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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区新盛镇：
检修农机具为秋收做准备
本报讯（通讯员 谭万国）近日，梁平区新盛镇科协

联合农业服务中心农机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分别到辖区
11个村（社区）农机专业合作社，深入农家院坝对各农机
户的收割机、小型脱粒机、农用拖拉机等农机具进行维
修、保养和安全检测，为今年的秋收做准备，确保秋收时
节农户的农机具正常运行作业。

同时，为确保今年秋收不误农时，新盛镇科协联合农
机管理服务站的3名农机人员深入各农机专业合作社农
机户家中，现场传授各类农机具的维护、保养、操作技术，
对新购买收割机的农户进行质量追踪服务和操作使用技
术指导，及时宣传国家相关农机购买补贴政策以及农机
安全驾驶常识，发放相关操作技术宣传资料。

与此同时，该镇农业服务中心以农机专业合作社为依
托，及时抽调农机服务人员组成秋收前农机维修服务队，
上门对各种粮大户的农机具进行秋收前的检查、维修、保
养和检审，同时加强辖区农机销售供应网点的质量监管，
备足各类小型农机具零配件，为农户排忧解难。

据悉，该镇共组织农机人员深入各村（社区）帮助农
户调试、检修和保养各类农机具200余台（套），培训农机
操作机手150余人次，发放农机使用操作技术宣传资料
1000余份。

秋葵是我们生活里常见的烹饪时蔬，口感清爽，深得
消费者喜爱，并且一些品种的秋葵种子可以榨油。那么，
秋葵应该怎么种植呢？

整地种植：秋葵一般采用直播的方式，播种前可先用
温水浸泡种子一天进行催芽处理。秋葵对土壤的要求不
是很严格，但疏松肥沃、光照充足的土壤能增加产量。需
注意，种前要先深翻土壤，然后施入足够的基肥，以有机
肥为主，秋葵切忌连茬。

田间管理：秋葵出苗后要及时进行中耕除草，防止杂
草与其争夺养分。每次施肥后要进行一次中耕，防止土
地板结影响秋葵的生长。如果种植的密度大，可在后期
适当将底部侧枝剪掉。秋葵结果期生长很快，若当地暴
风雨较多可插竹竿防止倒伏。

水肥管理：秋葵的生长期比较长，而且植株大，所以对
水肥的需求很大。在前期施足基肥的前提下还应进行多次
追肥，出苗后进行第一次追肥，以尿素为主。结果期要多施
肥，促进高产。秋葵比较耐旱，苗期对水分要求不大，夏季
要注意土壤的湿润，雨后及时排除积水，防止烂根死亡。

病虫害防治：秋葵的病虫害相对较少，连阴雨时枝叶
上会出现病斑，天晴后可采用撒石灰的方式防治传染，在
前期可喷洒适量的波尔多液进行防治。虫害主要有蚜
虫、地老虎等，可喷洒西维因可湿性粉剂。

采收：秋葵可食用部分是嫩荚，所以适时采收是非常
重要的，过早会影响其产量；太晚会导致老化，降低口
感。一般采收时间在花谢一周后进行。采收最佳时间是
在傍晚，注意不要伤其枝干。 （本报综合）

晚熟脆李是奉节县岩湾乡的优势产业，目
前已发展到3000亩，板仓村冬友农业公司是种
植大户，集中连片种植1800亩，2022实现销售
收入近100万元。今年预计销售收入达200万
元，人均增收3000元。岩湾乡群众经济收入、
生活水平明显提升，村民满意度达100％。

据了解，岩湾乡实行绿色产业发展企业化
运作、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岩湾乡板仓
村成功引进奉节县冬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
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共流转全村土地2850
亩，土地流转率达 100%。在企业实行规模化
种植的基础上，向企业派驻 2 名农技人员，蹲
点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免费开展企业职工技术
培训，确保企业种好“摇钱树”，让荒山坡变成

“花果山”。
图为群众采摘晚熟脆李。
通讯员 彭传锐 邓华林 记者 黄仕明 摄

□通讯员 李拉拉

“你们这个就是没有匀苗，你看，这一窝
高粱，1、2、3……10株，太密了，影响它的生
长，这个颗粒就没有那么饱满。”日前，铜梁
区老科协和区农业农村委的专家们在少云
镇七宝村大豆—高粱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片
查看大豆—高粱带状复合种植情况，并进行
了现场测产验收。

活动当天，虽然天空下着细雨，但专家
们仍深入大豆高粱种植地里，有的拿着皮尺
测量长度、宽度、行距、窝距，有的采样收割
高粱和大豆。七宝村大豆—高粱带状复合
种植示范片面积200亩，选用高粱品种为冀
酿4号、大豆品种为南农49，大豆、高粱均采
用便携式播种器播种、规范化带状复合种
植，配方施肥、病虫害综防统治等配套技
术。专家们分别在示范区随机选择3块具
有代表性的上、中、下等田块进行鲜大豆实
收测产和理论测产，并按上、中、下不同类型
田块比例测算获得平均产量。产量结果为：
示范片中高粱平均亩产361.6千克；鲜大豆
平均亩产257.3千克。

“我们这一片示范地有200亩，都是大
豆和高粱套种，今年3月底种下去的，也是
第一年种植。在种植之初，区老科协的专家

们到现场来指导，其间也多次到现场查看长
势，给我们把好技术关。现在农作物已经陆
续成熟了。目前来看，种植的效果还是可以
的。”负责种植这片土地的重庆市和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负责人姚文福说。

大豆—高粱带状种植复合技术是指在
高粱地里套种大豆，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地

两种”。在保障粮食作物高粱稳产增产的同
时，套种大豆种植，增加土地利用率，促进土
地增效、农民增收。

“我们在少云镇共有1000多亩的高粱
地，在铜梁侣俸、平滩也有接近2000亩的高
粱地，今年试种成功后，将计划在其他地方
进行推广，增加土地效能，增产增收。”

在少云镇塔坡村13社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400亩示范片，选用玉米品种为滑
玉18、大豆品种为南农49，玉米大豆均采用
直播、规范化带状复合种植，配方施肥、病虫
害综防统治等配套技术。经过测量，示范片
玉米较一般农户亩产量增加82.1千克，增幅
为15.3%。

“我们村今年上半年把闲置土地和撂荒
地盘活起来种植大豆—玉米套种，一共有
400亩，长势还可以，应该是个丰收年，能让
集体经济和农户增收。”塔坡村综合服务专
干周伟望着一片玉米大豆地说。

铜梁区老科协和区农业农村委的专家
们在测产中针对大豆—高粱、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技术在各环节的技术要点、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种植业主和村干部
也进行了相关技术咨询，专家们都一一进行
了解答。

“大豆—高粱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技术，是一项新技术，在播种、管理阶段，我
们老科协技术人员及时到示范户进行技术指
导，把好操作技术关，对整个产量的形成有个
保证。从目前看，测产效果还是比较明显，也
达到了目标效果。下一步铜梁区老科协将对
后续的栽培管理以及夏季作物进行跟踪技术
指导。”铜梁区老科协高级农艺师何清中说。

铜梁区老科协：

邀请专家来把关 技术“撑腰”促增收

□通讯员 蒋海涛

萝卜干、青菜头、老咸菜……8月2日，
涪陵区江北街道二渡村村委会广场上就传
出阵阵香气，13家来自涪陵区的手工榨菜
企业一大早就现场做起榨菜来。2023“群
众最喜爱的涪陵手工榨菜”制作评选活动
和涪陵榨菜新品发布推介会在这里举行。
40位来自各个街道乡镇的群众代表，不停
地在各个展台品尝，选出他们最喜爱的手
工榨菜品牌。

活动现场，各家手工榨菜企业纷纷亮
出绝活、大展手艺，各种味道的榨菜让人

回味无穷。涪陵绿陵实业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从泡菜

坛里拿出腌制好的青菜头，现场
进行切细，拌佐料，一份清脆爽口的

榨菜就做好了。另一边，彭婆婆手工榨菜
有麻辣、香辣等不同味道，吸引了群众争
相品尝。

随后，在涪陵榨菜新品发布推介会上，
乌江榨菜酱、腌制萝卜干、脆口榨菜芯、涪
陵榨菜鱼调料等7个品种进行现场展示。

涪陵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榨菜
是涪陵享誉世界的名片，具有举足轻重的
战略地位。大力推进涪陵榨菜产业高质量
发展是涪陵区建设科创新高地、推动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推动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涪陵坚持“科创+”“绿色+”双
驱发力，以大数据智能化引领榨菜产业创
新发展，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规划建设
智能化绿色生产基地。抓住乡村振兴、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机遇，加快建设未来榨菜科创基
地和全球榨菜出口基地，聚力打造榨菜文
化新品牌，培育榨菜消费新场景，着力把涪
陵榨菜产业打造成为全市特色农业发展的
一面旗帜。

“本次涪陵榨菜新品发布会的举办，对
于加快形成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榨菜品
牌集群，促进涪陵榨菜产业标准化、绿色
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积极扩大地方特色
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公共品牌竞争
力，助推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该负责人表示，在新形势下，涪陵
榨菜产业要与时代接轨，不断创新，围绕国
内国际两大市场，顺应酱腌食品发展大势
开发和拓展市场，把传统工艺和现代科技
有机融合。围绕人们对高品质生活和营养
健康的新需求，创新性开发各类高科技含
量、高附加值、更健康的新产品，推动榨菜
产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接下来，涪陵手工榨菜将在传统的营
销方式基础上，用好国内外线上电商平台，
积极参加国内外重点展销会，进一步提高
涪陵榨菜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借助平
台渠道的“舟船之力”让涪陵榨菜“扬帆出
海”，走进千家万户，扩大涪陵榨菜的世界
美誉度，为全方位推动涪陵经济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传统手艺碰撞现代工艺
助力涪陵榨菜高质量发展

当前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农业防汛
抗旱的关键时期。为应对极端天气复杂严峻、病虫害多
发重发态势，农业农村部把防灾减灾夺秋粮丰收作为当
前三农领域压倒性的任务强力推进，启动下沉一线包省
包片奋战100天夺秋粮丰收行动，部领导包保、派出100
多名干部和354名专家分赴27个秋粮生产省份，深入一
线精准指导防灾减灾、单产提升、秋粮田管等重点任务落
实，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

针对当前秋粮生产中存在的部分田块大豆长势弱茎
秆软、玉米中后期可能脱肥、水稻“两迁”害虫防控压力
大、玉米草地贪夜蛾持续北上、大豆病虫害偏重发生、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病虫草害和除草剂药害点片
出现、植保无人机施药作业不规范等7方面突出问题，农
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会同全国农技中心制定7项针对
性强的技术指导意见，举办3期专题技术培训班，开展2~
3次区域集中下沉一线技术指导，强化水肥调控管理、构
建健壮群体，科学防控病虫，促进灌浆结实，全力以赴夺
取秋粮丰收。 （本报综合）

农业农村部针对当前秋粮生产
出台技术指导措施

□通讯员 陈仕川

8月3日，在永川区朱沱镇福良村厚宏农机专业合作
社，业主冯琳的2600多亩水稻陆续成熟，4台收割机在稻
田里收割成熟的稻谷，收割机收割稻谷满仓后，将稻谷输
送到公路旁的货车上。该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采用机械
化种植，做到了耕、种、收、烘干“一条龙”服务。

据了解，朱沱镇水稻种植面积5.15万亩，全镇现有高
标准农田4.6万亩，2023年拟实施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
项目改造2.26万亩。全镇水稻种植机械化程度逐年提
高，稻田机耕面积95%以上、30%机插秧、稻谷90%以上
实现机械化收割。今年建设绿色高产高效水稻区级万亩
示范片（水渡滩村）1个，镇级千亩示范片（马道子村）1个，
村级百亩示范片（石碓窝等村）5个。主要种植优质稻品
种有甬优4949、深两优871、旌1优华珍等。粮食适度规
模种植大户65户，面积1.6万亩。同时，该镇有重庆市永
川区流水岩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
8个，服务面积1.53万亩，服务包括稻田耕种、育秧、机插
秧、重大病虫害防治、稻谷收割五个环节。

水稻收割现场。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水稻获丰收 机械收割忙

本报讯（记者 樊洁）“目前中医药园区
入驻企业有多少？”“配方颗粒是无糖型？”

“玄参每年产量有多少？”……近日，14位高
层次专家走进南川区中医药园区、人民医
院、中草药种植基地等地，针对他们在发展
中遇到的重点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开展为
期3天的专项智力服务。

此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专家团“走进
南川”活动由人社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
心指导，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
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共重庆市南
川区委、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围绕南川中医药产业发展，川渝两地人社部
门通过“定向邀请、按需匹配、择优选定”的
方式，邀请到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郭巧生
等14位高层次专家，深入南川中医药产业上
下游各个领域把脉问诊、开方抓药。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双城专家团成立3
年来的第25场活动，是第一次聚焦一个主
题、一个产业开展智力咨询服务，既是市区

联动贯彻全市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大会精
神的生动实践，也是广大专家凝智聚力，助
力打造生命健康科创高地的务实行动。

3天时间里，专家们聚焦中医药产业发
展主题，走进田间地头、园区工厂、门诊病
房，通过实地调研、技术指导、义诊查房等方
式，提供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延伸服务。

在中医药研发领域，俄罗斯工程院外籍
院士郭巧生，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标走进中医药园区，分
别就溯源饮片、药企建立现代化管理体系等
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
院副教授张惟广实地走访了蓝莓基地、瑞航
生物公司工厂，针对蓝莓酒品质不稳定和蓝
莓出汁率不高等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

在中医药种植领域，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鉴定中心副主任宋经元走进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对科研方面重点问
题进行了专题答疑。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家
中药种质资源库主任马云桐考察了大黄、黄

柏、杜仲等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指导了南
川中药材产业标准化种植技术，教授了玄参
连作障碍防治方法，为企业健全产业链发展
提出科学建议。

在中医药加工领域，重庆市老科学技术
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兼企划创委主任梁伟、重
庆市中药研究院中药药物化学研究所所长阳
勇，实地走访上药慧远、华润三九等加工型企
业，并与企业管委会签订长效帮扶协议，以专
家智力助力园区加工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中医药营销领域，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副院长李隆云先后调研了科瑞东和制药、上
药慧远药业等单位，重点提出了企业需及时
跟踪药典等相关法规变化，了解国家政策动
态；自建GAP种植基地、合作建立产地仓，促
进药材种植产业化等有效建议。

在中西医结合医疗领域，成都中医药大
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段俊国、陆军军医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心内科主任晋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医
师石英分别走进南川区人民医院的眼科、心
内科、疼痛科，对眼科人才紧缺、心脏瓣膜疾

病介入技术欠成熟、疼痛科学科体系不健全
等问题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胰腺炎中心主任医
师唐文富走进南川区中医医院，从中医的传
承创新等方面分享了多年的治病救人心得。

在中医药康养领域，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副院长肖明朝带队前往康养游线，
对金佛山康养项目的培育发展进行专项指
导。深圳市未末子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崔元
星调研了金山湖项目运营情况，就用尽用活
政策、创新工作思路、推动南川康养产业发
展与项目单位进行了深度交流。

本次活动，专家们走访21个受援项目单
位，开展技术指导11次、学术讲座9场、座谈
交流16次，带教查房33次，解决大小问题73
个，提出意见建议百余条。签订长效帮扶协
议19份，初步达成柔性引才意向5人，现场
培训359人，惠及基层干部群众3000余人。

据了解，南川是今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专家团服务基层行的第五站。接下来，专
家团还将行至丰都、万盛、渝中，围绕当地特
色产业，持续开展智力帮扶。

2023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专家团走进南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