量 25.5 粒（6 ~ 64 粒），百株虫量 10.3 头
（2 ~ 21 头）。调查露地包菜 6 块，百株卵量 281.1 粒（50
~ 320粒），百株虫（蛹）量23.2头（10 ~ 45头）。

5. 小菜蛾：性诱剂诱蛾，3 月 9 日在油菜田设盆，3
月 10 日见蛾，单盆 1.3 头，4 月 11 日进入发蛾盛期，4 月
21 日蛾高峰，截止 5 月 12 日，平均单盆累计诱蛾 564.2
头，比去年同期多61.5%。5月15日，调查青菜10棚，见
虫棚率40%，平均百株虫量2.7头（0 ~ 10头）。

6.蚜虫：5月11日至12日调查青菜10棚，见虫棚率
100%，平均百株蚜量25.5头（0 ~ 65头）。

7. 潜叶蝇：5 月 11 日至 12 日调查豇豆 4 棚，见虫棚
率 100%，百叶虫道 29.5 条（18 ~ 45 条）。调查黄瓜 10
棚，见虫棚率100%，百叶虫道65.6条（10 ~ 150条）。

8. 其他病虫：霜霉病、病毒病等零星发生，烟粉虱
零星发生。

二、发生趋势分析
根据病虫发生基数、蔬菜生长情况，参考历史数

据，并结合气象资料综合分析，预计：二代小菜蛾中等
至偏重发生，二代菜青虫偏重发生，其他虫害中等偏
轻发生。灰霉病中等偏轻发生，脐腐病、早疫病轻发
生。随着气温上升，霜霉病、白粉病等病害有加重发
生的趋势，烟粉虱繁殖扩散加快，虫量将会增加，潜叶
蝇发生程度加重，蚜虫发生数量上升，病毒病发生也
将加重。

三、防治意见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绿色防控，科学

用药，减药提效，控损提质，确保蔬菜生产和食用安全。
1.农业措施
①加强棚室内温、湿度管理，创造不利于病害发生

的环境条件。②加强栽培管理，摘除基部老叶、病叶、
虫叶，并带出棚外集中销毁，降低病虫发生基数。

2.物理措施
①覆盖防虫网，悬挂防虫门帘。②黄板诱杀烟粉

虱、蚜虫、潜叶蝇成虫。每亩大棚插（挂）20cm×40cm
黄色诱虫板 30 ~ 40 块，双行交错挂，高度略高于作物。
当诱虫板粘满时，及时更换。③性诱杀。每亩菜地设
置 3 ~ 4 个小菜蛾性诱捕器，诱杀小菜蛾成虫，每 20 ~
30天更换一次诱芯。④性迷向。每亩使用30 ~ 40根小

菜蛾性迷向丝干扰成虫交配，减少田间落卵量。
3.化学防治
（1）灰霉病：选用啶氧菌酯，或氟吡菌酰胺·嘧霉

胺、唑醚·氟酰胺防治。
（2）早疫病：选用啶酰菌胺，或苯醚甲环唑、嘧菌酯

防治。
（3）病毒病：选用宁南霉素，或低聚糖素、氨基寡糖

素防治。
（4）菜青虫：选用茚虫威，或苦参碱、苏云金杆菌

防治。
（5）小菜蛾：选用乙基多杀菌素，或短稳杆菌、氯虫

苯甲酰胺防治。
（6）蚜 虫：选用氟啶虫胺腈，或苦参碱防治。
（7）烟粉虱：选用溴氰虫酰胺，或 d-柠檬烯、螺虫

乙酯防治。
（8）潜叶蝇：选用溴氰虫酰胺，或灭蝇胺防治。
四、注意事项
①严格按照农药标签上的登记作物、防治对象、

使用剂量、方法、安全间隔期使用农药。②施药时，
可添加有机硅、激健等助剂，提高防治效果。为延缓
抗药性，氯虫苯甲酰胺、茚虫威等药剂每季蔬菜限用
1 次。③处于采摘上市期的果蔬田，一定要做到先采
摘后用药，施药后在药剂安全间隔期内不采摘果蔬
上市，以确保果蔬食用安全。④注意安全用药，严禁
使用高毒农药和国家禁用农药，施药人员要身体健
康并做好安全防护，严格按照农药操作规程用药。
⑤自觉全量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杜绝乱丢乱抛污
染环境。 （来源：区农业农村局）

当前蔬菜病虫发生趋势与绿色防控意见

5月下旬至6月上旬，果农陆续开始给梨
套袋，此时梨果处于幼果期，气温较高，各种
病虫害也相继进入盛发期。因此，此时做好
病虫害的防治，是梨园套袋前管理的关键。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仵均祥从梨园
常见病虫害种类、发生规律以及喷药关键技
术三个方面作出以下建议。

梨树病虫害种类多，不同时期发生的主
要病虫害种类不同，特别是掌握套袋前病虫
害的发生动态，对梨园喷药防治至关重要。
套袋前，喷药防治的关键病虫害有梨黑星病、
黑斑病、康氏粉蚧、梨黄粉蚜等。

黑星病：是梨树最严重的病害之一，梨
树的新梢、叶片、果实均可患病，常引起枯梢
落叶，拉低树势；果实受害后生黑斑，变得畸
形、味苦，失去食用价值。

黑斑病：6至7月如遇多雨，发生病害更为
严重。发病时会导致早期落叶、嫩梢枯死、裂
果、落果，使梨树抗病能力降低，影响果农收益。

康氏粉蚧：主要危害果实，也危害芽、
叶、树干及根部，以若虫和雌成虫刺吸汁液。
嫩枝和根部的被害处常发生肿胀，造成皮层
纵裂而枯死。幼果受害后多形成畸形果。

黄粉蚜：以成虫和若虫在果实的萼洼和
梗洼为害，受害处果面凹陷，后变黑腐烂，形成
龟裂的大黑疤，导致果实品质下降，部分或完全失去商品价值。

梨黑星病、黑斑病均属真菌性病害，宜选用丙环唑、氟硅
唑、氟环唑、多菌灵、甲托、咪鲜胺、啶酰菌胺、咯菌腈、腐霉利
等药剂进行防治。

康氏粉蚧、梨黄粉蚜均属于刺吸式口器害虫，选用内吸性强
的新烟碱类杀虫剂如吡虫啉、啶虫脒等防效好的药剂进行防治。

选择适宜剂型。幼果果面幼嫩，套袋前的药剂尽量选择
水性剂型、悬浮剂或可湿性粉剂，以免损伤果面。

科学施药。选用低容量或超低容量喷雾，药液雾化要
好，喷洒细致周到，使叶片正反面、幼果周身、枝干都均匀着
药。重点喷洒果面，但喷头距离果面最少保持30厘米，否则
压力过大，易造成果面锈斑或发生药害。喷药后待药液干燥
后进行套袋，喷一次药约可套袋5至7天左右，因此要边喷药
边套袋。若喷药后一周内未套完或套袋期间遇有较大降雨，
应补施药后再套袋。 （来源：《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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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农村综合性改
革试点试验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 2023 年中央财政继
续支持实施并启动新的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通知》提出四项重点任务，第一，创新富民乡村产
业发展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创新
更紧密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让
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推进共同富裕。发挥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作用，积极探索撬动社会资本
与村集体合作共赢模式。适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拓展
乡村多种功能，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品质优
良、特色鲜明、广大消费者认可、能形成竞争优势的区域

“金字招牌”，积极发展低碳农业、创意农业、智慧农业、
农事体验、农旅融合，促进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第二，创新数字乡村发展机制。发挥新一代信息

技术创新引领作用，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动数字
技术与发展乡村实体经济、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加速融
合，着眼解决实际问题，拓展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场
景。加强“互联网+农业”建设，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区块链、北斗终端、多光谱、人工智能技术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科技产品深度融合应用，加快推动传统产
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探索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

第三，创新乡村人才振兴机制。加快培养产业发
展人才，重点培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农村创业
创新带头人和产业发展职业经理人、经纪人等，培养适
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农民，提升农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加快培养乡村治理人才，引导农村致富能手、
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高校毕业生等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
极作用，激励村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鼓励社会人

才参与试点建设，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
带，吸引各类城市人才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第四，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数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有效运用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政
策，发挥一事一议机制作用，调动农民参与村内公益项目建
设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效能和农民
满意度，打造基层组织为民服务的实践载体。丰富村民议
事协商形式，完善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健全民主决策机制，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另外，河北、山东、河南、广东、四川5个乡村人口大
省可申报 2 个试点，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申报 1 个，可不申报或少申
报，但不可多申报。 （来源：《农民日报》）

财政加力支持农村综合性改革 明确四项重点任务

葡萄修剪是葡萄种植管理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环
节，剪枝环节抓得好，不仅能使植株生长健壮，也是葡萄优
质丰产的基础。其操作一般分为剪枝、点芽、浇水三步。

一般来说，葡萄开始落叶，就可以剪枝了。剪枝时要
选择当年生的枝条，留 2 ~ 3 个芽，其余剪掉即可；剪完枝
条后就要进入“点芽”环节，“点芽”的目的是让枝条出芽整
齐。葡萄想要休眠好，需要气温在 7℃以下持续一个月，由
于广东低温时间不够，就需要以化学药剂，单氰胺兑水 20
倍点芽眼，促使枝条出芽整齐。点芽以后，为了保证发芽
整齐，必须马上浇透水。

通常剪枝、点芽、浇水三步操作完成后，15 ~ 20 天枝
条就可以出芽，如果仍没有出芽，就需要找专家根据现场
情况进行指导。 （来源：《农业科技报》）

葡萄剪枝有哪些注意要点？
最近正值木耳

采摘期，陕西省商洛
市洛南县麻坪镇云
蒙山村的村民忙着
在地栽木耳基地采
摘木耳。近年来，
该村依托现有资源
发展木耳、樱桃、蔬
菜等特色产业，带
动村集体经济不断
发展，助力群众稳
就业稳增收。
（来源：《农业科技报》）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细菌、病毒和蚊虫逐渐活跃
起来。在这个季节，有哪些常见的传染病？公众应该
如何防范？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所
主任医师艾静为大家解答。

夏季公众应注意防范哪些传染病？
答：目前，我省自春季以来的甲流传播已基本结

束。新冠病毒感染和甲流同属呼吸道传染病，一年四
季都可能发生。夏季一般通风更好、户外活动更多，相
对冬春季，疫情大规模传播风险低。总体来看，新冠疫
情目前仍处于局部散发状态，但阳性感染人数有所上
升，仍然不能大意，还是要做好个人防护。

夏季传染病主要以肠道传染病为主，包括伤寒、
菌痢、各种肠炎等。所谓肠道传染病，传播途径一般
是“病从口入”。病人通过粪便、呕吐物，排出各种病
原微生物，包括病毒、细菌等，污染了手、水、食品和食
具、儿童玩具等，进入人体内而感染。也就是说，如果
食物和饮水被污染，或食用不洁、未经煮熟的生冷食
品，就有可能引发肠道传染病。夏季外出就餐时，如
果生冷食品（包括凉拌菜、生食果蔬、海/水产品）不洁
净，就可能导致肠道传染病，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个人应如何做好防范？
答：疫情期间我们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戴口罩、勤

洗手、常通风、用公筷、一米线等，还应该很好地坚持下
去。比如勤洗手、保持手卫生，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呼吸道
和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手是人体重要的器官，也是身体
外部非常易脏的部位。当手接触到病菌后，再去触摸眼
睛、鼻子或嘴巴等黏膜部位，细菌、病毒就会通过黏膜部
位进入体内造成感染。其实洗手也很有讲究。如果仅用
流动水洗手，不用肥皂或洗手液，远远无法达到清洁效
果。用盆水洗手，更会加快细菌滋生。应该按照“七步洗
手法”，通过搓洗清除细菌。特别注意要擦干双手，让皮
肤洁净干燥，不再适合细菌生存。如果洗手后不擦干，潮
湿的环境有利于细菌生存，残留细菌很容易在手上再次
繁衍。因此，洗完手后一定要擦干。 （来源：健康江苏）

如何预防夏季传染病？江苏疾控专家权威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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