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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葱叶黄的应对方法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日前，在铜梁区土桥镇高垭
村，来自铜梁28个镇街的56名选手进行了传统稻谷
收割比赛。最终，华兴镇、太平镇、少云镇、安新镇、平
滩镇获得了一等奖。

“准备，开始！”随着裁判员的发令声响起，第
一组7支代表队的队员手握镰刀，迅速展开比赛。
你割麦，我挞谷，参赛选手分工合作，个个手法熟
练，不一会就将一整块水稻地收割完毕。呐喊声、
欢笑声、丰收歌曲的助威声交织在一起，一派丰收
的景象。

“我们来自少云镇，来参加挞稻比赛，感到无比高
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少云镇参赛
选手张建平激动地说。

“我是来自大庙镇双鹅村的，我今天是第一次参
加稻谷丰收节，这样的比赛很有意义。希望我们的生
活过得越来越美好。”大庙镇参赛选手陈世华说。

据了解，从2018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将每年
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铜梁区隆重
举办稻谷收割比赛，喜迎丰收节的到来。此次比赛共
有28个代表队，分成四组进行比赛，参赛选手都是各
镇街的农民，在比赛中大家纷纷使出看家本领，收获
了快乐，也分享了丰收的满足感。

据悉，今年的农民丰收节活动，铜梁区以‘庆丰
收感党恩’为主题策划了乡村演说家、稻谷收割比
赛、农产品展示展销、说脱贫话振兴故事会、乡村春
晚、原乡风情荷美土桥亲子农耕体验等一系列评选
活动。“今天举行的稻谷收割比赛，是利用传统的方
式，开展割稻谷、挞稻谷、扎草堆等环节，真实再现
农事活动现场，展现广大农民群众勤劳、质朴的美
好品质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铜梁区农业
农村委主任张焕兵说。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传来好消息：由该院都市
农业研究所植物工厂创新团队与中国水稻研究所钱
前院士团队合作的水稻栽培项目取得重大进展，水稻
定植后仅60天左右就可以收获，比大田环境下120天
左右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近一半，单层栽培架的综合产
量为每平方米0.98公斤，相当于亩产652公斤。

“养”出来的作物

众所周知，阳光、土壤、水分是作物生长不可或缺
的因素。然而与传统大田农业种植生长出来的作物不
同，植物工厂内的作物，更像是被“养”出来的。植物工
厂内的“阳光”来自定制的光谱多光谱智能LED（发光
二极管）光源，五颜六色的灯光为水稻在不同生长周期
提供最佳的光源环境；水稻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和
水分则是通过深液流水耕栽培技术提供的。

此外，传统的大田作物栽培过程容易受到环境和
极端天气的影响，而植物工厂就完全避免了这些因素
的困扰，为作物的生长创造优良的生长环境条件。“植
物工厂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与外界相对隔绝，空气
都是经过净化的，人员进出也都需要穿戴防护服，可
有效阻断虫害和病毒侵袭。所以，植物工厂内的作物
基本处于无菌、无虫的环境中，避免使用农药，真正实
现绿色生长。”创新团队成员卞中华告诉笔者。

实现快速育种

对于大多数作物来说，要想培育出新的优良种
质，需要经过若干代的培育繁殖，而且新品种出来以

后，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验证它是否具有稳定性且适
宜大规模种植。

“传统的育种方法，一年只能产生1代至2代，即使
在温室环境下或在热带地区，一年也只能产生2代至3
代。而在植物工厂按60天左右收获一代来计算，一年
可以产出5代至6代，这大大缩短了作物育种时间，打
破了制约作物生长的时间瓶颈。”都市农业研究所所
长、植物工厂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杨其长告诉笔者。

植物工厂内通过精准调控植物生长的环境和营
养要素，从而大大提升作物的光合作用速率，诱导早
期开花和促进作物快速生长，大幅缩短作物生育周
期，实现快速育种。而且，植物工厂育种加速系统不
受土地、空间和气候条件的约束，大大节省了育种工
作者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植物工厂将会有更多品种

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不少植物工厂项目。有些
植物工厂生产的菠菜、生菜、小番茄、小白菜、小黄瓜
以及金线莲等正逐渐走上居民的餐桌。

虽然在农业实际生产中，植物工厂需要较多的设

施成本和能耗，以及更高的技术要求，有些问题目前
尚待解决。不过，随着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关键技术
的突破，植物工厂的造价和运行成本也会随之降低。
卞中华举了一个例子，多光谱LED光源一平方米的造
价5年前是3000元至4000元，而现在仅有200元至
300元。

“水稻价值相对较低，大规模推广有一定的难度，
但这种模式为今后解决食物安全问题提供了一种新
的方式与途径。未来都市农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低成
本能源的广泛使用，采用工
厂化方式生产粮食也是
有可能的。”杨其长
认为，随着相关技
术的逐渐成熟和
消费者认知程
度的提升，植
物工厂将是
都市农业的
发展方向。

水稻一年长6茬 都市农业迎来大发展
■常 理

小葱是人们做菜经常
用到的调味料之一，在种
植小葱的时候人们会发现
小葱叶黄了的现象，接下
来就给大家介绍四种应对

方法。
1. 施

肥。需要
施肥往土

壤中补充
营养，一般施用

氮磷钾 1∶1∶1 复合肥料。
复合肥料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可以快速补充
小葱的养分，补救其叶子发黄。在施完复合肥后，
需要浇水，溶解肥料促进吸收。

2.提升光照。如果种植面积不大，可以对小
葱进行移栽，移栽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如果种植
有一定规模，可以考虑使用植物补光灯，每日照射
4~5小时为小葱补光。

3.松土浇水。当小葱缺水时，小葱叶片细胞
没有足够的水分进行光合作用，第一阶段光合作
用受阻，叶绿素流失，出现发黄的症状。一般来
说，每周浇2~3次水，保持土壤湿润即可。

4.合理密植。在种植小葱时，植株之间需
要一定的距离，种植过密容易破坏其生存所需
的通风环境，建议小葱植株之间的距离为12~20
厘米。 （本报综合）

铜梁区举行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稻谷收割比赛
通讯员 李拉拉 谢艺

本报讯（记者 杨登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十四五”期间的头等大事。今年以来，重庆市南川区
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准确把握“重庆
市级乡村振兴积极推进类区县”的定位和打造“重庆
市乡村振兴综合试验区总体目标，使乡村振兴在南川
大地上有着新突破。

统筹抓牢体制衔接。南川区积极构建三级领导
责任体系，坚持三级书记一起抓，区委、区政府主要负
责人担任“一线总指挥”。各镇、村组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工作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建立部门协同
配合机制，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责任链体系。
出台《南川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成立7个
专项行动工作小组，选优配强村（社区）两委班子参与
乡村振兴。

抓紧落实政策衔接。乡村振兴的建设，离不开完
善的政策保障。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方面，南川区相
继出台了《南川区乡村振兴试验示范核心区农业产业
提升工作方案》《茶叶等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等政策文

件，中药材、古树茶、蓝莓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成效明
显；在推进育才引才方面，出台《南川区乡村振兴大学
生电大学历教育免费培养计划》《南川区吸引人才到
乡村创业发展支持政策（试行）》等，努力打造和培养
人才聚集高地；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分别出台
了《南川区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若干措施（试行）》《南川
区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助推乡村振兴工作方案》，有效
推动了城乡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

从严抓实工作机制衔接。南川区组建脱贫地区
产业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乡村治理三个工作专业班，
进一步夯实基础，把扶贫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提升等工作全面衔接到乡村振兴建设上来。

全面抓好示范带动衔接。为做好示范带动作用，
南川区集中力量打造大观原点、东街、金佛山互为支
撑的融合发展，确定4个区级乡村振兴综合示范乡
镇、1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南川区还根据要求和自身
优势，除4个综合示范乡镇外的27个乡镇（街道）分
别确定1个村开展单项试验示范。

南川：抓实抓好谋篇布局 全面助推乡村振兴

以下人员保险执业证遗失，声明作废。
徐舟 00000550011500002019006620
邹欣籹 00000550011500002020001282
张瑶 00000550000000002019093941
傅雨晨 00000550000000002020016309
于海博 00000550011500002019007655
郭春辉 00000550000000002019096879
陶乘晨 02000050011580020170700770● 赵 琴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00013850010000002021000490，声明作废。● 白 超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5250000080020170409360，声明作废。● 周 惠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0000550010600002019016058，声明作废。● 刘 凤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0000550010600002019016103，声明作废。● 徐 治 平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5150000080020181200828，声明作废。● 王 成 容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5150000080020180601057，声明作废。

● 余 建 峡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0012450023100002019000297，声明作废。● 吕 燕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0012450000000002021000757，声明作废。● 阮 正 灵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050010280020180701342，声明作废。● 戴 小 兰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5050000080020190100199，声明作废。● 钟 夏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001025000000000202000016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云台镇黄葛村村民委员
会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寿支
行 云 台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530080753101，账号：31131301040001806，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云台镇鲤鱼村村民委员
会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寿支
行 云 台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530081010601，账号：31131301040001939，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