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服务·惠农
2020年8月2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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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提高鸭子的产蛋量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安蓓）记者了解到，经国
务院批准，原“中央救灾化肥储备”“化肥淡季商业储
备”“国家钾肥储备”统一整合为“国家化肥商业储
备”，分为钾肥、救灾肥、春耕肥储备三部分。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国家
化肥商业储备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
部统筹管理国家化肥商业储备，在实际运行中遵循
企业承储、政府补助、市场运作、自负盈亏的基本原
则，储备任务由企业自愿承担并自负盈亏，所需资金
可申请贷款解决，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助。

根据管理办法，储备总规模统筹考虑国内化肥
产需及进出口形势，在每一承储责任期结束后进行

动态调整。钾肥实行全年储备，布局重点向交通便
利地区或粮棉主产区倾斜；救灾肥、春耕肥储备期均
为半年，其中救灾肥布局重点向灾害易发地区和重
要粮食主产区倾斜，春耕肥布局综合考虑各地农业
用肥量、化肥生产运输能力等情况研究确定。所有
承储企业均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企业注册资本、销售
量、生产量、承储能力等需符合规定的条件。

办法将于9月1日起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这有利于构建功能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高效的化肥储备制度，对保障国内钾肥供应、应
对化肥市场风险、降低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促进我
国农业稳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5初拿到审批书后，我就马上请人拉材料，
动工修建养猪场。现在新猪场已经建好了，第一批猪
已经入栏。我今年饲养500头猪的愿望正按计划一
步步变成现实。”在潼南区塘坝镇觉山村，50岁的陈家
秀正守着自家猪场忙得不可开交。

陈家秀是觉山村4社建卡贫困户，为早日揭掉贫
困帽子，在帮扶单位和镇村干部的帮扶下，2016年她
借款利用屋后空地建了一个养猪场，通过养母猪当年
获得6万多元的收入。2017年她又修建了10个母猪
圈，获得15万元的收入。此后两年，她“咬定”养猪这
个产业不放松，每年都要饲养七八十头猪，成了闻名
潼南的“养猪状元”，2019年还被评为重庆市“脱贫致
富先进个人”。

今年，陈家秀又向潼南区农业农村委申请了70
万元发展生猪的贷款，还以每亩200元的租金，流转
了100亩土地，用来种植红薯、玉米、青菜之类的猪饲
料。“以前我家的小猪场一次只能饲养100头猪，新猪
场能保证每年饲养500头猪。养猪的饲料我不愁，除
了自己种的猪饲料，我还在东北一家饲料公司订购了
玉米。我还学过一些兽医知识，除了猪崽阉割不会之
外，给猪打针、治病、消毒、防疫样样精通。”陈家秀信

心满满地说，“今年除去成本，赚个50万元没问题。
我们家能够脱贫，还能够致富，这都得感谢党和政府
的精准扶贫政策啊！”

在塘坝镇，脱贫攻坚持续发力，持续见效。
近年来，塘坝镇严格对照“一达标、两不愁、三

保障”，聚焦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持续精准
发力，全力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今年以来，该
镇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战疫”

“战贫”两手抓、两不误，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举全镇之力向脱贫攻坚最后堡
垒发起总攻。

“我们立足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认真研究制定了
《工作要点》《定点攻坚方案》《未脱贫户、监测户、边缘
户帮扶台账》等，打出了一系列配套方案‘组合拳’，将
任务细化分解，将工作要求、整改措施精准到村、到
户、到人，构建了完善的目标体系。”塘坝镇党委书记
谢子清介绍说。

该镇统筹区、镇、村干部，结合疫情防控、“户户
清”大排查、“百日大会战”，突出未脱贫户、边缘户、监
测户、低保户、特困户、残疾人“六大重点”，分片包干
走访，完善表册、宣传政策、打扫清洁，做到家底清、情

况明、靶心准。同时，通过落实谈一次心、吃一顿饭、
做一次清洁、参加一次田间劳动、办理一件具体实事

“五个一”机制，积极排查解决住房安全问题、饮水安
全问题，持续提升群众认可度、满意度，增进了群众幸
福感。

此外，该镇对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
国家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重庆市2019年脱贫
攻坚成效考核反馈的共性问题照单全收、举一反三，
逐一制定方案、分解任务、落实责任，确保按时销号、
限期清零。该镇还通过深化“强基行动”，上半年帮助
741名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增设公益性岗位19个；发放
小额信贷70万元，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23万元；成
立集体经济组织建筑工程队吸纳10户贫困户务工；新
增低保兜底5户（累计125户），并为建卡贫困户全员
购买精准脱贫保险。

塘坝镇镇长刘北冰表示，接下来他们将进一步做
深、做细、做实各级各类巡察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动
态清零“两不愁三保障”、易地搬迁、产业扶贫等突出
问题，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精准衔
接乡村振兴。

文/何君林 陈霞

潼南塘坝镇：持续发力抓难点促脱贫

近日，为期 10
天的第十九届中国
长春国际农业食品
博览（交易）会在长
春农博园举办。本
届展会重点聚焦智
慧农业等主题，通
过品牌展销、设施
装备展览、经贸论
坛等活动共商乡村
振兴发展大计。

新华社记者
林宏 摄

1.科学选择种鸭质量。首先要选择适应性强、
高产和符合本地条件的鸭种。其次要尽量饲养年轻
种鸭和春鸭，因为年龄越大产蛋量越小，春鸭一般发
育较好，产蛋期长，产蛋量高。

2.改善饲养条件。生产实践证明，半舍饲与舍饲
的鸭群产蛋量高于放牧饲养的鸭群，这与改善饲料、饲
养方式、稳定的小气候和定向培育等是分不开的。由
于减少了不必要的活动量，从而减少了能量消耗，特别
是采用配合饲料，能够满足母鸭的产蛋营养需要。

3.及时补充饲料。鸭群开产前，必须及时加喂
催蛋料。开产后产蛋率有下降趋势时，也应及时加
喂，以延长产蛋持续期。

4.做好接产准备。鸭舍内铺垫草，是保持干燥
的一项重要措施，应以铡短的稻草为好。另在鸭舍
四周堆放一尺高的稻草，专供鸭群产蛋用。但由于
少数母鸭有延迟产蛋现象，如果过早开棚，势必会把
蛋产在棚外或河内而遭受损失。

5.防止惊群。受惊鸭群的产蛋量可减少5％～
30％。夜间应通宵暗光照明，一旦鸭子惊群要迅速
控制，同时查清原因。

6.人工补充光照。鸭舍内应设有2套照明设
备，一部分光线较弱，作为鸭群休息时用；一部分强
光照明，饲喂和刺激活动时用。光照时间每昼夜达
16小时后，产蛋量有显著增加。 （本报综合）

本报讯（通讯员 余婷婷）现在是果树各种病虫
害的高发期，同时也是果树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
期。近日，涪陵区科协组织科技志愿者联合区果品
办专家，深入南沱镇开展送科技下乡果树病虫害防
治技术培训。

科技志愿者和果品专家到柑橘种植地用科学实
用的方法，对果农们进行“面对面教、手把手帮”的农
技培训，讲解识别病虫害种类，明确用药种类和搭配
比例，分类施策，对症下药，严格落实“预防为主、综
合防治”和“治早、治小、治了”的工作要求，确保果树
病虫害得到有效遏制。通过面对面的技术指导和交
流，切实解决果农遇到的问题和难题，真正满足农民
对实用技术的迫切需求。

涪陵区科技志愿服务支队还将带领更多的科技
专家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百姓家中，为群众开展科
普宣传、科技培训等“送科技下乡”助农服务活动，切
实帮助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以科技之力促农民增收。

涪陵区开展送科技下乡
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

近日，全国首个“水上盒马村”在重庆市石柱县
黄水镇万盛坝村潘婆婆莼菜基地正式揭牌成立。水
上盒马村将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通石柱莼菜线上线
下一体化产业链条，实现产量、销量双增长，让当地
种植户享受到“互联网+”的红利，为产业扶贫插上信
息化的翅膀。

石柱作为全球最大的莼菜生产基地，种植面积
达1.4万亩，年产量1.4万吨。过去因为品牌认知度
低，商品开发迟缓，收购价常年走低，人工种植面积
也逐渐减少，莼菜种性退化比较严重。

2019年，“盒马鲜生”落户重庆，利用在线新经
济平台优势，“盒马鲜生”帮助石柱莼菜打开市场，联

合重庆潘婆婆莼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脱酸莼菜、莼
菜饮料、莼菜面膜等一系列加工产品，建立起品牌知
名度。2019年，石柱县通过盒马鲜生平台销售莼菜
1500万元以上。

“水上盒马村”就是新型订单农业模式，此次“盒
马鲜生”携手重庆潘婆婆莼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全国
首个“水上盒马村”，将依托互联网，运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对莼菜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
升级改造，实现从种养、包装、冷链到销售、配送、售
后的全产业链深度管控，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
数字化、标准化订单农业。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供稿）

全国首个“水上盒马村”在石柱挂牌

我国整合完善国家化肥商业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