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服务·乡村振兴
2021年8月24日 星期二
主编：苏伶俐 见习编辑：胡倩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09

农技课堂农技课堂

桃树采果后管理四要点

自5月24日上线启动以来，第十一届全国农民科
学素质网络知识竞赛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次竞
赛以“践行科技为民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一直持
续到今年11月24日。截至目前，全国参赛人数已达
70万人。

此次竞赛旨在提升广大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引领
农民群众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传承发展中华农耕文明，树立科学生产、健
康生活、协调发展的理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科
技为民服务，传播农业生产、科学生活、科学经营等方
面技术和知识，助力培养造就高素质农民。

据悉，此次竞赛由中国科协、农业农村部主办，由
中国农学会、中国科协农村专业技术服务中心、中国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承
办，科普中国平台、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科技志愿服
务信息平台、新华网、光明网、人民网、腾讯网作为媒
体单位，为比赛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宣传。

此次竞赛重点包括但不限于专业大户、合作社社
员、农业企业骨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成员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骨干和高素质农民以及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会员和广大农民；科普工作者、科普中国信息员、基层

农技人员、基层卫生工作人员、大学生村官；农业专家、
农业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以及高、中等农林院校师生等。

在形式上，此次竞赛设置了知识竞答、科普活动
有奖竞答、限时PK赛、专题竞赛、团队PK竞答等形式，
依据参赛者答题得分给予相应积分奖励。值得一提
的是，主办方还在2020年题库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
修订了8个专题题库，重点是疫情防控、农业科技、政
策法规3个专题方面：疫情防控专题新增了冷链运输
及疫苗；政策法规专题新增了乡村振兴、农村法律法
规等；农业科技专题对原有农业种养题目进行修订，
并同时增加了农作物储藏、加工、销售；生猪、牛、羊、
家禽加工、销售的科学理念、知识和技术等。

为了让参赛者能够拥有更好的答题体验，竞赛主
办方对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一是实现登录个人中
心可查看个人答题记录；二是个人中心增加“意见反
馈”模块；三是在原有数据统计排行展示基础上，增加
各省市县综合得分排行，可与参赛人数、参赛人次等
各项指标排行榜实时切换，且为了增加参赛人数、扩
大参赛范围，调动全国各地参赛者积极性，增加每周
（每月）新增参赛人数、新增参赛人次排行榜。

参与者可通过四种方式进行答题，分别是访问全

国农民科学素质网络知识竞赛官网（http://www.
nongminjingsai.com）参与答题；扫描“全国农民科学素
质网络知识竞赛”“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三农科学
传播”“科普中国”“科技志愿服务”等微信公众号参与
答题；下载“知农”“科普中国”“云上智农”等手机APP
参与答题；直接扫码参与答题。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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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 秋 收 时
节，田野里片片金
黄稻田秋意正浓，
收割机阵阵轰鸣催
促着农人去劳作。
近日，在合川区云
门街道凤林村，机
械收割已成为主
流，农民们只需从
田里把一袋袋割
好的谷子搬到马
路边，再用机动车
或 板 车 拉 回 家 。
农事的自动化操
作，不仅全面提升
了收割效率，还为
老弱家庭解决了收
割难题。
本报记者 沈静 摄

桃树采果后至秋季落叶前，是营养积累和花
芽分化的关键时期，管理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桃树
越冬及来年的结果，具体应掌握以下四要点：

分期喷药。防虫害桃树采果后，周围菜园和玉
米地有翅蚜虫、红蜘蛛等会相继迁回桃树交配产卵
越冬，成蚜和若蚜群集在桃叶背部刺吸汁液，使叶片
变黄卷曲，严重影响桃树生长。因此，采果后应分期
喷药治虫，可喷5%多菌灵800倍液或5%克菌丹可
湿性粉剂50倍液或40%乐果乳油500倍液等。

科学施肥。壮树体采果后，结合果园中耕除草
进行施肥。对结果多、树体养分消耗大的桃树要早
施、重施，一般每株施入粪尿或厩肥30～40公斤，尿
素0.3公斤或碳铵0.5公斤，开50厘米深的环状或放
射状沟施。

整枝修剪。促平衡桃树枝条一年多次生长，易
使树冠郁闭，通风透光不良，影响花芽形成。因此，
对冠内交叉枝、重叠枝、病虫枝、细弱枝及拥挤处的
徒长枝应予以疏除，光秃部位可环割，促生新枝，占
据空间。

清园消毒。重预防结合整枝修剪清理桃园，将
地上的枝、叶、果以及杂草彻底清除，远离桃园烧
毁。地面撒石灰（每亩50～60公斤）消毒灭菌，也
可用1波美度的石硫合剂500倍～800倍液喷主干、
主枝。 （本报综合）

农业农村部近日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加快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推进未达标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指导各地完善高
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等三大措施，加速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确保建成一亩、见效一亩、管好一亩，长
期持续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综合效益。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进一步提高水土
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国家粮食安
全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2019年至2020年，农业农
村部联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安排中央补
助资金1726亿元，支持各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全国共建成高标准农田1.65亿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央补助资金标准有所提高，
但与各地实际建设成本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对此，
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一方面力争继续提高中央补助资
金标准，并支持各地探索创新多元化的筹资机制，不
断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加
快推进修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为各地开展建
设提供更加科学的指导。

据了解，近年来，各地针对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
资金落实问题，积极探索创新管护资金筹集模式，形
成了一批好模式好做法。河南省结合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通过以电折水、计量收取水电费等方式筹集日
常管护经费；江西省在落实适当财政补贴的基础上，
注重用好新增耕地指标交易收益、村集体经济收益
等，多渠道筹措建后管护资金；湖南、辽宁等地探索
引入财产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工程建设质量缺陷
或意外事故、自然灾害造成的损毁修复责任等。

目前，农业农村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在总结各地
经验做法基础上，研究制定高标准农田管护政策措
施，推动修订完善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管护资金来源，逐步构建高标
准农田建设管护经费合理保障机制。

作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农
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结合耕地资源条件、已建成高标
准农田分布利用等情况，有序推进地方各级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投
入保障，统筹开展未达标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

此外，农业农村部还将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优化建设布局，多渠道加大建设投入，
加强工作指导和调度，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
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集中力量建设
高标准农田，并完善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农业农村部加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李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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