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4日，位于安徽省宿松县的农垦华阳河农场荷塘里，工人在采挖鲜嫩的莲藕。近年来，华阳河农

场依托区域丰富的水资源，发展绿色生态莲藕种植，面积超过一万亩。目前，莲藕进入采挖期，产品除销

售周边市场外，还远销“长三角”和“两广”地区，通过绿色莲藕种植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通讯员 李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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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能大赛

（种植能手）在山东省乐陵市落幕。据介绍，本次

大赛作为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系列活动，

突出创新理念、适用装备、独到经验和精湛技术，

搭建技能展现、示范引领的大舞台，礼赞劳动致

富、致敬技能丰收，优选40名选手同台竞技展风

采，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形成

了凭技能创业致富、以技能驭浪前行的精神价值。

据悉，今年农民丰收节以“庆丰收 迎盛

会”为主题，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

场，坚持农民节日农民办，农民节日为农民，努

力在提高农民融入度、活动影响力、社会参与

面上下功夫。为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更多农民登台展风

采，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农民精神风貌，农业农

村部组织开展了“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能大

赛，共设种养能手、创业创新、电商技能、民俗

艺术等4类技能赛事。

“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能大赛（种植能

手）启动以来，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积极组织动

员，遴选推荐了106名种植能手进入全国大

赛。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优中选优，按照技术

技能精湛、经济效益显著、示范带动作用突出

的标准，推荐40名选手进入现场比赛。现场比

赛分知识竞赛和技能比拼两个环节，知识竞赛

题目涵盖种子、植保、水肥、栽培等多领域，技

能比拼考察选手作物生产技能水平，展示绝活

绝技，现场解决生产技术问题的能力。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安徽的选手徐

淙祥、内蒙古的选手赵丽杰、江西的选手雷应

国三位种植能手分获一二三名。赛后，与会代

表实地观摩了乐陵市“吨半粮”核心示范区、百

枣园和调味品博物馆；参赛女选手与全国妇

联、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领导开展了面对面座谈

交流。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500余位

代表现场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是在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

委员会指导下，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主办，乐陵市人民政府、

《中国农技推广》杂志社、全国短视频MCN媒

体运营中心承办，山东星光糖业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托普云农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田）

全国农民技能大赛在山东举办
安徽省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淙祥获总分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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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秋膘 秋季应适当延长放牧时间，下霜后要晚出
晚归，使每只羊都能吃上草、吃得饱。秋收后，要及时
把羊群赶到收过庄稼的地里，遛秋茬，捡食杂草和散
落的粮食，抓得好，上膘快。

备足草 应按羊的头数和需要的数量，广泛收集
各种青草、干草、树叶、菜帮、菜叶及农作物秸秆，都
可经过氨化、碱化和堆贮饲喂，也可制作青贮和发酵
饲料喂。精料中，玉米、大麦、麸皮及饼粕和农副产
品酒糟等都是喂羊的好饲料，但饲料要搭配喂，做到
多样化。

住暖圈 入冬前一定要把羊圈修缮好，防止贼风
侵入。门窗要用塑料薄膜封闭好，夜间挂草帘，地面
要干燥，不上冻，防止阴冷潮湿。在严寒的冬季，只
要让羊住进温暖的圈舍里，就能大大减少羊体热量
的散失，就能避免羊着凉，防止感冒，羊过冬也就有了
保证。 （张农科）

秋季肉羊管理要点

【养殖小常识】

秋收稻子，春夏捉虾。2022年以来，六

安市霍邱县曹庙镇元圩村充分利用本土自

然资源优势，坚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鼓

励村民探索发展稻虾混养新模式，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乡村振兴注入

绿色动能。

家住霍邱县曹庙镇元圩村曹坊组的郭

忠宝便是发展稻虾混合产业的村民之一。

“稻虾混养，就是在稻田中养殖龙虾，一方面

稻田内的杂草、水生动物、昆虫以及其它物

质被龙虾吸食，另一方面龙虾的生命活动可

以为稻田除草、灭虫、松土、活水、通气和增

肥。稻田不施农药，既能提高虾的产量，又

能提高稻米的质量，形成良性循环。”拥有几

年养殖经验的曹庙镇元圩村群众郭忠宝说

起这个头头是道。

“我从四年前开始发展稻虾养殖，当时

霍邱县曹庙镇政府大力倡导我们这些脱贫

户发展种养业，平时镇农技人员还会上门指

导，大大提高了我的信心与动力，于是我就

大胆租赁了150亩田，稻虾混养模式养出来

的虾子个头大、肉质厚，水稻也长得好，根本

不愁卖，一年每亩田可增收1000余元，这样

一来，我家每年增加纯收入15万元左右，几

年下来积累了不少经验，后期我还准备扩大

养殖规模。”郭忠宝谈到自家产业的发展壮

大，对当地政府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为推动产业发展，曹庙镇始终坚持“生

态+创新+农业”理念，大力推动特色生态混

合种养产业，从技术指导、网络帮销等角度

多举措给予村民支持，贯彻落实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办成事的服务理念，积极做好沟

通协调、服务保障和引导推广工作。目前，

“稻虾共生”的新型种养模式在霍邱县曹庙

镇风生水起，越来越多的村民养殖积极性空

前高涨，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的同时，也

探索出一条以生态赋能撬动乡村振兴的发

展新路子。 （王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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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瓜果搭配种植是个好主

意，但要把西红柿严格整枝打杈，不然会

影响坐果。”9月13日上午，肥东县桥头

集镇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内，来自安徽

省农科院蔬菜育种团队的科技特派员王

明霞正耐心地给安徽开垦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孙田中讲解当前蔬菜管护的

技术要领。

在肥东县桥头集镇市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内，孙田中种植了6个玻璃温控大棚

的蔬果，王明霞及团队成员每周3次从合

肥赶来产业园查看蔬果生长情况，指导

孙田中和其他种植户做好田间管理，适

时浇灌，积极应对气候的变化。

“目前大棚里黄瓜、茄子、西红柿长

势茂盛，但是入秋后天气持续高温，黄

瓜、西红柿等正处在生长关键期，要密切

关注温度和水份的调控，做到适时降温

和浇水，防止植株徒长和落花落果，造成

减产现象。”今年少见的干旱现象，让很

多蔬菜种植户在种植技术上心里没了

底，王明霞现场指导、解惑给他们吃了

“定心丸”。

今年以来，天气持续干旱，给蔬菜种

植带来了严峻考验，作为肥东县桥头集

镇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首席科技特派

员，安徽省农业科技学院园艺所副所长

严从生高度重视旱情，不仅多次深入蔬

菜基地现场指导，还选派王明霞等5名科

技特派员组成团队，定期来产业园指导

帮扶。

从实地查看玻璃温控大棚蔬果植

株长势到品种选择、土壤改良、肥水管

理、病虫绿色防控、采后处理与加工、

品牌化经营及今后发展趋势等，科技特

派团事无巨细，为种植户排忧解难，提

供建议，并做好智慧农业技术服务，为

蔬菜种植插上科技翅膀，助力种植户增

收致富。

“以前大家遇到技术上问题，就上网

查询资料，但是一知半解，不能对症下

药，干着急。自从有了科技特派团，他们

不仅耐心地为我们解决技术难题，还为

我们基地的发展和田间管护提出了很多

好建议，对我们帮助很大。”孙田中坦言。

据了解，近3个多月以来，科技特派

员（专家）现场进行科技指导15次，解决

问题8个，传技献策帮助产业园内种植户

稳产增收。

近年来，肥东县桥头集镇不断推进

科技下乡、深化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大

力引进外地科技人才、挖掘本地人才资

源，组建科技特派员网络，服务“三农”，

努力将科技特派员队伍打造成为党的

“三农”政策的宣传员、农业科技的传播

者、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引导各类科技

特派员深入现代农业产业园开展科技指

导和服务，推动科技、信息等资源要素向

农村集聚，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好产业发展，为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科技人

才支撑。

（彭红玲 汪兴）

肥东县：科技特派员田间传“技”助增收

本报讯（应志峰）近日丰原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丰原生物）在安徽

蚌埠丰原集团总部对大禾科技发展（南

京）有限公司（下称大禾科技）举行了农

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大

禾科技水稻示范项目）的揭牌仪式。大

禾科技研发生产的全生物降解农膜水

稻覆膜种植技术获得了国家农业农村

部认可，授牌成为全生物降解农膜关键

技术企业。

大禾科技是一家总部位于江苏南京

的专注于全生物可控自然降解技术应用

开发商。是国家级园区南京市江宁经济

开发区于2021年招商入园的生物基新

材料重点企业。作为省级科技型企业、

广东省塑协降解塑料专委会副会长单

位，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特别是全生物

降解农用地膜和食品果蔬活性保鲜包装

材料等应用领域达到了业内先进水平。

大禾科技通过运用其全生物降解原料进

行改性的特殊工艺和技术，根据不同地

区土壤、气候、水文以及不同的种植作物

品类，研制定制生产适应不同区域和作

物使用的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

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
（大禾科技水稻示范项目）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