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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苗期苗小苗弱，易受病虫危害，影响全苗和培
育壮苗。各镇（区、街道）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调查，
分类指导，立足预防，绿色防控，确保水稻苗期安全健
壮生长，为丰产丰收奠定基础。

一、发生情况及趋势分析
1. 稻瘟病：当前正值梅雨期，天气变化大，气温忽

高忽低，天气时晴时雨，有利于病害发生；目前水稻处
于苗、蘖期，氮素代谢旺盛，易感染稻瘟病；我区种植的
水稻品种仍以南粳 9108 和淮稻 5 号为主，均不抗稻瘟
病，部分品种还高感稻瘟病。据 6 月 16 日调查，部分田
块已零星查见苗稻瘟，始见期早于去年，预计稻瘟病中
等程度发生，感病品种以及偏施氮肥、长势嫩的稻田发
病严重。

2. 灰飞虱：6 月 21 至 22 日调查，直播稻田每亩虫量
0.75 万 ~ 1.82 万头，平均 1.25 万头，均为成虫和低龄若
虫，虫量略高于去年；移栽稻田百穴虫量 12 ~ 89 头，平
均 35.2 头，主要是低龄若虫，虫量略低于去年，发生期与
去年接近，早于常年，发生程度轻发生。部分早播、早
栽的水稻田可能受到较重的危害。

3. 稻蓟马：6 月 21 至 22 日调查，移栽稻田百株有虫
0 ~ 3.5 头，平均 0.6 头，直播稻田百株有虫 0 ~ 4 头，平均
1.1 头，目前田外寄主上的稻蓟马正向水稻田陆续转移，

田间虫量将迅速增加，预计大面积稻蓟马中等偏轻发
生，田四周杂草多的稻田可能发生较重。

4. 稻象甲：稻象甲直接咬断秧苗叶片、茎秆，形成
倒叶、卷叶、落黄、僵苗，目前直播稻和机插秧均尚未查
见，预计发生程度较轻，部分田块、局部地段可能受害
较重。

5. 大螟、二化螟：近几年田间越冬基数有回升的趋
势。测报灯诱虫，二化螟于 5 月 5 日见蛾，大螟于 5 月 16
日见蛾，从 5 月上旬至今灯下成虫陆陆续续，已累计诱
到大螟 69 头，二化螟 202 头，预计常规稻田大螟、二化螟
轻发生，杂交制种稻田中等发生，部分田块严重发生。

二、防治意见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立足预防，绿色

防控，防病治虫，保苗促壮。
（一）农业防治
1.生态调控。直播稻齐苗后及时上水，水湿交替管

理，尽早淹杀自生麦苗，以减少灰飞虱过渡寄主，减轻稻象
甲危害，同时控制马唐、牛筋草等旱生杂草发生。

2. 科学施肥。合理施用分蘖肥，选用测土配方推
荐的肥料，氮磷钾均衡配合施用，促稻苗生长稳健，增
强其抗病能力。

（二）药剂防治

1.防治对象田：所有水稻田。重点是早栽、早播田块。
2. 防治时期：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移栽早、播种早

病虫严重田块立即防治。
3. 防治药剂：
防治稻瘟病：选用稻瘟·三环唑，或氟环·稻瘟灵防治。
防治灰飞虱：选用吡蚜酮或吡蚜·速灭威防治。
防治螟虫：选用氯虫苯甲酰胺或甲氧虫酰肼，防治

重点是制种稻。
蚕桑区周边田块养蚕季节用吡蚜酮加氟环·稻瘟

灵喷雾防治。
防治白叶枯病、细条病、基腐病等细菌性病害：选

用20%噻唑锌悬浮剂防治。
4. 施药方法：每亩药剂对水20 ~ 30公斤喷雾。
三、科学安全用药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①禁用高毒农药，禁用菊酯及其复配剂。②高度

重视用药安全。施药前认真阅读农药使用说明和安全
注意事项；严格执行农药安全操作规定；中午高温时段
不要用药；药剂不得污染桑蚕、蜜蜂、沟河及水产养殖
区域。③尽量不用乳油等挥发性强、对环境污染大的农
药。④施药人员要身体健康并做好卫生防护工作。⑤
全量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杜绝乱丢乱抛污染环境。

（来源：区植保站）

水稻苗、蘖期病虫发生趋势及绿色防控意见

近日，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全体行政执法
人员和科室人员，分两个地点集中培训学习，这是该
局组建一个月以来打造“学习型铁军队伍”的第七次
集中学习。

区农业农村局整合农业执法大队、渔政大队、
动物卫生监督所、农机监理所四家单位的行政执法
职能和人员，于 3 月 22 日成立了区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 局 。 该 局 以 创 建“ 全 国 农 业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示 范
县”为抓手，以打造“党建学习品牌、普法学习品牌”
为目标，狠抓业务和作风建设；定下“周学习、月培
训、季考评”规定，夯实规范执法的根基；出台《“红
黄旗”个人考评办法》，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好
事”的工作氛围；开展“工作树品牌、岗位争标杆、整
体争一流”岗位练兵活动，倡导全局执法人员积极
向上、比学赶超。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
完善运行机制，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
风过硬、深度融合、强悍精干，适应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事业发展的铁军队伍，为推进“三农”工作和乡村全面
振兴提供有力的执法保障。 （徐 海）

区农业农村局打造学习型执法铁军

一、玉米孕穗期（拔节—抽雄）的生育特点：拔节期
雄穗生长锥开始伸长，植株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大喇
叭口期进入雌穗小穗分化，茎叶生长达到高峰。此时为
水肥管理和确保穗多、穗大、粒多的关键时期。

二、丰产长相：田间群体均衡发育，单株生长健壮，
根粗量多，茎节粗短，叶片宽厚，叶色深绿，雌雄蕊发育
良好。

三、主攻目标：苗齐稳长，杆壮叶绿，促大穗，兼促
中、上部叶片健壮生长，穗大粒多。

四、抓好孕穗期的管理
1. 及时中耕：结合头水前，进行第三次中耕，中耕

深度为18 ~ 20cm。
2. 揭膜：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揭膜。

3. 去除分蘖，打叉清余苗：玉米拔节前，由于品种、
土壤养分、水分、播种深度等影响，可能会长出许多
无效分蘖，应尽快去除，避免消耗水分、养分。在 6 月
中旬，进行人工打叉 1 ~ 2 次，拔除余苗、小苗，清除
杂草。

4. 适时滴水滴肥：玉米拔节至抽雄是施肥最大效
应时期，此期正值雌穗小穗分化盛期，营养生长和生殖
生长并进，是决定果穗大小和粒数多少的关键时期，需
要较多的养分和水分。此期处在玉米需水肥的临界期，
是形成穗大、粒多的关键时期，也是需肥的重要时期，
要及时随水施肥。

6月初至6月中旬，展开叶9 ~ 10片时，及时灌拔节水
（头水）（或叶龄指数为60%时，滴第一水），亩灌量40 ~ 45

方，不积水，不漏灌，第一水要灌足灌匀，头水后 12 ~ 15
天，及时灌第二水，这时气温高，耗水量多，亩灌量40 ~ 45
方，确保地面湿润不龟裂。每次随水滴施尿素5 ~ 8公斤/
亩，磷酸二氢钾2 ~ 3公斤。

5. 适时化调：小喇叭口期，展开叶 8 ~ 9 片时，第一
次化调，亩用健壮素 50 ~ 60 克，大喇叭口期，展开叶
12 ~ 13 叶时，进行第二次化调，亩用健壮素 60 ~ 75 克。
亩株数低于6000 株可不进行化调。

6. 防治虫害：在小喇叭口期时，根据虫害发生情
况，每亩用 3%的呋喃丹 2 公斤加细沙 3 ~ 5 公斤拌匀，制
成毒物，投入喇叭口内，防治玉米螟。在大喇叭口期时
每亩用锐劲特粉剂 2 ~ 3 克加细沙 5 公斤拌匀灌心，防
治玉米螟及棉铃虫。 （来源：《农业科技报》）

玉米孕穗期做好田间管理工作

眼下夏季大豆已经进入生长旺盛期，在大豆花期
和鼓粒期，巧喷叶面肥可提高大豆结荚率和促进籽粒
饱满，增产作用明显。

1.大豆开花结荚期。大豆开花结荚后，豆荚开始发
育，对营养元素需求量大，豆荚膨大充实又主要依靠叶片
的光合作用制造的有机营养，所以叶片补充营养，增强光
合作用，对防止叶片早衰显得非常重要，多次叶面追肥就
能促壮叶片，使大豆的豆荚饱满，从而获得高产。

具体方法：在大豆开花结荚后，可每 7 ~ 10 天叶
面喷洒一次 0.3%磷酸二氢钾溶液+20-25 克钼酸铵+
碧护，喷施1 ~ 2次，效果尤为显著。

2.大豆鼓粒期。大豆鼓粒期喷施叶面肥，能缓解
大豆需肥与供肥的矛盾，加速同化产物的积累、转化
和运输。可促进养分向籽粒转运，减少和避免秕粒，
促进籽粒饱满，增加粒重，提高产量。

具体方法：在大豆鼓粒期用0.5%尿素+0.4%磷酸二
氢钾+0.1%硼砂+0.1%红糖混合溶液，隔7天再喷一次，对
减少秕粒，增加粒重，提高产量有显著效果。据试验，连
喷2 ~ 3次，一般可增产12 ~ 15%。（来源：中国农科网）

大豆抓好关键时期产量高

适当多施农家肥一般每亩可施用厩肥、堆肥、土杂
肥等农家肥2500 ~ 3000公斤，采用条施或穴施为好。

适施石灰磷肥以钙镁磷肥为好，用量一般每亩
15 ~ 20 公斤，钾肥宜用氯化钾或硫酸钾，用量为每亩
10公斤。酸性红壤土在播种时，每亩施石灰20 ~ 30公
斤；培土插扦时，每亩再施石灰30 ~ 40公斤。增施石膏
红壤酸性土壤一般酸性大，石膏追施比作基肥施用效
果好，盛花期在结实圈内每亩增施20 ~ 35公斤石膏粉。

钼肥拌种播种时，每公斤花生种拌 2 克钼酸铵。
先将钼酸铵用少量热水溶解，再用冷水稀释成 1%浓
度，拌后闷种 3 ~ 4 小时即可播种。在缺钼土壤整地
时，可每亩施用 50~100 克钼酸铵。作种肥时，可在播
种前用0.1% ~ 0.2%钼酸铵溶液浸种3 ~ 5小时。

追施菌肥目前市面上花生根瘤菌剂（根瘤菌肥）一般
每亩用25克，使用时要将其加适量水调成糊状与种子拌
匀，注意随拌随种，防止日晒，不能与杀菌剂混用或接触。

叶面追肥在盛花期大批果针入土后，管理上应促
控结合，进行叶面喷肥。喷施浓度以每升溶液中含三
氯苯甲酸 200 ~ 300 微克为宜。在花生扬花期，每隔 7
天喷一次0.4%磷酸二氢钾水溶液，连喷3次即可。

（来源：中国农科网）

花生这样施肥更高产

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开展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
县共建工作的通知》，计划到“十四五”
末期，在全国范围内共建一批产业科
技化、人才专业化、生态绿色化的农业
科技现代化先行县，为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
有力的科技支撑。各地已启动申报工
作，反响热烈。

据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负责人
介绍，在全国范围内共建农业科技现代
化先行县，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
神，推进农业科技现代化的需要；是立
足科教系统自身职能，推进乡村振兴的
需要；也是凝聚全国科教系统力量，树
立典型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将突出八
个方面的建设内容：制定先行县共建
方案，探索一个支撑模式；开展科技短
板攻关，解决一批技术难题；组织专家
蹲点服务，建设一批展示基地；探索数
字信息引领，建立一批智慧农业试验
区；联合地方各级部门，建成一批技术
服务平台；加强政产学研联合协作，扶
持一批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生态环保
技术革新，打造一批宜居乡村；立足经
济 发 展 需 求 ，培 养 一 批 科 技 创 业 人
才。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将采取共
建的方式，由各省农科院、农业农村部
有关共建院校、部属有关科研推广机
构与县级人民政府联合申报，并签署
共建协议，共同探索构建科技支撑乡
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机
制新模式。 （来源：农业农村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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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台创园的花卉富民基地按照“政府塔建平台，龙头企业支撑，党
员带头引领，农民创业致富”的路径，形成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农
户、基地+电商等模式，带动农户发展花卉产业，实现花卉富民。仇玉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