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9日，当地农民正在循环农业示范园内饲养鹅。肥东县桥头集国光社区循环农业示范园按

照“以种带养、以养促种”的循环发展理念，以就地消纳、能量循环、综合利用为主线，构建集约化、标准

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种养循环发展模式，形成“高安全、高品质、高效益、低成本”的种养结合的

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通讯员 彭红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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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禁渔法律知识的大比拼，也

是一次执法队伍素质能力的大检验。本次

竞赛赛出了水平、成绩和友谊。取得了以

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预期目标。”

10月 12日，随着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

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的总结发言，首

次长江十年禁渔知识竞赛在上海圆满结

束。沿江省（市）的 15 支参赛队，经过预

赛、决赛多轮激烈角逐，四川省荣获一等

奖，江苏省、安徽省荣获二等奖，上海市、陕

西省、浙江省荣获三等奖。

此次活动根据长江十年禁渔“三年强基

础”及长江流域渔政执法队伍素质能力提升年

活动部署安排，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渔政保障

中心共同主办，上海海洋大学、农业农村部长

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竞赛主

要围绕长江保护法、渔业法、长江水生生物保

护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和长江十年禁渔

相关政策文件开展，旨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

促用”，激发流域禁渔执法监管队伍的专业理

论知识学习热情，培育业务钻研作风，提高执

法实践能力，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技能娴

熟、执法规范的禁渔铁军。

竞赛期间，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

督管理办公室还组织相关省（市）农业农村

厅（委）相关负责人围绕长江十年禁渔“三年

强基础”的目标任务进行了交流研讨，强调

要按照“一年起好步、管得住；三年强基础、

顶得住；十年练内功、稳得住”的总体思路，

坚持不懈狠抓执法队伍能力建设，不断巩固

执法能力根基，常态化开展禁渔执法监管，

全力以赴推动禁渔工作由“三年强基础”向

“十年练内功”全面转变，确保长江十年禁渔

取得扎实成效。

（冯建伟）

长江十年禁渔知识竞赛圆满结束

为抓好秋收生产工作，霍邱县城

关镇将秋收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

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动员人力，科学统

筹、合理调配农用机械设备。

为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做好秋收

工作，城关镇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对秋

收地块进行实地查看，及时统计秋收

数据，分析各村当前秋收形式，分派专

人负责，组织各村迅速行动。组织联

系收割机、烘干机、脱粒机等机械，采

取有效措施，做到人机结合，最大限度

地发挥机械作用，提高收割质量，确保

秋收工作顺利进行。

城关镇组织宣传力量，层层发动

宣传，广泛营造秋收氛围。利用微信、

广播等平台宣传方式，动员广大种植

户迅速行动起来，确保粮食应收尽收、

颗粒归仓。镇政府组织人员不定时到

各村进行督导检查秋收进度，科学调

度秋收工作，并提醒农户根据实际情

况因地制宜进行秋收抢收工作。全镇

上下齐动员，欣起了秋收热潮。

城关镇今年共种植了29721亩水

稻，截止10月10日已收割水稻10421

亩，烘干水稻8496.6吨，玉米、大豆、

高梁等农作物也取得1000多亩的大

丰收，预计在10月底秋收工作将全部

完成。 （赵娜）

全力以赴做好秋收工作
霍邱县城关镇——

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以加快建设

千亿斤江淮粮仓、皖西大地无闲田为

目标，以发展优质麦油生产为抓手，扎

实做好秋种工作，坚决扛稳粮食安全

政治责任。

责任压紧压实。成立党委书记、

镇长为双组长的秋种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镇、村干部包保责任体制，镇村干

部对流转土地50亩以上的大户进行

包保，务必落实秋种。镇村干部实行

挂图作战，推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宣传时时跟进。各村及时发放秋

种政策明白纸及技术明白纸；文广站

及时报道、大力宣传秋种涌现出的好

经验、好做法和好模式。

服务深入一线。农技人员进村

入户开展秋种技术培训和服务，把小

麦科学播种技术、保优栽培技术、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病虫草害绿色防控

技术、油菜轻简栽培技术等先进实用

技术送到千家万户。所有镇、村干部

下沉一线，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

秋种工作。

协作无缝对接。镇直各单位通力

合作，相互协调。应急所及时发布秋

种雨情、墒情；财政所及时做好资金、

物资准备；农机部门积极组织相关机

械设备；农经站联系国元保险及时引

导种植主体足额投保，依法依规定损

理赔，最大限度减少农民损失，让农民

吃下“定心丸”。

监管有力有效。该镇不断加强种

子、肥料、农药、达标可降解薄膜、农业

机械及零配件等农资市场监管，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

截止目前，全镇已完成油菜播种

任务10026亩，4万亩小麦田已经翻

犁过半，播种进度达20%以上，为明年

午季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金其华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干群齐上阵 秋种忙不停
霍邱县夏店镇——

灰霉病是豆类蔬菜的主要病害之一。随着当前

温度的不断降低，棚室通风时间逐渐减少，灰霉病呈

上升趋势。

全面清除侵染源在豆荚坐住后，选择晴好的天气

晃棵，并及时、全面地将残花清除棚外销毁。晃棵后会

有少量的残花落在植株的茎蔓上，一定要将落在茎蔓

或操作行内的残花一并清除，以防进行再次传播。

控制好温度、湿度 灰霉病发病适宜温度为20摄

氏度~25摄氏度，当湿度持续80%以上时为病害高发

期。因此，白天将棚内温度提高到25摄氏度~30摄

氏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降低湿度是

防控病害的重要方法，可通过膜下浇水、合理放风、

操作行间铺设稻壳或碎稻草等措施降湿。

培育健壮植株 植株的长势是发病程度轻重的

重要因素。所以，棚室管理方面，应调控植株长势。

如长势弱的植株，则需要养根护叶，冲灌生根剂，喷

施叶面肥。徒长的植株，可适当喷施生长调节剂，调

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之间的平衡。 （张爱凤）

物理防治豆类蔬菜灰霉病新方法

黄山市歙县作为安徽省17个绿色种养

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县之一，2021年开始实施

试点工作，紧紧围绕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结

合歙县地域特色和农业生产实际情况，积极

开展粪肥就地消纳，就近还田试点工作，推动

化肥减量化，促进耕地质量提升，绿色种养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有机肥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歙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按照“以种带养、以养促种”的种养

结合循环发展理念，开展畜禽粪污消纳还田示

范创建，创建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示

范区29.18万亩，示范区累计处理固体粪污

16.1万吨，液体粪污0.8万方，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达到95％以上。该县建有粪肥处理厂

房9.5万平方米，工人数量121人，运输设备

41辆，配套处理设备63套，施用设备6辆，对

接养殖场48户，服务种植户169户，服务播种

面积34.46万亩次，真正实现了“粪污”变“粪

肥”，促进了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化肥减量增效成效显著。歙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通过项目示范区建设，经营主体示

范带动，现场观摩、宣传和培训推广，极大地

提高了种植主体使用粪肥和商品有机肥的积

极性，减少了化肥施用量，树立了科学施肥和

用养地结合的施肥观念，示范区内亩均减少

化肥用量5%以上，亩均节约化肥投入13.4

元，带动全县减少化肥用量0.32万吨，其中氮

0.15万吨、磷0.08万吨、钾0.09万吨，促进了

化肥减量增效。

液体粪肥还田模式效果明显。该县地处

皖南山区，歙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采用三种

还田技术模式。即：粪污厌氧发酵无害化处

理后还田、固体粪肥堆沤处理达标后还田、畜

禽粪污集中处理生产商品有机肥料还田，采

用“粪肥机械抛洒”、“粪肥＋机械深施”等方

式进行施肥，该县应用面积达6.74万亩次。

在液体粪肥施用方面，沼液重点采用罐车和

管网输送还田，“沼液＋水肥一体化”等方式，

应用面积达2.35万亩次。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还积极开展技术培训、现场观摩等活动，累

计举办培训班38期次，培训2252人次，田间

观摩3次，发放技术资料4.1万份，设立各类

标牌27块。

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探索新方法。歙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扩

大粪肥还田，利用社会化服务机构，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粪肥还田，加大对种植户，专业化服

务主体的扶持力度，合理布局，促进种养结

合。积极指导督促养殖专业户、社会化服务

机构和种（养）殖主体进行第三方签订合同，

落实责任义务，实现需求互补，协同推进，共

同发力，建立“粪污收集处理+种植主体”“粪

污收集处理＋商品有机肥生产＋种植主体”

绿色种养循环服务模式，实现畜禽粪污资源

化合理利用和化肥减量“双目标”。 歙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还建立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监

管平台，对参与项目实施的各主体，通过信息

化手段进行监管，实现从粪污收集、粪肥处

理、施肥作业全环节的流程管理，提高监管效

率，提升服务水平，通过遴选的第三方跟踪审

计服务机构，加强粪肥运输配送监管，统计和

施用还田数量审核，粪肥质量检测机构，加强

对还田前粪肥的质量进行抽检，把合格的粪

肥施于农田，确保安全有效。 （王倩）

歙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绿色种养“变粪为肥”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