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省各地葡萄进入一年一度的销售旺
季。今年由于雨水适中，葡萄产量普遍高于去年。笔
者采访多地葡萄种植户了解到，虽然今年葡萄产量增
加，但并没有量大价跌，种植利润显著增加，预计随着
葡萄大量上市，后期价格会逐渐走低。

地产葡萄大量上市

眼下正是葡萄上市的季节，各大商超水果摊位
最显眼的就是成堆的葡萄。7月24日，笔者从合肥
市周谷堆批发市场获悉，我省本地葡萄已大量上
市，日均交易超过200吨。“今年葡萄价格比去年高
了一些，价格较低的夏黑系列每斤4元，比去年同
期高了1元左右。巨峰系列每斤批发价格是4.8
元，也比去年同期高了近1元。”周谷堆批发市场信
息部工作人员王之源表示，虽然价格比去年高，但
市场销售依然很火，每天交易量是去年同期的一两
倍，即使价格高达每斤20元的阳光玫瑰系列也很
抢手，每天交易量几十万斤。

7月23日，笔者来到合肥市望江西路附近的一家
超市，在超市的鲜果区，发现葡萄种类的不同，价格差
别也较大。价格最低的夏黑葡萄每斤售价是4.5元，价
格最高的阳光玫瑰葡萄每斤25元，其他葡萄售价在每
斤10元左右。超市的一位工作人员向笔者介绍，今年
每斤葡萄的价格比去年同期高了2元左右，由于今年初
葡萄幼苗期雨水充足，年中结果期光线照射较好，所以
葡萄丰收，产量较高。正是因为葡萄品质好，购买的人
很多，价格即使比去年上涨了，购买量却增加了，现在
超市的葡萄日均销售量都在3000斤左右。

种植效益好于去年

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是葡萄种植的“大户”，种
植面积高达近万亩。该镇勤春园葡萄庄园创办人
陶政告诉笔者，他在大圩镇已种植葡萄十几年，今
年他又种了20亩葡萄，主要是夏黑和醉金香两个品种。

“今年价格比去年高，产量也比去年高，种植效益很好。”陶
政说，这几天夏黑葡萄的价格每斤4.5元，醉金香葡萄的价格每
斤6元，比去年要高2元左右。“去年我们这里由于雨水较多，葡
萄减产不少，今年风调雨顺，产量比较高，每亩比去年增加了
500多斤。”据他初步计算，今年每亩葡萄种植利润在1万元左
右，比去年增加近3000元。

阜阳市颍泉区闻集镇葡萄种植户孙景海今年种了30多亩
葡萄，目前已大量成熟上市。“今年价格很好，巨峰系列的每斤5
至6元，夏黑系列的每斤4元，比去年涨了不少。”据孙景海介
绍，去年葡萄价格比较低，受到病害影响，产量也低，亏了不少
钱。今年葡萄产量每亩4000斤，比去年增加1200斤左右，每亩
利润也超万元，比去年多赚了4000多元。

萧县永堌镇是传统种植葡萄的区域，杜明扬是当地最早采
用现代化温室大棚种植葡萄的大户。“俺今年种植大棚葡萄270
亩，每亩产量达到4000斤。”杜明扬说，今年的葡萄价格比去年
高了不少，特别是早熟的葡萄每斤都卖到10元以上，比去年同
期高了3至4元。虽然价格上涨，但客商络绎不绝。杜明扬告
诉笔者，他种植的葡萄主要销往江浙沪，目前已销售60多万斤，
每亩利润达到15000元左右，比去年增加3000元。

后市价格将走低

为何今年的葡萄价格比去年高呢？省农科院园艺所研究
员孙其宝告诉笔者，今年葡萄价格上涨是合理回归，因为去年
受到疫情和气候的影响，葡萄销售和产量都出现下降，特别是
品质下降导致销售遇到障碍，种植利润下滑很多，影响了部分
种植户的积极性。而今年天气较好，雨水适中，病害也较少，所
以葡萄产量和品质都有较大的提升。“品质越好，销售就越好，
价格贵了一些客商也能接受。”

据孙其宝预测，每年8月份以后由于山东、河北等地葡萄大
量上市，特别是夏黑、巨峰葡萄上市量激增，会影响我省葡萄价
格的走势，葡萄价格走低属于市场的正常反应，估计葡萄价格
在未来一段时间会下滑。近年我省葡萄种植面积超过40万亩，
比5年前增加40%，如果集中上市，势必会导致价格回落。专家

建议种植户要调整品种
结构，争取葡萄早上市，
卖个好价钱。

（刘刚）

栽培设施：夏季平菇可采用遮荫

降温棚、湿帘风机棚、林地拱棚设施栽

培，还应通风良好、便于排水和生产操

作，利于控温、保湿和防治病虫害。

品种选择：从具有相应资质的供

种商家引进适于夏季栽培、出菇及

转潮快、抗病抗逆性强、优质、高产

的平菇品种。

生产技术：发菌培养室全面消毒，

清除杂菌源。发菌场所具有良好的

遮荫、通风条件。培养环境温度控制

在18-25℃，袋内料温不超过28℃，

避免光线直接照射，或黑暗发菌。

出菇管理：调 节 菇 棚 温 度 在

23-30℃范围内，控制棚内昼夜温

差在 10℃以内。

病虫害防治：高温平菇主要病害

有枯萎病、黄腐病、锈斑(点)病等。主

要虫害有眼菌蚊等。优先选择使用

微生物源、植物源农药防治，发现局

部菌料受杂菌污染或子实体发病时，

及时进行隔离、清除和药剂控制。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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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出台秋粮生产七项技术指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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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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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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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草地被挖开，栽上了一排

排玉米苗……近日，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通报某地耕地复垦中“移栽挂

穗玉米”，应付式解决耕地“非农

化”问题，再次强调耕地复垦不能

搞形式主义。

耕地是我国最宝贵的资源，关

系到14亿人吃饭的头等大事。近

年来，中央要求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

线。在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公开通

报挂牌督办等一系列“长牙齿”的

硬措施下，直接“伸黑手”、蚕食农

田的地方少了，但搞变通打折扣仍

然在少数地方不同程度存在。“移

栽抽穗玉米”之外，“强行推倒挂果

树”“水泥地上种庄稼”等荒唐做法

亦时有所闻，甚至还有地方在土地

荒漠化、沙漠化地区和重度盐碱地

安排耕地占补平衡项目，不仅造成

人财物巨大浪费，损害了政策的严

肃性、权威性，而且伤害群众利益，

助长不良风气。

明眼人都看得出，耕地就是耕

地、一亩就是一亩。做表面文章、

耍“花拳绣腿”、搞形式主义，应付

检查糊弄一时，迟早会露馅。“任

性”背后暴露出个别地方错误的政

绩观。追求从账面上、数字上去落

实保护耕地，就会做出脱离实际、

违背农业规律的闹剧。对耕地保

护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态度不

坚决，就不会花时间精力察实情、

出实招。博眼球、图虚名，错把“面

子工程”“形象工程”当政绩，耕地

保护政策落实自然就会走样变形。

农业问题成因复杂，治理难度

大、周期长、见效慢。把形式主义

赶出田间地头，来不得半点虚假，

需要久久为功。倘若口号喊得震

天响、政策落地打折扣，来任务层

层分解、报材料“复制粘贴”，“假装

整改”、机械执行，只求“交差”、不

看实效，就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助长形式主义“歪风”。

纪检监察部门明确要求，深入检视

“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

题，防止官僚主义催生形式主义，

防止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

遏制形式主义，导向正确的考

核指挥棒必须用起来。如何让干

部心怀敬畏之心、不做表面文章？

去年以来，各地积极推动耕地保护

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

明确对突破耕地红线等重大问题

实行“一票否决”，把考核结果作为

领导干部综合评价、政绩考核、审

计问责等方面的重要参考。加强

监督，从严从实抓好作风建设，不

让个人意志凌驾于科学规律之上，

就能遏制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

冲动。

在耕地上搞“小动作”，就是在

粮食安全上“走钢丝”。中纪委的

通报，再一次敲响警钟。各地要不

折不扣守住耕地红线，像保护大熊

猫一样保护耕地，让每一寸耕地成

为丰收沃土，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

更牢。

（韩小乔）

保护耕地不能做表面文章

夏季平菇栽培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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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在亳州市利辛县纪王场乡向阳社区，党员志愿者在中原风情家庭农场帮助果农采收葡萄。近年来，亳州市引导

农民大力发展水果种植产业，采取党建引领，“党支部+基地+农户”的模式，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通讯员 刘勤利 徐玉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