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 业 课 堂

芝麻栽培技术

乡村振兴6 2023年8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 于金可 美编 郑翔
投稿邮箱 cqkejibao@sina.com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科
技
小
院

大
有
可
为

柑橘满枝头 香飘致富路
忠县柑橘科技小院提升柑橘产业发展优势

相关链接>>>

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2833.7万吨 增长0.8%

梁平：初秋田园美如画

本报讯（通讯员 赵武强）近日，在铜梁
区大庙镇三品村乡村振兴车间，区科协、区
老科协专家正在查看桑枝菌开发情况。

在宽敞明亮的乡村振兴车间墙上，张贴
着桑枝食用菌开发的科普挂图，一间间功能
室里，安放着生产菌种的现代化仪器仪表，
一个个菌架上，摆满着一排排圆柱形的菌
袋，菌袋的两段长出一簇簇白色的菌朵。

三品村是铜梁区级乡村振乡示范村，也
是大庙镇现代蚕业基地核心村，全村果桑、
蚕桑和机收蛋白桑面积1500多亩，是铜梁最
大的蚕业村。

“目前，三品村在西南大学环境资源学院
的指导下，以桑枝为主要培养料开发出了平
菇、金针菇、秀珍菇和桑黄几个品种，并开始形

成量产。下一步，铜梁还将开发香菇、木耳等
多种食用菌系列产品。”来自铜梁发改委驻三
品村第一书记王登洪介绍说，“桑—菌—肥”
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为乡
村振兴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据了解，桑枝食用菌是将桑树枝条粉碎
后，经过发酵、消毒等工序，再加入菌丝制作
而成。桑枝菌的成功开发，是继村里成功开
发出桑叶粉、桑叶面、桑叶茶、桑酒等产品之
后的又一新农业特色产品，延长了桑原料的
产业链条。

在车间的墙上，张贴着“桑枝高值利用
科技小院”的标牌，西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
院博士生廖星宇带着几位硕士正忙着开展
新菌种的研发和实验。

“‘桑枝高值利用科技小院’是国家农业
农村部批准建立的，在我市尚属首家。它集
产学研于一体，致力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
产力，带动乡村振兴。”廖星宇说，桑枝富含
脂肪、蛋白质、纤维素等营养物质，它作为菌
袋的主要原料，其营养成分完全满足食用菌
培育的营养要求。

据了解，在前些年，村民养蚕后修剪的
桑枝大多进了农家的灶堂。近年来，农户多
使用电和天然气，修剪下的大量枝条堆码在
院落或抛撒在地头，加上日晒雨淋，影响了
农村环境，又存在较大火灾隐患。

如今，在蛋白桑基地不远处，8个桑枝菌
大棚即将开建。王登洪介绍，这8个桑枝菌
大棚在年底前建成后，每批可以投放160万

包菌袋，每个菌包可产1千克鲜菌，经济效益
十分显著。

“乡村振兴重在产业支撑，三品村利用
丰富的桑枝优势，在西南大学和区镇支持
下，延伸和完善蚕桑产业链条，将‘废弃’桑
枝利用起来培育食用菌，既达到了循环利
用、生态节能、互补增效的目的，又减少了环
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值得一提的是，桑枝菌
生产后的菌包，是优质的有机肥，可作蔬菜、
粮食、花木、果树、桑林的底肥，实现了循环
利用。”王登洪说。

不仅如此，三品村在发展桑枝菌特色农
业产业中，除村集体规模发展桑枝菌增加集
体收入外，还将为村民提供30万袋菌包，引
领当地群众生产桑枝菌共同致富。

芝麻是一年生直立草本植物。中国自古就有许多用
芝麻和芝麻油制作的各色食品，是我国传统种植农作物。

整地播种：将地块中的杂物清理干净，翻地一次，并
施加充足的底肥，确保土壤松软、肥沃。底肥一般用腐熟
的农家肥。地块处理好之后还要挖沟起垄，垄高20厘米
左右，垄面宽20~30厘米。播种时，由于芝麻种子籽粒
小，密度难控制，可与少量干细土拌匀后再播种。

除草：在播种后3天，亩用60%禾耐斯乳油60毫升，
加水50千克稀释后均匀喷于畦面，可减少杂草的生长。

间苗：待其长出2～3片子叶后间苗，5～6天再间一
次，使其株距在 22～24 厘米之间，亩植 8000～10000
株。适宜的株距，有利其分枝。

施肥：一要施足基肥，每亩施农家肥1500千克。在
长出3～4片真叶后，施1～2次农家肥，开花结蒴期是芝
麻生长最旺盛时期，也是需肥高峰期，每亩追施硫酸铵
10～15千克，并用0.4%的磷酸二氢钾与0.2%的硼砂混合
溶液进行叶面喷施，5～7天喷1次，连喷2次。

（本报综合）

近日，在梁平区屏锦镇万年社区，错落
有致的村庄、金色的稻田、蜿蜒的乡村道路
相映成景，勾勒出一幅乡村美丽画卷。

通讯员 刘辉 摄

□邓利

日前，巴南区二圣镇中坪村昌元家庭农场迎来了
一批测产专家，专家组对农场示范水稻田块进行了
现场实收测产。测产结果显示，酸化土壤改良后的
田块亩产达 594.2 千克，较常规对照组田块（亩产
508.7 千克）增产 16.8%，每亩减施尿素 5 千克，亩均增
收305元。

土壤酸化是我市耕地土壤退化的主要问题之一，制
约着土壤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重庆市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与西南大学等部门联合攻关，取得了酸化土壤改
良一系列成果：解析了重庆市土壤快速酸化原因；筛选了
适合重庆本地的土壤改良剂；集成了以施用土壤改良剂
为基础，配套有机质提升、优化施肥、合理耕作制度、深松
深耕等措施的降酸控酸改良技术体系，形成了地方标准
《酸化土壤改良技术规范》；研发了新型酸化土壤调理剂
产品；探索了全市土壤酸化预警系统，对土壤pH值低于
5.5的区域发出预警和措施建议。

今年，昌元家庭农场按照当地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
广项目“酸化土壤改良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实施方案要
求，在2022年改良基础上，采用“土壤改良剂（生理碱性
肥料钙镁磷肥）+水稻专用肥”的技术模式，继续开展酸化
土壤改良示范101亩，累计增收3万多元。

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市科协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工程、“村会合作”项目成果，近日，市环境科学学会、涪陵
区科协共赴涪陵区马武镇小坝村开展资助新入学大学
生、慰问困难户、科普进农户、签订帮扶合作协议等系列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在小坝村村委会会议室，涪陵区科协组织召开了科
技助力乡村振兴调研座谈会。小坝村村支书张伯书向与
会人员介绍了小坝村乡村振兴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市
环境科学学会相关负责人针对现状，从发展思路、农田耕
种作物、探索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期望学会更加紧
密联系小坝村，了解村民所思所想所盼，多交流碰撞新点
子，助力加速推动马武镇乡村振兴。

市环境科学学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对小坝村6
年以来的帮扶结对合作，增进了村会之间的感情。学
会将继续坚持帮扶工作，依托学会人才汇聚优势，将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与科技经济融合专家服务队
结合，聘请专家入乡服务农民，解决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问题。尽可能为小坝村量体裁衣，开展技能培训，提供
就业帮助，增加村民们的造血功能，让小坝村早日实现
乡村振兴。

座谈交流后，学会工作人员开展了入户环保知识科
普宣讲，和村民群众手拉手、面对面、心连心开展科普工
作，发放《农药使用环境安全技术导则》《环境法律科普知
识——农村篇》《农民身边的环保科普知识》等200余份。

下一步，学会将继续履行社团组织的社会责任，肩负
起乡村振兴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为我市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助力建功。

（市环境科学学会、涪陵区科协供稿）

市环境科学学会、涪陵区科协
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本报讯（记者 于粼粼）走进渝北区大
盛镇人和村，阡陌相连，成片的高标准农田
平整错落，玉米、水稻等作物油绿闪亮、一派
生机勃勃。

在该村600亩大豆玉米复合套种示范
带里，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的农业专家正拿着
专业工具，对田地里种植的玉米进行测距、
量株、数粒、折算等测产工作。得益于高标
准农田建设，今年该村的大豆玉米复合套种
实现了“4行玉米+3行大豆”的播种密度，经
过初步估算，亩产比往年提高了不少，玉米
总产量能够提高近20%。

今年高标准农田改造后，玉米、谷子、大
豆比往年增产了，且收益提高了。

据了解，去年以来，大盛镇人和村大力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村可耕种土地增加
了10%，总量达到35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火热实践让曾经不便耕作的“巴掌田”“陡
坡地”变成了宜机宜耕的“整片田”，也变成
了稳产高产的“希望田”。

大盛镇相关负责人说：“以前村里是鸡窝
地、巴掌田，撂荒地较多，农户种庄稼全靠肩
挑背扛，现在通过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土地
实现了集中连片，并且配置了灌排系统等基

础设施，重构了路系水系，机具能够开到田间
地头，降低了种植成本，提高了亩产收入和农
户的积极性，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大盛镇通过资源统筹、项目统管、集体
统营“三统”措施与改大、改水、改路、改土

“四改”举措对田块进行整理，因地制宜提升
耕地质量。截至目前，大盛镇已集中连片整
治耕地5000亩，新增耕地面积281亩，安装
灌溉管道10.3公里。同时，依托高标准农田
建设，还大力发展了稻鱼种养850亩，“高

粱+油菜”“春糯玉米+蔬菜”等特色种植模式
近5000亩，助力农业产业发展增收。

接下来，渝北区将持续深入开展丘陵山区
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工作，进一步夯实农业发
展基础，筑牢粮食安全基石，全力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步伐。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28万亩，预计今年将新建高标准农田1.5
万亩，完成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1.6
万亩。到2025年，渝北将完成新建高标准农
田32万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3万亩。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早稻
总产量2833.7万吨（283.35亿千克），比2022年增加21.5
万吨（2.15亿千克），增长0.8%。

早稻面积稳中略减。2023 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4733.1千公顷（7099.7万亩），比上年减少21.9千公顷（32.9
万亩），下降0.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
产责任，认真落实国家稻谷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
贴等政策，配套出台相关支持措施，保障农民种粮收益，
早稻播种面积保持了基本稳定。但由于上年南方地区秋
冬连旱，部分“稻稻油”产区油菜生育期推迟，茬口紧张，
影响早稻适时移栽，农户改种其他作物，早稻播种面积略
有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早稻单产小幅增长。2023年全国早
稻单产5987千克/公顷（399.1千克/亩），比上年增加72.7
千克/公顷（4.8千克/亩），增长1.2%。

“在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极端天气多发的形势
下，我国夏粮丰收、早稻增产，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
了良好基础。”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说。

我市酸化土壤改良示范田块
水稻增产明显

铜梁：农业循环利用废桑枝孕育“致富菇”

渝北：持续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报讯（记者 于金可）忠县柑橘科技
小院是由重庆市科协、西南大学、忠县人民
政府共同建设，选址“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
内的新立镇双柏村。近年来，在忠县科协、
忠县柑橘科技小院的发展带动下，忠县柑橘
已形成早中晚熟配套的品种体系，确保一年
四季均有鲜果批量上市。

以田园综合体为核心带动柑橘产
业发展

从地理位置上看，忠县所处的三峡库区
是公认适宜种植柑橘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柑
橘不仅品质有保障，再加上四季气候分明、雨
量充沛、日照充足，产出的柑橘又大又圆、色
泽艳丽且皮薄多汁。

2019年，为了响应柑橘种植企业对科
技的需求以及帮助企业实现绿色生产，忠县
开始筹建科技小院。

2020年10月，忠县柑橘科技小院（以下
简称“柑橘科技小院”）正式挂牌成立。柑橘
科技小院以国家田园综合体为核心，带动忠
县柑橘产业发展，从零星种植到现代化生
产，从鲜果销售到鲜冷橙汁等深加工产业
链，建立忠橙全产业链绿色发展长期核心示
范区，开展有机、绿色、有机无机结合、减肥
减药增效等不同种植模式下“忠橙”绿色种
植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据忠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忠县柑橘种植基地有35.6万亩，已经实现
了从“一粒种子”到”一杯橙汁“的全产业链生
产和运营。

加快柑橘产业智能化发展

在忠县柑橘科技小院，柑橘的种植面积

超3200亩，约占全村总耕地面积的71.5%。
目前，全村从事柑橘主导产业的农户占全村
总农户的63%，其中，超78%的果农掌握果
实整个生产环节的作务技术。

为加快柑橘种植智能化建设，忠县农
业农村委针对柑橘科技小院数字化农业生
产管理系统、农业物联网系统、水肥一体化
系统都在提速升级中。

“同时，柑橘科技小院通过开展化肥减
量示范试验，建立减肥示范试验地，推动柑
橘产业进一步发展。”柑橘科技小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经过合理配置肥料，减少50%左
右的化肥投入，同时增加有机肥投入来改善
果园土壤理化性质，通过增加土壤团聚体含
量来减少坡地水土流失，研究发现减肥能够
让每公顷果园减少成本1300余元。

为人才培养搭建平台

忠县柑橘科技小院由张福锁院士与西

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石孝均等5名专
家组成专业团队，指导3名西南大学专业硕
士、学术硕士研究生开展柑橘相关科研工
作，旨在做大做强忠县柑橘产业。

驻院学生为张福锁院士指导的在读专
业硕士研究生，在开展柑橘相关科研的过程
中，小院常态化开展科技培训、科普宣传，为
周边企业、农业种植户带去丰富的科普知
识，并结合忠县柑橘种植生产中具体的生产
现状、田间水肥管理技术等问题开展农业生
产指导。同时结合周边企业需求，开展检
测，以实践指导生产，将科技小院打造成为
科普与科研相结合的平台。

柑橘科技小院相关负责人说：“柑橘是
忠县的龙头产业，科技小院的建设将进一步
提升柑橘产业发展优势，建设现代农业样
板。接下来，科技小院将持续完善功能设
施，为入驻的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生活、工作
环境和设施保障，助力精准扶贫、推动绿色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020年10月19日，忠县柑橘科技
小院正式批准设立。

忠县柑橘科技小院设立后，与
西南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
究所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是果树
学专业研究生实习基地、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田间课堂和全县柑橘科技
培训的“田园学校”。

据了解，设立科技小院的目的有
4个：提高作物产量和资源利用效率，
保障国家粮食和环境安全，推动农业
发展方式转变；创新农业生产组织与
服务模式，促进农业生产关系转变；改
善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推动三
农和谐发展；扎根农村和农业生产第
一线，培养有理想、肯奉献的新型人
才，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忠县柑橘科技小院。
◀忠县科协在忠县柑橘科技小院内设立的科普长廊。 忠县柑橘科技小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