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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课堂农技课堂

鸡舍潮湿对鸡有什么影响

求解乡村振兴 问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杨玉华 陈刚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
家”名录。全国共306名，我市12名农机手入选，数量
居中西部省份第一。

近年来，重庆市实施智汇农机手金蓝领成长计
划：建立农田宜机化改造、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农
机操作、农机修理、农业工程、设施养殖、农业经理人
7个重点工种专家工作室，坚持培育对象遴选、培训

内容设计、培训组织实施、师资队伍遴选、财政政策扶
持5个精准，着力培育研发改进、技术推广、故障诊断
维修、驾驶操作、社会化服务、农田宜机化改造6个方
面农机高技能人才。

本次进入全国名录的人选中，有 2 人是重庆
英才·技术技能领军人才，3 人获得全国农业技
术能手。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供稿）

脱贫之后怎么干？

当前，我国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如何巩固
拓展脱贫成果、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广受关注。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
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要求，建
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政府工作
报告强调，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
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要变“人找救助”为“救助找人”。一些地区虽然
已经脱贫，但发展基础和自我发展能力还不强。要健
全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早发现、
早干预、早帮扶。

产业是根本。“这几年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普遍搞起
来了，但技术、资金、市场还不强。要发展加工、延长产
业链，提升发展质量。”甘肃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会长
马利民说，今年他们将开发预包装食品，夯实产业基础。

粮食安全怎么保？

种子和耕地，是两个关键。规划纲要草案提出，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种子库建设，加强农业良种
技术攻关，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培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龙头企业。
农业农村部相关领导表示，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

制定打好种业翻身仗的行动方案，力求10年左右时间
实现重大突破。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已开建，新的农
作物种质资源库今年将建好，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要
尽可能突破，加快构建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

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是今年我国发
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稳产
高产关键。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实施黑土地保
护工程，都是利长远的举措。”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
会长陈萌山说。

乡村产业怎么兴？

从大路货到新奇特，从“路边卖”到“网上卖”，从
卖产品到卖风景……乡村产业日渐红火。规划纲要
草案提出，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乡
村富民产业。

既要注重产品“调优”，也要生产方式“调绿”。“推
动种养加结合和产业链再造，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和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民宿经济等特色产业，都是重要抓手。”东北财经大学
教授武献华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田头小型仓储保鲜
冷链设施、产地低温直销配送中心、国家骨干冷链物
流基地建设。采收、存储、保鲜、运输是农业产业“老
大难”，每年因采收不当、冷链物流不发达造成的损耗
巨大。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要加快发展数
字化仓库和冷链物流，完善标准和法规，实现从田间
到餐桌全产业链现代化。

农村环境怎么建？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规划纲要草
案强调，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乡村建设是为农民建的，要尊重农民的意见，遵
循乡村发展规律，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不搞缩小版的
城市。”安徽省潜山市黄铺镇黄铺村党委书记王绍南
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关键是规划先行，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也要“两手抓”。

“目前到村的设施有一定基础，堵点主要在进村入
户上。”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说，下一步要将水
电路气讯等公共设施向村覆盖、向户延伸，加快通组路
和村内主干道硬化，加强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建设。

城乡之间怎么融？

当前，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
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规划纲要草案
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
系，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

“城乡融合发展，人才仍是瓶颈。”重庆市巫山县
相关领导认为，既要做增量，吸引“新农人”，还要激活
存量，发挥“土专家”“田秀才”等作用。

“金融服务不能缺位，要加快健全乡村金融服务
体系，完善适配政策与机制，提供系统的金融服务与
产品，真正支持产业更强、农民更富、乡村更美。”建设
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文爱华说。

规模化鸡场，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鸡舍潮湿
问题。一般鸡舍内的湿度保持在50%~60%，湿度
过高会对鸡的正常生理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大多
养殖户仅知道鸡舍潮湿对鸡不好，但是却不能全
面了解其中存在的问题，导致处理鸡舍潮湿问题
不积极、不及时等。

1.增加发病概率。鸡舍潮湿，细菌滋生，造
成鸡舍环境恶劣，会导致各种疾病发病概率上升，
不少的鸡场群体性疾病就是这样发生的。加上鸡
是群体性动物，鸡舍内鸡只的密度很大，鸡只接触
比较多，相互传染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2.影响产蛋。过于潮湿的养殖环境严重影
响蛋鸡的产蛋数量与质量。只有较好的环境才维
护母鸡的健康，才能保证鸡群的正常生产。另外，
由于潮湿的原因，母鸡在下蛋时会感觉到冷。如
果母鸡长时间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就不愿意下
蛋了。

3.生长缓慢。不论蛋鸡还是肉鸡，过于潮湿
的生长环境都会让鸡感到不适应，从而产生各种
问题，比如食欲、消化能力、整体活力等各方面的
问题。严重的还会影响鸡的销售，因为其摄取养
分的能力跟不上消耗的养分，那么时间一长鸡自
然就会消瘦。

4.寄生虫增加。潮湿的环境适合寄生虫生
长。鸡和寄生虫的接触时间变长，那么感染概率
自然变高了。另外由于潮湿导致环境变得适合寄
生虫存活以后，鸡互相感染寄生虫的概率也变高，
此时寄生虫的繁殖速度会进一步加快，所以养殖
户在发现寄生虫的存在时，要及时处理。

（本报综合）

本报讯（通讯员 唐元华）近日，春光明媚，催红
樱桃。在巴南区鱼洞街道百胜村3OOO余亩乌皮樱
桃基地，珍珠般的樱桃果实挂满了枝头，压弯了树梢，
一片丰收景象。百胜村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巴南区
实施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和特色产业发展，今年乌皮樱
桃喜获丰收，预计比去年增产35％以上。

据了解，巴南区科协和区农技协联合会充分发挥
农民田间学校和科普基地的优势，组织农业技术人员
进入樱桃基地，采取送发技术资料、专家现场授课、技
术示范和解答疑难等有效方式，培训樱桃栽培技术。

日前，巴南区科协和区农技协联合会还在鱼洞乌
皮樱桃基地，举办了科技兴农“开春第一课”，果树专
家深入果园田间，指导除草施肥、整形修剪、保花稳
果、绿色防控病虫害等实用技术，提高了果农种植技
术，实现增产增收。

重庆敬弘水果种植合作社张敬介绍，他们种植的
5O余亩乌皮樱桃，通过专家指导，今年樱桃硕果累
累，预计比去年增产35％以上，比往年提前一周成
熟。目前，百胜村乌皮樱桃已经陆续成熟上市。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百胜村乌皮樱桃较去年增产35%以上

重庆12名农机手入选全国“农机土专家”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对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做出全面部署。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农业、农村、农民将面对哪些新课题，呈现哪些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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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专家为乌皮樱桃“问诊把脉”。
通讯员 唐元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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