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瓜白绢病防治技术

科技服务·惠农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主编：苏伶俐 编辑：李霜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09

农技课堂农技课堂

近日，重庆市农技总站正式发布2020年度全市
主要农作物施肥推荐配方（以下简称“新配方”）。“新
配方”是在原市级推荐配方的基础上，参考施肥指标
体系、近年田间试验和施肥调查数据，经过教学、科
研、推广、企业等不同体系专家反复论证后，以文件形
式印发给区县农技部门，指导生产。

“新配方”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集中发布，涉及
全市主要作物、产量水平、肥料品种、施肥时期和具体
用量等内容，直观明了。二是优化了主要作物种类。
根据全市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粮油上删除冬小麦，蔬
菜上增加萝卜和榨菜，柑橘细化柑类、柚类、橙类三个
类别。三是统一分级原则。以产量水平为分级标准，
各种作物产量水平分为4个等级，替代原配方中以生

态分区、土壤类型或地形部位等多种分级模式。四是
优化追肥次数。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村劳动力状
况，粮油作物主推一次追肥，经济作物根据需要推荐多
次追肥。五是物化配方肥。各种作物均明确推荐具体
配方肥产品。六是强化有机肥替代原则。根据农业实
际生产情况结合化肥减量增效要求，粮油作物主推秸
秆还田和农家肥，经济作物主推优质商品有机肥，体现
了有机、无机相结合。七是注重土壤改良和缺素矫
正。“新配方”对主要农作物酸化土壤均提出改良方案，
对容易缺素的作物有针对性地提出矫正措施。

“新配方”的发布将有效指导全市各区县修订完
善县级配方，推动农企合作，推进配方肥落地，促进科
学施肥。 （本报综合）

南瓜白绢病主要发生在近地面茎基部或果实
与地面接触处。茎基部发病，初呈暗褐色，水浸状
病斑，后逐渐扩大、凹陷，导致组织被破坏。病株下
部叶片开始变黄、萎蔫，严重时整株萎凋。拨开土壤，
底下部根周围可见白色菌丝缠绕，致病组织腐败。
最后在病部生出许多茶褐色油菜籽状小菌核。

病菌主要以菌核或菌丝体在土壤中越冬。条
件适宜时菌核萌发产生菌丝，从根部或近地面茎
基部或果实的伤口或直接穿透表皮侵入，随后在
病部表面产生白绢状菌丝体及菌核。田间中心病
株出现后，病株基部土壤中菌丝可以向周围辐射
状蔓延或沿着土壤裂缝蔓延到临近植株。

可采取以下措施进行防治：
1.轮作。发病地块应与非寄主作物进行3年

以上轮作，与粮食作物轮作为宜，菜田改水田一年
既可获得经济效益。

2.施肥。结合整地，每亩施石灰50~150千
克，调节土壤酸碱度至中性或微碱性。深施充分
腐熟有机肥，追施硫酸铵等硝态氮肥料。

3.消毒。经常检查及早发现病株，在菌核形
成之前及早拔除病株烧毁或深埋。病穴及周围撒
石灰，或灌注50%代森铵水剂400倍液消毒。采
收过后彻底清除田间病残体，随之进行15厘米以
上深度深翻。坐瓜后，用草圈等物把瓜垫起来，避
免与土壤接触，减少病菌侵染。

4.治疗。发病初期，可在植株基部及周围土
壤施40%五氯硝基苯粉剂，或 15%粉锈宁可湿
性粉剂，或 50%甲基立枯磷可湿性粉剂 1 千克
与 100~200 千克干细土配制的药土，效果明
显。也可用50%带森铵水剂1000倍液，或90%敌
克松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灌根，每株灌药液0.3~
0.5千克。 （本报综合）

重庆发布全市主要农作物施肥推荐配方

一年之际在于春，抓不住春季，就抓不好一年的
生产。

当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复工复
产成为必然。为与时间赛跑、不误农事，石柱三红辣
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重庆谭妹子金彰土家香菜加工
有限公司董事长谭建兰积极响应石柱县委、县政府的
号召和部署，一边当自愿者参与协助防控疫情，一手
抓复工复产，及时指导播种育苗生产，由此拉开了新
一年生产发展大幕。

在素有“中国辣椒之乡”美誉的石柱县，提到重庆
谭妹子，人们会本能地想到“谭妹子辣椒，辣（拿）得
起，放不下”的广告语。这些年来，重庆谭妹子以“做
好心人，办良心事，产放心食品”为企业宗旨，以“土家
特色，农家精品”为产品特色，为推动石柱辣椒产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着积极力量。

做强“育苗、种植、加工、销售”链条

2004年，石柱县招募辣椒经销商，做副食代理的
谭建兰自此投身农业，成立了石柱三红辣椒专业合作
社和重庆谭妹子金彰土家香菜加工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辣椒种植、收购、加工、销售，酱腌菜、辣椒制品生产
和销售及货物进出口业务，形成“育苗、种植、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生产链条。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合作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精彩嬗变。我们曾遭遇过2008年
全国辣椒烂市、2013年跌价等重创，在摸爬滚打中制定
出了一系列风险管控措施。”谭建兰介绍说。合作社通
过合同订单收购、制定收购保护价、购买农业保险等措
施降低椒农风险，通过干制、腌制、冷藏、精深加工等手
段，不断提高产品抗风险能力，提升附加值。

据了解，该合作社立足延长辣椒销售时间、扩大
销售半径，不断添置加工设施设备，提高加工贮藏能
力，强化市场营销，解决合作社经营风险，阻断市场风
险向椒农、向种椒贫困户传导的链条。“目前，我们拥
有现代化的辣椒加工设备18台（套），干辣椒生产车间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辣椒干制车间之一。在辣椒
采收期，每天的生产量达160吨。”谭建兰自豪地说。

如今，石柱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的辣椒基地已经
达到11000亩，年收购加工辣椒近9000吨，注册商标

“谭妹子”是重庆市著名商标，所生产的“谭妹子”牌系
列产品包括鲊海椒、青椒王、豆腐乳、干油碟、八宝辣
子、油泼辣子、原生辣子等，深受消费者欢迎。其中

“青椒王”产品获得了国家金奖，“鲊海椒”“青椒王”
“糊辣壳”等产品获得重庆市“中国西部农交会”最受
消费者欢迎奖。

同时，石柱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被农业部评为全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获得9部委联合表彰的国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还曾两度被重庆市农委评
为模范专业合作社。重庆谭妹子金彰土家香菜加工有
限公司是重庆市龙头企业、重庆市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争当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顶梁柱”

2018年，石柱县贫困户张廷树在重庆谭妹子金彰
土家香菜加工有限公司的帮助下，租下165亩土地种
植辣椒。公司为他提供了工厂化育苗大棚以及各种
物资配送、技术指导，张廷树一家当年不仅圆了脱贫

梦，年收入还翻番，达到了10万元。
“我们切实将自身发展与脱贫攻坚融合，积极发

挥农户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采取与乡镇签
订基地建设协议、与椒农签订种植收购协议、与贫困
户签订长效增收协议的方式，严格执行辣椒行业协会
规定，为椒农提供产前宣传、技术培训，产中生产物资
配送、生产指导，产后收购加工等系列配套服务。”谭
建兰如是说。

抓好产前服务。加强政策宣传、技术培训和市场
行情预测，确保每户有一个辣椒产业政策和技术“明白
人”；与椒农签订保护价收购合同，约定责任义务，把品
种优势及当年市场行情给农民讲清楚、算好收入账；与
乡镇（街道）干部、贫困村驻村工作队一道帮助贫困户
制订辣椒产业发展计划，动员其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

抓好产中服务。按成本价统一供应“工厂化培育”
的种苗，确保壮苗移栽，与其他合作社抱团采购无公害、
安全的农资，让椒农能够享受到低于市场价20%的优惠
价格，并享受配送进村、进组的“一站式”服务；落实“田
坎技术员”加强巡回指导，做好种植技术指导和椒苗生
长情况巡查，对贫困户的病害椒苗实行免费换苗。

抓好产后服务。严格履行基地建设协议和收购
协议约定的义务，确保收完、收尽；多渠道筹集收购资
金，保证辣椒收购款及时支付到位，坚决不打“白条”。

近年来，重庆谭妹子金彰土家香菜加工有限公司
争当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顶梁柱”，充分利用资金、
技术、市场优势，积极带动6800户农户增收致富，带
动840户贫困户脱贫攻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
支持，2018年重庆谭妹子公司被国家扶贫办、全国工
商联联合表彰为“全国万企帮万村先进民营企业”，董
事长谭建兰在北京接受了表彰，并联合与会的100名
代表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习
近平总书记给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回信，对民营企业
踊跃投身脱贫攻坚予以肯定，勉励广大民营企业家坚
定发展信心，踏实办好企业。如今的“谭妹子”系列产
品正在从基地走向餐桌，成为千家万户餐桌“辣得起，
放不下”的美味。 文/何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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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赤水市在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挂帮
干部鼓励农民种植名贵中药
材金钗石斛，采取“村集体经
济+土地+农户”“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等模式种植金
钗石斛9.5万亩，带动1.27万
户农户4万余人通过土地入
股分红和就近务工等方式人
均增收约7000元。

图为该市复兴镇凯旋村
村民在销售金钗石斛。

本报记者 何军林
通讯员 王长育 摄

渝贵连线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谭建兰在给群众开展技术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