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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萝卜糠心的几个要点

科技服务·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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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永嘉：

引进人才返乡 绿竹山富村民
通讯员 李拉拉

本报讯（记者 樊洁）近日，在渝北区、云阳县
科协支持下，由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
试验站、重庆市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中药材产业
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与云阳县农技协会联合举办的
云阳县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会在云阳县龙角镇、普
安乡、清水乡举行。培训会特邀重庆市中药材技术
体系专家李隆云为种植户讲解佛手、吴茱萸和白及
规范种植技术，各村种植大户、药农和合作社技术
人员共60余人参加培训。

据悉，培训会采取室内授课方式进行。农技
专家利用图案精美、内容丰富的PPT课件，向种植
户列举佛手、吴茱萸、白及种植案例，传授生长特

性、土壤条件、种苗要求、移栽方法、密度、施肥、修
剪、采收、初加工、病虫害识别与防治技术、药材标
准等技术，同时，专家还与种植户进行了面对面互
动交流，对种植户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现场气氛
十分热烈。

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中药材种植管护技
术培训是渝北区、云阳县科协“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行动之一。此次培训围绕云阳县科协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广泛普及药材种植科学知识，让更多的药
农掌握农业实用技术，切实提高了广大药农的科技
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动云阳县中药材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近日，在铜梁永嘉镇万年村铜梁区宝竹蔬菜种植
股份合作社的笋竹加工车间里，堆满了笋竹和莲藕，
数十名农民工有的清洗，有的切削，有的漂洗，有的运
输，有的装箱，一片红火的景象。

正在车间了解生产情况的镇经济发展办公室负
责人周晓玲介绍，合作社的负责人郭辉良就是永嘉镇
竹海村人。2015年，永嘉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进
在外办企业的郭辉良回到老家办起了合作社。“合作
社的发展不仅盘活了笋竹资源，而且带动了群众增收
致富。”周晓玲说。

拉通市场
解决竹笋销售难题

永嘉镇是铜梁区最南端的山区镇，境内毓青山和
巴岳山夹峙，楠竹、麻竹、雷竹等竹子面积有3万多
亩，是重庆市命名的笋竹之乡，并上榜重庆春笋地图。

“当初我选择回乡发展，是因为家乡竹资源丰
富。竹子全身都是宝，特别是竹笋是天然、绿色、无公
害蔬菜，不仅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口感脆甜，还是多

种美味佳肴的配料，具有广阔的市场消费潜力。”郭辉
良说。目前，合作社开发的清水竹笋、香辣竹笋、笋干
等竹笋系列产品畅销川渝两地城市，在北上广地区供
不应求。

据郭辉良介绍，在过去，春笋、冬笋少有人收购，村
民都是自采自销，销售的区域也限于本地场镇，价格低
不说，一时卖不出去的失去水分后就失去了商品价值。
而今，合作社把永嘉镇和周边安溪、华兴、虎峰几个镇的
竹笋收购起来，一举解决了鲜竹笋销售的难题。

此外，合作社在镇村的支持下，流转村民闲置撂荒
地，建起500亩高产示范笋竹基地，一方面为村民管好
护好竹林提供学习场所，一方面为合作社提供笋源。

带动经济
帮助村民家门口致富

“合作社建起后，每到春、冬两季，都有专人专车
到地头收购，现款现货。我们当天采挖的笋子马上就
交售给合作社，不仅价格比市场高一些，还免去了自
己背到场镇卖的麻烦。”竹海村种竹大户吴明忠说。

合作社的建立，不仅让种植大户受益，也让村里
的妇女们找到一条在家门口实现致富增收的门路。

“我们在车间上班，干一天有一百多元的现钱装
进荷包，还把家里老的小的都照顾了。”农妇何中会
说。

“合作社的建立，提升了竹林的经济效益，村民就
会更加重视竹林的管护，竹更茂了，山更绿了，生态效
益也好了。”郭辉良介绍说，合作社加工竹笋系列产品
外，在采笋淡季还大批量加工莲藕，为农产品找出路。

在占地3000平方米的合作社加工厂区里，除有
宽敞明亮的车间和冻库外，一栋精加工车间和产品展
示大厅已经建成，竹文化氛围也正在营造之中。

“现在，合作社年销售竹笋产品2500余吨，年总
产值1750余万元，合作社2020年被评为区级农业龙
头企业，除直接带动200多名村民就业外，还通过收
购使上千户农户受益，农户家庭年增收1000多万元。”
永嘉镇镇长李小波说，下一步，镇里将支持和引导合
作社实施深精加工，开发更多的森林健康食品、休闲
旅游系列食品，进一步把笋竹产业做大做强，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

萝卜本身就是比较受欢迎的蔬菜，尤其是到了
冬天之后，人们在做汤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它。但
很多种植户在秋冬萝卜采收时发现萝卜肉质根有空
隙，出现糠心的情况。萝卜糠心是肉质根常见的生
理病害，发病后不但重量减轻，淀粉、糖分等减少，而
且组织发软，风味变淡，食用价值降低，也无法存
贮。防治萝卜糠心，有以下几个要点。

品种选择。秋天种植萝卜，一般选择中晚熟的
萝卜品种，中晚熟萝卜品种更耐糠心；或者选择具备
耐糠心、不易裂根的萝卜品种进行栽培，也可以减少
萝卜糠心的发生。

播种时间。白天温度高，夜晚温度低，是非常适
合萝卜生长的。但如果温度都偏高，特别是夜间温度
高的时候，萝卜则可能会出现糠心的问题。所以要适
期播种，不要抢早，民间俗语为“头伏萝卜二伏菜”。
种植户需根据当地气候，选择合适播期，以萝卜根部
膨大期正处于昼夜温差大、比较凉爽的季节为宜。

种植密度。种植萝卜时，要注意其种植密度。
如果种植过密，可能导致萝卜出现糠心，特别是对于
大型萝卜品种来说，更是需要适当增加其种植密度，
保证根部有充足的营养，从而减少糠心的发生。一
般来说，大型品种行距50~60厘米、株距20厘米；中
型品种行距40~50厘米、株距15~20厘米；小型品种
株、行距8~10厘米。

浇水均匀。萝卜浇水也有讲究，糠心和浇水不
当也有关系。肉质根生长期，要保持水分充足，有些
种植户浇水无规律，浇水后长时间干旱，肉质根细胞
吸收不了养分，产生空隙，土壤忽干忽湿，就容易形
成糠心。萝卜除了在莲座期时可以适当控水蹲苗，
在肉质根生长期要始终保持土壤见干见湿，浇水要
均匀，防糠心的同时，也能减少裂根。

合理施肥。在施肥时，很多种植户以尿素或者
粪肥为主，这样就导致氮元素过多，
地上叶片快速生长，肉质根生长快，
也会形成糠心。氮肥过多会抑制
微量元素的吸收，缺硼也是萝卜
糠心的一个因素。

为了防止地上叶片旺
长，给萝卜施肥时，肉
质根生长期施氮肥
不能过量，可以适当
补充钾肥，促进生长；
适当补充硼肥，能减
少糠心。 （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 樊洁）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国家着
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
策。鲁渝协作是重庆市、山东省政府落实党中央决
策的重大决策部署。为了推进鲁渝协作中药材产业
协作，近日，在鲁渝协作项目支持下，由国家中药材
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验站、重庆市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与秀山县
农业农村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秀山山银花规范种植技
术培训会在秀山县委党校会议厅举行。秀山县各乡
镇农服中心、村集体、龙头公司和合作社共100余人
参加了培训。

在培训会上，重庆市中药材技术体系专家李隆

云重点介绍了秀山山银花的生长特性、土壤条件、种
苗要求、移栽方法、密度、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采
收、初加工、药材标准等技术要领，并针对秀山山银
花种植基地存在的移栽、施肥、初加工、病虫害防治
等技术问题给出了解决措施，并对药农关心的种源、
除草、农药选择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秀山山银花现有种植面积在10万亩以上，是重
庆市种植面积最大的道地药材。鲁渝协作启动以
来，有力地促进了秀山县山银花产业发展，提高了药
农的收入，谱写了情深意重、协作攻坚的鲁渝版“山
海情”。秀山县山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秀山县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鲁渝协作推动秀山山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云阳乡村振兴，推动云阳中药材产业发展

近日，在重庆市武隆
区仙女山镇懒坝大地艺术
景区，游客在粉黛乱子草
丛中游玩。

近年来，武隆区依托
优良的高山生态环境资
源，将文旅产业与乡村振
兴、生态保护相结合，打造
艺术花园、文化小镇等多
种业态相融合的高山旅游
产业项目，形成乡村经济
新的增长点。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