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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我省部署秋粮田管机收工作
夏种一粒子，秋收万担粮。当前，我省秋粮

长势良好，秋粮大面积收获在即。笔者从省农

业农村厅获悉，我省正积极落实后期田管和组

织机械抢收工作，科学调度全省15万台套联合

收割机，确保秋粮丰收到手。

当前正值秋粮作物产量形成关键期，后期

可能还会遭遇洪涝、干旱、寒露风等多种自然灾

害。为此，我省要求各地细化防灾减灾预案，切

实做好灾害应对。加大技术指导服务力度，抢

抓农时，加快推动大豆、玉米“一喷多促”措施落

实到田，促壮苗稳长、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

高。积极推广玉米“适期晚收”技术，进一步挖

掘玉米生长后期潜力，切实提高单产水平。同

时，各地将统筹做好病虫害防控工作，力争秋粮

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在机械抢收方面，我省将制定完善工作预

案，依托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组建应急服务

队，科学调度全省15万台套联合收割机，精心

组织好跨区作业，确保抢收顺利。推进农机减

损，开展机手培训和机械检修，提前做好全省

240万台套各类机具保养与调试工作，大力推

广机收减损技术，指导农户和机手选择合适机

具和适宜收割期，最大限度降低收获损失。推

广先进适用的烘储技术，收获后及时烘干储存，

减少霉变损失。此外，我省还将密切关注粮食

市场收购情况，帮助农民科学储粮、择机卖粮，

积极扩展卖粮渠道，促进优质专用粮食订单履

约，实现优质优价。 （许昊杰）

将科学调度15万台套联合收割机

随着气温逐渐转凉，我省一季

中稻也陆续进入开镰时节。近日，

笔者连线省内部分种粮大户，他们

普遍反映今年一季中稻长势较好，

产量普遍高于去年。由于今年农

资价格较去年有所回落，一季中稻

的种植成本较去年降低。

“我今年种植1000多亩一季中

稻，目前部分田块已开始收割，感

觉今年的产量明显比去年高。”9月

12日，东至县官港镇水稻种植大户

董金亮告诉笔者，这几天他已开始

收割部分早熟田块，经过测算，亩

产在1300斤左右，比去年增加近

100斤。老董说，产量之所以增加，

是因为今年天公作美，灾害性天气

较少，加上当地农技部门提前通知

预防稻飞虱等虫害，所以一季中稻

产量高于去年。

胡维高在宿松县汇口镇长期

种植一季中稻，今年种植面积达到

800亩。“目前已经开始收割，产量

还是不错的，要比去年高不少。”据

胡维高介绍，当地易发生洪涝灾

害，去年中稻由于受灾，亩产只有

1000斤左右。今年当地基本没有

受淹，所以产量预计达到1300多

斤，比去年增加不少。

舒城县城关镇种粮大户葛义学今年种植中

稻1200亩，这几天早熟田块已经收割完毕，“平

均亩产量在1300斤左右，比去年增加近80斤。”

葛义学对今年的亩产量非常满意，他说，今年一

方面是“老天爷帮忙”，基本没有大的自然灾害，

另一方面是当地重视预防病虫害，稻飞虱等虫害

也比去年减少。

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种植户也反映今年的一

季中稻种植成本较去年有所降低。“今年复合肥、

农药价格较去年都降了，特别是复合肥的价格每

吨降了400多元呢。”庐江县城关镇种粮大户余

新年对笔者说，今年种植一亩中稻的成本要比去

年减少20多元，如果中稻的市场价格好的话，今

年的利润要比去年增加不少。

董金亮也觉得今年一季中稻种植成本降了

一些，每亩开支减少近30元。“但人工成本还是

居高不下，总体上说种地还是成本不低。”老董希

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政策，给予种粮大户

一定扶持，减少人工成本。葛义学说，今年中稻

迎来丰收，特别是农资价格较去年回落不少，种

植成本的降低让大户看到了希望。“我们合作社

有5000多亩中稻，每亩成本降低25元左右，总

的成本就要降低近13万元，确实有利于我们。”

“这几天一季中稻价格烘干后每斤1.35元，

比去年要高0.06元。”胡维高告诉笔者，周边湖

北、江西的粮贩已经开始和他联系收购，出的价

格要比去年高。据省农科院水稻研究专家吴文

革介绍，目前我省早稻收购高峰已过，一季中稻

开始收获并零星上市。受早稻收购价格高开高

走影响，中稻开秤价格也相对较高。

中稻预计将于9月中下旬集中上市，考虑到

当前陈中晚籼稻价格较高，而大米加工利润和下

游市场需求有限，预计新稻大量上市后，市场价

格可能小幅上涨，但大幅上涨概率较小。（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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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庭院“方寸地”乡村振兴“添活力”
近年来，霍邱县曹庙镇元圩村致力于发

展庭院经济，把庭院经济作为人居环境新亮

点、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村民

群众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种养殖，将小庭院变成助农增收的“聚宝

盆”，进一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

盘活闲置庭院，打造特色优势产业。

以家庭为阵地，以庭院为载体，利用院落空

地、房前屋后等闲置空间与资源，因地制宜

地打造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等庭院种植

产业。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改变传统农业发

展模式，延伸农业产业链，元圩村与安徽省

元圩村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推广阳光玫

瑰葡萄、翠冠梨订单式种植。通过引进先进

的种植理念和技术，元圩村深度挖掘水果产

业潜力，流转村内土地，组织村民大面积种

植，促进灵活就业，增加村民收入。

整治庭院内外，实现长效生态效益。注

重“庭院经济”发展与全村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相结合，因地制宜进行规划布局，加

大宣传力度，群众可将美观植物种在院里装

饰自家房屋，也可利用闲置菜园和前庭后

院，合理搭配套种果树等经济作物，组织动

员农户在种植过程中，对各自房前屋后的环

境进行全面清理整治，打造庭院立体微生

态，给院落“加美颜”。构建庭院管护长效机

制，开展户比户、院比院，评选“美丽庭院”，

今年以来，元圩村评选美丽庭院10户，激发

群众参与庭院整治和自觉管护，不断深化“庭

院经济”建设，让广大农民群众在“庭院经济”

建设中获得更多参与感、荣誉感、幸福感。

强化党建引领，庭院连片集体创收。

不断创新“庭院经济”做法，守牢耕地红线，

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村党支部通过引导发

展、多方结合，邀请科技特派员进行指导和

培训，提高和果树统一种植培育技术；同

时，让庭院经济融入更多本土元素，打造庭

院经济特色品牌，不断推动庭院经济向规

模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让一家家小庭

院融入“集体增收园”，让产品走出“庭院”

走向广阔市场，让群众走向共富道路。

下一步，元圩村将持续把发展庭院经

济作为促进群众增收、优化人居环境的重

要举措之一，着力将农户庭院的“方寸地”

建成农村家庭的“增收园”，加快引导更多

群众发展庭院经济，让庭院经济的春风真

正吹到农户家里，暖了心头、富了口袋。

（通讯员 王明 王欣洁 罗会林）

西兰花为一二年生草本植物，目前
我国南北方均有栽培，已成为日常主要
蔬菜之一。

整地施肥 西兰花要求的养分比较多
而全，但它的根系入土比较浅。因此，要求
在土壤肥沃、保水保肥地块栽植。要注意
施用基肥，一般每亩使用有机肥100公斤、
尿素10公斤、复合肥（氮磷钾各15%）25公
斤、硼砂2公斤做基肥。耕地耙平开沟施
肥，沟与沟的宽度为50~70厘米大小垄。

育苗、移栽 西兰花的播种期视品种
特性、生育期长短、栽植地区的气候环境

条件而定，秋季育苗用种量可稍多于春
季。苗龄在25天4叶1心时就可移栽大
田。秋季每亩2000株~2500株，栽植时
浇定根水一次。

田间管理 秋季西兰花栽后应及时
浇一遍还苗水，并按时锄草，中期结合中
耕进行追肥。开沟对根部进行培土，防
旱防涝，并认真观察，及时对病虫进行防
治，及时整枝去侧枝。抹掉细弱侧枝可
以节约养分，供主枝花球生长。

再生栽培及采收 顶花收获前，可根
据地力条件和整枝时所留侧枝的生长情

况，在主花球采收前7~10天，结合浇水
进行一次适量追肥，以便收获较大的侧
枝花球，延长收获期，提高产量。以近似
主花球为主，一般每株可留1~2个侧枝
花球，按速冻要求可留4~6个侧枝。根
据我们的实验结果，每亩可增收200公
斤，优质花率可达30%左右。西兰花必须
适时采收。采收太早，花蕾没有充分发
育，达不到成品的标准；采收晚了或遇高
温天气，会出现散花且有可能发黄，应切
实注意水分供应。若品质变劣，也就失
去其商品价值。 （金生）

9 月 17 日，宿

松县省属农垦华阳

河农场，工作人员

在水稻良种繁殖田

开展人工除杂株、

变异株和杂草等田

管作业。当前，华

阳河农场水稻进入

破口抽穗期，农场

对种子田开展去杂

保纯、防病查虫等

工作，提高种子田

的纯度、确保种子

质量，为企业增效、

农户增收助力。

通讯员 李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