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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马铃薯前怎样进行催芽处理？
1.选择良种。选择结薯早、块茎

膨大快、休眠期短、高产优质、抗病性
强、早熟的品种，如荷兰7号、荷兰 15
号、费乌瑞它、早大白等。种薯一定要
购买经过认证的脱毒种薯，切忌把商品
薯当作种薯播种。

2.晒种醒薯。种薯经过长时间冷
库贮存，温度较低，处于休眠状态，不能
立即增温催芽，应先晒种醒薯，以打破
其休眠。方法：在晴天将挑好的种薯放
在12~15℃阳光下晾晒，解除休眠。其
间每天翻一次，使马铃薯均匀见光，同
时剔除烂、病、畸形、冻伤薯。

3.细致切块。醒薯3~4天后进行
切块。切块时，准备两把切刀，并浸
泡在 75%的酒精或 0.5%的高锰酸钾
溶液中消毒备用。每切完一个种薯，
换一次切刀，尤其是切到病、烂薯，要
把切刀放入消毒液中浸泡，同时剔除

病、烂薯，换另一把切刀继续切块。
薯块要多带薯肉，每块不低于25克，
50~100 克的种薯从底部纵切成 3~4
块，种薯过大时可从尾部开始，按芽
眼排列螺旋形从底部斜切，每块尽量
带种薯中部的芽眼，使每个薯块带1~
2个壮芽。

4.杀菌催芽。每150公斤种薯块
用滑石粉3公斤、72%农用链霉素可溶
性粉剂125克、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
粉剂125克3种粉剂混合搅拌后均匀撒
到晾好的薯块上。再用潮湿的布料盖
住，放入环境温度15~18℃、湿度85%的
室内催芽。要经常检查温湿度，每4~5
天检查1次发芽情况，如发现烂薯应及
时挑出，当芽长到0.5~1厘米时，放在散
射光下均匀晾晒，待芽变成浓绿后即可
适时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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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子刚红，就已经接到了20多张
订单。”眼下，万州区天城街道绿茶村范
家沟的千亩桃子陆续成熟，看着桃子还
在枝头，订单就已“飞”到基地的喜人形
势，基地负责人张绍勇的脸上乐开了花。

站在栖凤桃庄院子眺望，千亩田
园基地葱葱郁郁，绿满山头。沿着四
通八达的产业路走进桃林，绿叶之下，
一个个拳头大小的桃子绯红水润，压
弯了枝头。

桃树下，数十名村民背着篓、挑着
桶，热热闹闹地采摘成熟的桃子。隔得
老远，都能听到桃林深处传出来的阵阵
欢声笑语。

“今年风调雨顺，阳光充足，桃子品
质好，又是一个丰收年。”张绍勇乐呵呵
地告诉笔者，桃花刚开就陆续接到订
单，如今已收到来自全国15个城市的
20多张订单，“订单需求已达150万公
斤，基本是我们基地一年的产量，今年
不用愁销售了。”

“桃子有的早几天熟，有的晚几天
熟，采摘的时候不要全部摘，要挑个大
的摘。”站在基地里，张绍勇拨开枝条，
指导工人们采摘桃子，“先看大小，再看
颜色，挑大的、颜色红得透的。”

话音刚落，工人们就钻进树林，麻
利地摘下一颗颗饱满水嫩、粉里透红的

桃子。很快，背篓、水桶
就装得满满当当。“嘿呦！”
一声号子，工人们挑着桃直奔公
路边的货车。货车再把桃运到山
下的分拣点，经过工人分拣入筐，又
迅速被搬上了即将外运的卡车上。

“别小看了这桃子，这可是增收致
富的金果果。”天城街道有关负责人介
绍，基地目前是渝东北最大的高标准桃
园，年产值达450万元，除了每年为附
近村民提供务工岗位100余个，支付务
工工资60多万元外，还每年向土地入
股村民以及脱贫户分红30多万元，带
动当地村民获益100多万元，实现了家

门口增收致富。
如今，依托千亩

桃园产业优势，天城
街道绿茶村积极走农文旅融合之路，引
导村民开展院落整治，修建休闲步道、
湿地观光、演艺舞台、儿童游乐场所，同
时发展农家乐、民宿等，做足桃庄特色，
打造桃文化农旅生态公园，让村民从中
分享发展的更多红利。

铜梁区着力把先进的现代农
业成果智能云控制柜应用在大田
生产。智能云控制柜能够根据土
壤和作物对水分、肥料的需求情况
自动配兑水肥，并与手机 APP 连
接。通过手机操作，既能够科学把

控水溶液肥料的施用量，让植株吃
饱喝足不浪费，又能节省时间和劳
力。

图为农技专家在玉米地头指导
设备应用。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万州：

桃子红在枝头 订单飞到基地单飞到基地
通讯员 尧华燕

本报讯（通讯员 任会 廖凯易）初
夏时节，彭水县新田镇马峰社区蔬菜大
棚里，各类蔬菜生机盎然，长势喜人。
村民们穿梭其中，忙着采摘、装箱，送往
周边市场。

“我们的蔬菜首先是保供县内市
场，在满足县内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我
们主要还销往湖北、黔江、武隆、酉阳等
地。”蔬菜基地负责人李明琴说。蔬菜
基地占地面积50余亩，大棚30几个，
年产各类蔬菜160吨左右。

近段时间，基地每天都有10多名
村民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基地坚持
田间精细管理，着力培育打造辣椒、茄
子、番茄、苦瓜等精品早夏蔬菜，比其他
地区提前了30天上市，深受消费者青
睐。

“今年我试种了一亩多的圣女果，
一株产量预计有10多斤，一亩地产值
在1万元以上，现在已经是第三次采摘
了。”李明琴说。

种植蔬菜不仅有效促进了菜农增
收，也带动了当地和周边群众就业增
收，每年种植和收获季节，能吸纳不少
务工人员到蔬菜基地从事采摘、收运等
工作，每人每年可实现收入 1 万元左

右，有效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在马峰社区，四通八达的产业路将

一片片蔬菜基地紧紧地连在一起。在
蔬菜基地里，李明琴和几个菜农正忙着
将蔬菜搬到货车上，站在货车边的一位
来自湖北恩施的收菜老板说：“马峰社
区的蔬菜品质好，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
了，彼此都很熟悉，我跟他们都是订单
收购，保障了群众种出来的蔬菜能卖出
好价钱。”

据介绍，蔬菜基地还将依靠科技提
质增效，加大引进新品种的力度，提升
整体种植水平，带动当地更多的村民参
与蔬菜种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
收，以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在马峰社区，像李明琴一样种植蔬
菜的村民还有很多，社区共有60户农
户种植蔬菜，其中种植规模在20亩以
上的种植大户就有19户。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
年来，新田镇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依托区域优势、气候
条件和农民种养习惯，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蔬菜种植产业，让不少村民通过种
植蔬菜达到了增收，享受到种植蔬菜带
来的新“钱景”。

彭水：马峰社区蔬菜种植助农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杨莹 黄玉文）
近日，中共重庆市委农村工作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
第三批市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名单，
全市20个镇村入选，綦江区古南街
道花坝村上榜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近年来，綦江区从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
个方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促进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高质量打造
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引领推动全区
乡村振兴工作。

古南街道花坝村面积4.2平方公
里，下辖9个村民小组，1098户2378
人。花坝村依托距离綦江城区只有3
公里的地理优势，打造綦江“城市后花
园”，以“发展乡村旅游为主线，打造山
水田园休闲带”为着力点，选优配强村
支两委班子，以集体经济引导产业跨
越式提档升级，改善人居环境，推动村
容村貌提升，实现乡风文明“内变”，先
后获得重庆市“一村一品”示范村、重
庆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村、綦

江区十佳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美丽巴
蜀宜居乡村示范村等荣誉。

得益于良好的产业发展和人居
环境，花坝村吸引了清华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师生
到村里开展社会实践。产业兴旺、环
境靓丽，是到过花坝村的游客的共
识。据悉，花坝村已发展特色种植养
殖1000余亩，生态水稻、草莓园、樱
桃园、葡萄园等大批产业落地生根，
新发展蜂园、林下养殖、清水鱼养殖
等特色大户20多家。

“村集体通过统一流转土地和规
范组织用工，打消了业主入住和经营
发展的顾虑。”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花坝村以村集体经济组织
为统领，通过搭建电商平台和提供劳
务服务等方式，实现了集体经济增收
和全村产业的平衡发展。

花坝村，这个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綦江“城市后花
园”，在乡村振兴道路上正奋力描绘
新的迷人画卷。

綦江区花坝村
获评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