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木耳采收标准
与采收方法

黑木耳成熟标准：黑木耳耳片光

面开始弹射白色粉状孢子；耳片边缘

由光滑圆整变成波浪状；黑木耳耳片

根部开始收缩，耳根与菌包连接不紧

密，用手触碰会掉落下来。以上三点

是黑木耳耳片成熟的标志，只要具备

其中一点就证明黑木耳耳片已经达到

成熟，可以采收。

黑木耳采收方法：每个黑木耳菌

包开 220-300 个口，正常情况可长出

200 片以上的耳片。采收黑木耳时采

收人员不可能挨个菌包看黑木耳耳

片的成熟度，而只能根据以上描述的

三个特征进行观察，确定采收与否。

正常情况下，采收人员将菌包拿起倒

过来看耳片下面是否有白色孢子，如

果耳片下面有白色孢子产生即可采

收，或者观察耳片边缘呈波浪状即可

采收。

采收时可以人工采收，也可利用

木耳采收机采收。人工采收就是将菌

包拿到盛放黑木耳的容器上方，一手

拿住菌包，将成熟的黑木耳用另一只

手采下放入容器内。采收机采收黑木

耳的原理是利用菌包固定在采收机下

部底座上，然后快速旋转菌包，通过外

筒上的铁片旋转碰撞根部收缩且与菌

包连接不紧密的耳片，将耳片打落放

入筒下的容器内。人工采收效果较

好，但是采收效率低；木耳采收机采收

效率高，但采收标准掌握不好。

（曹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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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前夕，天气炎热。在安徽省安庆市怀

宁县小市镇胜利圩高标准农田里，种粮大户陈宗

群组织人力和机械，对水稻进行飞机施肥除草作

业，两天就可以干完。陈宗群高兴地说：“以前用

人工喷洒除草剂和复合肥，400多亩地需要10多

天。现在将小田变成大田后，更加有利于机耕、

机插、机收，还减少了20％左右的生产成本。”

2021年水稻收割之后，怀宁县立即组织

专业施工队伍对这里的2000多亩梯田，按照

“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

能排”的标准，实施综合连片改造，于今年4月

底之前验收交付。小市镇副镇长葛斌介绍

说，在这片高标农田改造过程中，消除田块落

差达五六十公分，按照每块田7-8亩标准进行

建设。“这里以前有近2000块田，现在合并为

280块田，配套建设了机耕路13公里，灌溉沟

渠11公里，不仅使过去因耕作不便而闲置的

田块得到了充分利用，也让农户种粮实现了

全程机械化。”

像小市镇胜利圩这样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的项目，怀宁县在2021年共有8个，涉及月

山、黄龙、石镜、黄墩、三桥、小市、高河等7个乡

镇，总投资为10397.6万元，完成高标准农田建

设4.6万亩。据怀宁县农田基本建设事务中心

主任李永新介绍，该县共有耕地面积74.13万

亩，目前已建成高标准农田44万亩，占全县耕

地面积约60％。小田变大田后，生产成本大大

降低，每亩能提高粮食产量约50—60公斤，能

增加100多元收益。

为改善粮食生产条件，怀宁县编制“十四

五”高标准农田规划，围绕把“望天田”变为“高

产田”的目标，逐步改造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

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内的田块。为确保高标

准农田项目建一片、成一片、见效一片，该县对

规划改造项目区的农田，采取先集中流转村集

体，统一规划建设，建成后优先发包农业合作

社和种粮大户的方式运作，同时安排农业农村

部门与项目区种粮户结对，开展良种良法和新

型农机指导推广。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

相关部门坚持与现代农业产业、国土空间、美

丽乡村建设规划等紧密衔接，统筹规划建设。

2021年，怀宁县高标农田建设工作获得“安庆

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先进县”荣誉称号，获

安徽省政府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督查激励。

“‘十四五’期间，我县将结合高标准农田

整县推进试点工作，再建高标准农田13万亩，

助力‘两强一增’行动，为多种粮、种好粮打下

坚实基础。”李永新说。 （钱续坤 李根）

怀宁县把更多“望天田”变为“高产田”

为全面抓好主粮生产，六安市霍邱县扈胡

镇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目标，

加大订单农业生产力度，推动小麦提升行动收

到实效，力争秋种工作取得新突破。

立足种足种满，优化小麦种植模式。结合

今年秋种工作，以小麦提升行动为抓手，引进

北大荒农服集团，采用“企业+集体经济合作

社+农户”规模化种植模式。重点围绕标准化

种植、机械强农、集中烘干仓储、品种订单生产

等关键环节开展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

订单生产经营模式，保证粮食销售，提高土地

产出、增加农民收入。

优化组织设置，筑牢农业生产堡垒。积极

谋划成立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强化组织保

障，树牢抱团发展理念，整合有效资源，充分发

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主体作用，依托

“大托管”政策，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集中连片发

展订单小麦，推动散户、大户和龙头企业紧密

合作，通过组建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为农业

生产提供更加优质、有效的社会化服务，激发

发展活力。

持续宣传发动，推动农业产业发展。今

年5月中旬，扈胡镇主要领导亲自带队至长丰

县梁庄村就小麦订单种植进行实地考察。7

月以来，党政主要领导多次召开座谈会、宣讲

会、动员会，从思想上打通群众发展订单小麦

的关键“堵点”。同时，邀请北大荒农服集团

的农技专家在全镇21个村重点就订单模式、

栽种技术开展巡回讲解，打通农业产业发展

的“最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全镇已签订优质小麦种植合同

3万亩以上。

（张雪娜 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引进头部企业抓好小麦提升行动
霍邱县扈胡镇——

歇棚期三招降低土壤盐渍化
随着棚室使用年限的增多，棚室土壤出现

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土传病害逐年加重、

土壤板结、盐渍化越来越严重，土壤恶化直接

影响了蔬菜的产量和品质。因此，蔬菜要种

好，先要养好土。当前棚室正处于歇茬期，是

土壤养护的关键时期，那么歇茬期菜农应该怎

样养护土壤呢？

浇清水缓解土壤盐渍化

针对当前棚室土壤酸化、盐渍化等问

题，除减少化肥用量，增施稻壳粪、有机肥

外，还可通过浇清水来淋洗盐分。俗话讲

“盐随水走”，因此可以通过大水漫灌的措

施，以水压盐，把耕作层内高浓度的盐离子

带走。蔬菜生长后期，每7天浇一次清水，不

仅增加棚内湿度，还能促进盐分下移。拔园

后再灌大水，可结合高温闷棚一并进行，闭

棚提温，此后连续大水漫灌 3~4次，可大大

缓解土壤盐离子过高的情况。

设置秸秆反应堆

秸秆在腐解的过程中，可吸附、利用土壤

的矿质元素，同时作物还田又增加了土壤有机

质，改善了土壤透气性，促生了土壤有益微生

物，可谓一举多得。因此，菜农可利用歇棚期

设置秸秆反应堆。秸秆反应堆使用方法：在作

物种植行内，下挖50厘米后，填充玉米秸秆等

材料，并喷施快速腐熟剂等，然后覆土掩埋，并

灌一定量水，一周后便可定植蔬菜。

种一茬绿肥

绿肥有机质含量丰富，且多为易分解的有

机质，翻入土壤后，可在短时间内促生大量的

有益微生物，改善土壤结构，减轻盐渍化。绿

肥种类多样，有苜蓿、三叶草、菠菜、油菜、大葱

等，不同条件的棚室，适宜种植的绿肥作物也

不相同。如种植多年的老棚，适宜选择吸肥能

力较强、具有解磷解钾作用的菠菜、玉米等作

物，缓解盐害。

绿肥翻压应在下茬蔬菜定植前20天左右

进行，翻压前，可先将绿肥茎叶切成10~20厘

米长，撒在地面或施在沟里，随后翻耕入土，翻

压深度以10~20厘米为宜，砂质土可深些，粘

质土可浅些。翻压时可以将下一茬蔬菜所用

的底肥提前施入，一起翻入土壤，并浇水以保

证适宜的土壤湿度，促进绿肥尽快腐烂分解。

蔬菜定植前，还要将土壤深翻一遍，以提高土

壤透气性，增加耕层深度。 （吴荣美）

露地秋菜豆
什么时候播种
菜豆栽培对日照长短要求不严，

在较长或较短日照下均能形成花芽和

开花结荚，春秋两季都可栽培，大多数

地区可以互相引种。

菜豆为喜温性蔬菜，不耐低温和

霜冻，露地宜在无霜期内栽培，矮生菜

豆耐低温的能力比蔓生菜豆稍强。成

株期生育适温20℃左右，8℃时地上部

生长受影响。花芽分化和发育的适宜

温度为20～25℃，30℃以上时，花芽发

育不良，不稔花增多，落蕾落花多。但

温度低于15℃时也易出现发育不完全

的花蕾而脱落。开花结荚期适宜温度

为18～25℃。菜豆适合在月平均温度

为10～25℃的季节内栽培。夏秋有一

段时间的气候条件适宜菜豆生长发

育，露地秋菜豆宜在当地霜前90～100

天播种。 （梁方方）

8月15日，淮南市寿

县堰口镇江黄村组织干

群清淤疏浚，抽水灌溉，

抗旱保苗。针对持续高

温天气，产粮大县淮南市

寿县一方面组织党员干

部、群众清淤疏浚，把水

引到田头，对灌区末梢和

高岗地区打井灌溉；另一

方面组织农机人员结合

旱情苗情，指导群众科学

补肥，降低旱情对秧苗造

成的损失。

截至目前，淮南市寿

县已投入抗旱机械7万余

台套，完成浇灌面积 130

余万亩。

通讯员 陈彬 摄

全力以赴抗旱保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