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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喂牛省饲料？近日，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体系2020年工
作总结会在重庆市铜梁区举行。会议透露，2020年
重庆市新发展绿色食品822个，有机农产品27个，
地理标志农产品12个。截至2020年 12月，全市有
效期内“三品一标”产品总数 5593 个，超额实现
3000个的“十三五”目标。

会议总结了“十三五”期间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的工作成效——“十三五”期间，市级累计证后监
督抽检“三品一标”产品1000多批次，合格率98%，全
市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在产品质量追

溯方面，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点达到4460个，覆
盖全部“三品一标”生产经营主体，上传追溯信息3.5
万条，企业使用追溯二维码151万余张；在标准化建设
方面，全市制修订农业地方标准434项，创建国家级
有机农业示范基地2个，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2个，建立6个农业标准化示范单位，7个地理标志
农产品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

预计到2025年，培育发展以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为主的优质绿色品牌农产品
稳定在3000个，总规模达到1000万亩。

12月26日，由广西科协主办，广西科普传播中心
（南方科技报）、广西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广西科技创
业致富协会承办的第一届广西农业基地科学施肥研
讨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举办。

打造品牌科普活动

广西科普传播中心（南方科技报）一直以服务三
农为宗旨，面向广大城乡群众开展科普服务工作。在
长期的科普工作中发现，许多农民对肥料的认识比较
模糊，加上肥料市场鱼龙混杂，以次充好现象时常出
现，这些问题都不利于农业生产，不利于农民增产增
收。开展此次活动就是为了向大众普及科学选肥、科
学用肥、科学施肥、科学开展农业生产的知识。

活动以“科学施肥促进产业发展，携手创新助力
乡村振兴”为主题，以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发展为出发
点，汇聚肥料产业链的各方优质资源，搭建肥料科学
技术普及交流平台、放心农资采购平台，推广科学选
肥、施肥技术，加快广西农业现代化进程发展，助推广
西农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同时广西科普
传播中心也致力于将广西农业基地科学施肥研讨会
打造成广西科协的品牌科普活动。

为肥料行业谋发展

针对当前在农业生产上施肥结构不合理、施肥不
科学、肥料利用率不高等现状，广西科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何求在会上提出，要普及科学施肥、科学用肥、科
学生产肥料的知识，优化施肥环境，科学、绿色地用好
肥料，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业新理念、
新技术、新成果的引进、推广和应用，推动广西农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

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陆耀忠在致辞中
提到柑橘产业是武鸣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提高农
产品质量是武鸣农业生产当前所需，并表示本次研
讨会就是一场“及时雨”，通过推广科学选肥、用肥，

不仅促进广西肥料产业健康发展，也对提高农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广西农业高质量发展有举足
轻重的意义。

研讨会上，广西土壤肥料工作站科技服务部副主
任、农艺师李云春，桂林银行南宁武鸣狮山路小微支
行行长兰家贵，山东泰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
总监、广西泰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衍
青，山东沃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董永杰，分
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围绕如何科学生产肥料、
科学施用肥料、金融服务三农产业等问题，紧扣产业
脉搏，以专题报告的形式进行了深刻研讨，共同为广
西肥料行业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会上，何求代表广西科协向广西泰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授予战略合作单位牌匾，希望通过加强政、
企、银三方合作，推广科学施肥技术，促进广西肥料产
业健康发展。

实地考察肥料生产基地

活动当天，参会人员一行还到广西泰宝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肥料生产基地展开考察交流，全程参观广西
泰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先进生产线及肥料生产新工
艺，现场共同探讨科学施肥技术。据介绍，广西泰宝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新型微生物功能肥料创制，
致力于有机废弃物利用和土壤修复工程。该公司顺应
国家环保治理大政方针，依托雄厚的技术优势，为种植
户们提供最优质的肥料产品和服务。

本次活动得到参会种植户的一致好评。种植户纷
纷表示，购买肥料投入占了种植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加
上之前不科学地选肥、用肥、施肥，既增加种植成本，又
不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直接影响收入。但通过此次
活动学习了科学选肥、用肥、施肥知识和有了放心农资
采购平台，很有信心将自己的种植事业做好、做强。

第一届广西农业基地科学施肥研讨会
在广西南宁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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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草短喂。俗话说：寸草铡三刀，无料也增
膘。把饲草铡短后喂牛，比整喂节省20%左右，尤
其是在整喂时，牛较少或难以采食的粗、硬茎秆，如
果将其铡短饲喂能被充分利用，且消化率也高，一般
应把茎秆铡成3～5厘米喂牛。

2.粗草细喂。作物秸秆若能进行盐化、碱化、
氨化处理，或粉碎后拌精料喂牛，能提高饲草的利用
率，增加适口性，从而节省了饲草。

3.少喂勤添。一次性将草料喂给牛易养成其
挑剔适口草料的毛病，使饲草造成浪费。少喂勤添，
可节省饲草。

4.槽内饲喂。要改变把饲草直接扔在牛栏里
饲喂的不良习惯，将饲草放在槽内饲喂。这样，饲草
就不会被粪便污染，牛食用后卫生，免生疾病，也节
省了大量的饲草。

5.先粗后精。应先喂粗饲料，牛在饥饿状态下
采食粗饲料较多，然后再按其营养需要饲喂精料或
优良牧草，充分发挥牛反刍对粗饲料的利用特点，节
省饲草。

6.改造食槽。如果食槽过浅，牛在吃草时容易
把草料弄到外面造成浪费，因此在制作食槽时，要将
食槽做得深一些，一般牛槽深度在40厘米左右为好。

7.剩草加工。养殖户以前往往把牛吃剩下的
粗硬茎秆当燃料烧掉，可将其晾干后收集起来，用粉
碎机粉碎成草粉，然后再喂牛。

8.节约垫草。要保持栏舍内卫生干净，尽量用废
弃杂草作为牛的垫草，以减少饲草浪费。（本报综合）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主持的
“作物孢囊线虫综合治理技术方案”项目取得重大进
展并通过验收。

据彭德良研究员介绍，我国小麦、大豆、水稻等
粮食作物孢囊线虫病发生严重，我国小麦孢囊线虫
病常年发生面积6000万亩，大豆孢囊线虫病发生面
积3000万亩以上。

植保所作物线虫病害流行和防控创新团队，联
合国内十四家科研教学单位，研发了“作物孢囊线虫
分区综合治理技术体系”，针对马铃薯和甜菜生产中

暴发孢囊线虫病害问题，采用形态和分子技术鉴定，
在我国首次发现马铃薯金线虫和甜菜孢囊线虫两种
重大检疫性线虫，制定了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进一步
研发出孢囊线虫早期快速分子检测和监测技术6项，
为作物孢囊线虫的早期预警提供了技术支撑。

该团队筛选获得抗孢囊线虫病小麦品种（系）37
个，大豆免疫品种（系）252个，高抗品种（系）617个，
选育大豆抗病品种3个；研制了5种化学杀线虫剂和
4种生防制剂，解决了作物孢囊线虫防控中有效杀线
虫剂缺乏的问题。

2020年重庆市新发展绿色食品822个
■韩梦霖

粮食作物孢囊线虫病猖獗？
专家研究出孢囊线虫病防控新法

■宋雅娟 张蕃

▲与会人员到
基地考察。

◀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