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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战
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面对来势汹汹的柑橘木虱大军，无
人机植保战队率先“迎战”。打开机翼、
启动开关……在一阵轰鸣声中，无人机
腾空而起，顷刻间，薄雾状的药剂从空中
洒向柑橘园。

“相比前两次，这次遭突袭的乡镇虽
扩大到了11个，但我们还是击退了柑橘
木虱的进攻，控制住了局面。”看到果树
下残留的“敌军”尸体，冯树林眉头舒展。

而在此前半年里，当地农技人员和
果农已打赢了两次柑橘木虱阻击战。

去年12月，全国柑橘年会在奉节召
开。其间，广西一名专家到当地永乐街
道陈家社区居委会的柑橘园考察，突然，
一片嫩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惊讶地发
现，一只约3毫米大的昆虫蜷缩在里面，

“这不是柑橘木虱吗？”
于是，他将这一发现反映给了冯树

林——柑橘木虱是一种迁飞性害虫，是
被称作“柑橘癌症”的黄龙病的主要传播
媒介，一旦发现有木虱携带黄龙病菌，当
地的柑橘产业就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

情况紧急，冯树林立即将情况上报
上级部门，当晚他就找到西南大学柑橘
研究所所长王雪峰、奉节县植保站站长
田君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商量组建防控
技术专家组、制定防控方案等应对措施。

“首先要尽快对种植柑橘的乡镇进
行虫害排查；其次立即选送柑橘木虱样
品送检……”第二天一大早，脐橙发展中
心将样品送到了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检
测，庆幸的是，这些柑橘木虱并未携带黄
龙病菌。得知消息后，冯树林顿时松了
一口气。

经过一周的摸排，奉节永乐、安坪、
甲高、康平等6个乡镇（街道），均零星发
现了柑橘木虱的踪迹。

12月底，奉节县委、县政府召开视
频会，专题研究部署柑橘木虱的科学防
控工作，同时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调
拨 1000万元资金，全力打好柑橘木虱
阻击战。

动员
增强果农防控意识

要打赢柑橘木虱阻击战，当地26个
乡镇的7.2万户，30多万名果农应该是
主力军，但让人意外的是，很多果农对这
种虫害不以为然，果农张贤红就是其中

之一。
56岁的张贤红是永乐街道陈家社区

一组的果农，高中毕业后，他子承父业，
种了6亩多脐橙。由于果园邻近长江，光
热水充足，加上他勤于管理，种出来的脐
橙品质不错，一年有7万多元收入。

去年12月底的一天，为了动员果农
一起来防控柑橘木虱，在专家的指导下，
陈家社区原党支部书记榆善奎，召集大
家开了一场主题为科学防控柑橘木虱的
院坝会。

听专家讲了10多分钟柑橘木虱的知
识后，台下有些果农就坐不住了。“虫虫
儿也没几只，何必小题大做？”“麻烦得
很，耽误我摘脐橙、卖脐橙！”张贤红不耐
烦地说道。

见开院坝会效果不好，榆善奎只好
挨家挨户上门宣传。一次，榆善奎抱着
一叠宣传单朝张贤红家走去。张贤红远
远看到他到来，便连忙关上大门，装作不
在家。见门外没动静了，张贤红打开了
门，不料榆善奎还坐在院坝的中间。而
且他还喊来村干部，帮张贤红采摘脐橙，
原本需要摘一天的脐橙，结果半天就摘
完了。榆善奎的真诚最终打动了张贤
红，张贤红开始主动了解柑橘木虱的防
控知识。

同时张贤红站出来主动为果农讲解
柑橘木虱的危害。“别看它个头小，数量
不多，但它要传播黄龙病，这可是柑橘癌
症啊！有些地方就是因为没把它当回
事，结果虫害控制不住，只能大面积砍
树！”经过张贤红的宣讲，周边果农也逐
渐意识到柑橘木虱的危害。

“杀敌”
两轮阻击战歼灭大量柑橘木虱

就在榆善奎等人向果农宣讲增强柑
橘木虱防控意识时，西南大学柑橘研究
所副研究员姚廷山、奉节永乐街道供销
合作社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栋兵则忙着进
行虫害的药物试验。

“重庆过去从未发生过柑橘木虱，市
面上虽然有很多虫害防治药物，但用于
防治柑橘木虱的效果并不好！”姚廷山
说，出于这些考虑，他们只好自己搞药物
试验，找出适合当地的药物。

结合奉节冬季低温的特征，和减少
农残的要求，姚廷山和团队成员，借鉴其
他地方的用药经验，调制了7组药物。在
冯树林的推荐下，李栋兵等人则具体负
责这些药物的田间药效试验。

经过筛选，陈家社区的6亩脐橙园成
为了药物试验基地。农技人员将果园划

为7等份，他们在脐橙树下铺上白色薄
膜，开始药物试验。

在飞手的操作下，7台无人机载着配
好的不同药物，腾空而起。10多分钟后，
无人机便完成了果树的植保工作。48小
时之后，农技人员根据杀虫量、成本、农
残等参考标准，最终保留了三组药物，并
向果农推广使用。

“经过去年12月和今年3月两轮集
中消杀，大量的柑橘木虱得以成功歼灭，
这表明我们的药物试验是可行的。”姚廷
山说，但这并不意味着药物试验就可以
停止了，相反，他们还必须针对春夏秋冬
气候的差异，继续试验不同的药物。

为了满足第三轮的消杀需求，前不
久，姚廷山和团队已配好了三组药物，正
等待冯树林挑选新的果园，进行新一轮
试验。

围歼
从果园四周向中心进行消杀

柑橘木虱是一种迁飞性昆虫，虽然
一分钟只能飞行100—200米，但驭风能

力极强，有了风的助力，可日行数十公
里。因此如果没有掌握正确的消杀方
式，就很可能出现漏网之“敌”。

为了防止柑橘木虱逃窜，农技人员
结合柑橘木虱飞行距离短，以及奉节多
是山地果园的实际情况，探索出用无人
机把柑橘木虱从四周往中心赶的消杀
方式。

6月12日上午11时许，李栋兵与飞
手李杰，来到永乐街道永乐村开展灭虫
工作，他们将提前兑好的药水倒入无人
机药箱后，4台无人机伴随机翼的快速旋
转，腾空而起，穿梭在1000亩柑橘林的上
空，来回作业。

李栋兵解释，为了把柑橘木虱从四周
往中心赶，他们以柑橘防治边沿为起点，
向外扩散100—200米进行喷药，从而形
成一道屏障，阻隔其迁飞通道。然后逐
步向中间收缩战线，直到完成全部消杀。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果园安装了害
虫远程智能监测系统，布设了粘虫板。
通过这套“组合拳”，截至目前，奉节11个
乡镇累计防控面积达72825.2亩，其中经
防控后未再发生面积为2940亩，成功阻
止了柑橘木虱的第三次进攻。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市植保站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我市
19个区县累计发生柑橘木虱面积达20833.28亩，
累计防控面积119690.4亩，通过科学部署、周密
防控，目前虫害仍保持在可控范围。

此次柑橘木虱发生共新增 5个区县，较 6
月 16 日新增 2072.2 亩，其中果园新增 2064.2
亩、花卉市场新增 8 亩，累计防控面积新增
8403.9亩次。

“通过药剂防控后，有8503.25亩发生柑橘木
虱的区域未再发现。”市植保站相关负责人说，这
说明当前的防控体系、措施是可行的，尽管发生
面积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来说，防控的态势是可
控的，未出现大面积集中暴发的情况。

“重庆作为黄龙病无疫区，防控经验不足，在
山地丘陵面积占比九成多，且散户果农居多的情
况下，取得阶段性胜利实属不易。”市农业农村委
相关负责人说，自去年底发现柑橘木虱后，我市
高度重视虫害的防控工作，第一时间科学部署全
面打响柑橘木虱阻击战。

我市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牵头的工作领导
小组，并建立了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市城
市管理局、市林业局、重庆海关、西南大学、市交
通运输委等相关市级部门以及高校、市属国企
参与的重庆市柑橘木虱（黄龙病）防控专项工作
机制。

同时，整合市农业农村委经作处、粮油处、
市植保站、市农技总站和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
站、重庆海关等技术力量，成立4个技术指导组，
分片包干指导全市区县，并与防控专家组形成

“1+1+4”技术指导体系，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
到户的防控体系。

下一步，我市将利用大数据赋能，做好虫害
的智慧防控、监测、研判分析等工作，发动广大
群众做好柑橘木虱的群防群控，全面打赢这场
阻击战。

重庆柑橘木虱病害
保持在可控范围

眼下正值柑橘生长的关键时期，对于柑橘危害最

大的，是柑橘木虱这一虫害。

柑橘木虱是一种迁飞性害虫，是柑橘黄龙病（被

称作“柑橘癌症”）的主要传播媒介，而柑橘一旦患上

黄龙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柑橘是重庆第一大水果，常年种植面积有380余

万亩，是我市百万果农，尤其是脱贫群众的主要收入

来源之一。

去年底，柑橘木虱首次迁飞入渝，引起主管部门、

农技专家和种植户的高度警惕。市种子站提供的数

据显示，截至6月30日，我市19个区县累计发生柑橘

木虱面积达20833.28亩，防控态势尤为严峻。

如何阻击柑橘木虱的侵袭？近日，记者深入我市

柑橘木虱发生面积最大的奉节县相关乡镇进行了调

查、采访。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盛夏时节，见脐橙树抽出嫩绿的夏梢，奉节县脐橙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冯树林心里
明白，“敌军”将很快发起第三次进攻。

起飞，升空，一群“敌军”顺着长江（奉节段）两岸的山谷、河谷肆意迁飞，一旦发现
合适的目标点，就准备大举进攻。

驭风而动的“敌军”，是以柑橘木虱为主的昆虫大军。它们静待数月后，终于
等来了合适的进攻时机。面对“敌情”，冯树林神色凝重——已有乡镇报告，发现
了柑橘木虱的踪迹，如果不立即打响第三次阻击战，就会给当地脐橙产业造成惨
重损失。

千钧一发之际，一场柑橘木虱阻击战再次打响。

打赢打赢
柑橘木虱柑橘木虱
阻击战阻击战

核心
提示

严防严防““柑橘癌症柑橘癌症””

▲6月12日，奉节县工作人员正操作无人机施药防虫。

▲6月12日，奉节县的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监控害虫的设备。

▲6月12日，奉节县农户正在查看柑橘园病
虫害防治情况。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尹诗语摄/视觉重庆）

▲6月12日，奉节县长江
两岸种满了脐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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