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1日，在位于阜

阳市阜南县黄岗镇工业园

区内的金源柳木工艺品有

限公司，市级柳编传承人

杨福喜（左一）和搭档魏付

连（右一）利用杞柳条编织

柳编工艺品。近年来，素

有“中国柳编之乡”的阜南

县黄岗镇柳编产业发展迅

速，一些柳编生产加工企

业把小柳编做成大产业，

促使柳编产业年产值逐年

增加，为本地许多有柳编

手艺的农户提供就业岗

位，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

道，为乡村振兴助力。

通讯员 王彪 摄

近日，笔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

悉，当前全国秋粮收获接近尾声，各地秋粮

已陆续上市，收购工作全面展开。截至目

前，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

4000万吨。

今年秋粮上市以来，各类粮食企业积极入

市收购，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市场价格相对平

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闻发言人方进

表示，要精心组织好秋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

收购，优化为农服务、严格执法监管，严厉打击

“打白条”“转圈粮”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

市场秩序、保障种粮农民利益。

在持续优化为农服务的同时，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要求各地统筹考虑稻谷、玉米、大

豆等秋粮重点品种市场走势以及天气变化等

多种因素，提前研究制定应对预案；对于发生

雨雪天气的地区，要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满足农民售粮需求。

（王帅）

全国秋粮收购超4000万吨 开局稳市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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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生猪价格整体低迷，养殖

场（户）普遍亏损。为帮助广大养殖场

（户）提升养殖水平，实现增效降本，稳定

养殖信心，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总结

了各地提高综合生产效率的经验做法，

形成《生猪养殖提质增效降本技术指导

意见》，供广大养殖场（户）参考。

该指导意见提出，面对当前经营困

难时期，首先要防好病，抓好养殖场生

物安全体系建设和管理，做好物理隔

离、化学消毒和生物净化；要留好种，优

化种猪群结构；要降成本，因场制宜推

广低蛋白日粮；要提效率，优化生产管

理措施，推广多周批饲养管理技术和

“测膘调料、精准饲喂”技术，加强一胎

留存率管理；要防应激，强化养殖场环

境控制与管理。

（刘一明）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发布指导意见

应对当前生猪价格低迷——

陕西省富平县郭宏波出售：莲藕系列产品。

电话：15829660762

山西省永济市师俊贤出售：蟠枣苗、接穗。

电话:13835994522

甘肃省天水市李念祖出售：优质花椒。

电话：13830845980

陕西省西乡县贺金家出售：香菇、茯苓等菌种。

电话：13892605513

陕西省咸阳市刘占杰出售：红颜、章姬等草莓苗。

电话：13830700063

本版免费刊登各类涉农信息，欢迎刊登
联系电话：0551-62822776

【农品交易台】

安徽省六安市宋霞出售：六安瓜片、白茶等。

电话：15156465756

甘肃省庆阳市高成销售：陇宝”苹果。

电话：13830418892

近年来，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围绕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深入开展“创先争优点评

日”活动。各村党组织坚持规定动作不少，

重点内容突出，在“评”上动真情，在“议”上

出实招，活动主题鲜明、卓有成效，全镇党

员精神状态饱满，干事创业激情高涨，乡村

振兴快速推进。

在每月15日支部大会上，各村党支部

书记结合上月全村党员和党组织履职尽责

情况，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推动产业发展、开展文明创建等

方面进行了深度点评，“点评”肯定了取得

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分析了问题

的原因、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即全面客观

又一针见血。各村党员在“点评”的激励

中增强了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在

“点评”的鞭策中凝聚了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的强大合力。

各村党支部把谋划集体经济发展作为

“创先争优点评日”的“重头戏”。各支部根

据村情向全体党员提交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的思路和举措，参会党员积极讨论，踊跃献

策。大事交给党员“议”，目标交给党员

“订”。全镇按照“一线三区”总体规划，共

同谋划蔬果、特色养殖、农产品加工等产业

15个，年带动脱贫户稳定增收20%以上，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

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夏店镇始终抓“创先争优点评日”不放

松，不断在丰富载体和打造特色上着力，做

到持续不断、重点突出、特色鲜明，让党建

之花常开，美丽乡村焕发出蓬勃生机。

（金其华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点评日”助力乡村振兴“加速度”

霍邱县夏店镇——

为扎实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补齐乡村振兴基础设施短板，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近年来，霍邱县城关镇龙腾村对人居

环境建设、污水管网铺设、村部外墙保

温改造、农村大舞台、新建桃龙路道路

维修改造、中心村绿化小广场、路灯亮

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逐步完

善。统筹城镇和村庄规划中心村建

设、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

水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方面所

作的各项工作。

此次工作，改善了村民基本生活

方式，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保证了基础设施的完备齐全；建立了

长效管理机制，为实现基础设施健全、

环境优美、文明整洁、管理有序、和谐

平安的美好乡村提供了有力保障。

（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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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科教司、农业生态与资

源保护总站组织开展了秋收秸秆还田技术培

训，秸秆综合利用专家围绕玉米、水稻、棉花等

3种作物的秸秆还田工作进行了技术指导，为

各地来年粮食作物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围绕东北黑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吉林省

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蔡红光根据不同土壤类型

分别概括了玉米秸?还田的操作要点：针对土

层厚度超过30cm的平整区域，秸秆粉碎长度

应在20cm以下，再用液压调幅栅栏式翻转犁

将其深翻至15～20cm的土层，深翻时犁幅要

大于40cm；针对中、西部雨养区和风沙土区，

秸秆粉碎长度应控制在10～20cm，播种前需

清理出40cm宽的播种带，种植模式以窄行

40cm、宽行80～90cm为宜；针对部分中晚熟

品种的秸秆，在收获后还需进行第二次粉碎，

粉碎长度小于5cm。

在黄淮海玉米主产区，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马新明强调，在秸秆粉碎阶段，若选用联合收

割机作业，秸秆粉碎长度和留茬高度均在

10cm以内；若采用“机收籽粒＋秸秆粉碎还

田”模式，则留茬高度在15cm以内，秸秆和根

茬需粉碎2遍后与表层土壤混合，覆盖地表

3～5cm。在还田作业阶段，若深耕，要在播种

前3～5天根据墒情进行深翻，耕深深度应大

于25cm；若旋耕，则耕深深度应超过15cm。

另外，还田前要施用化肥作底肥，磷、钾肥一次

性用作基肥，土壤耕层浅的地块深翻还田时不

宜一次过深，可以每年加深2～3cm。

针对南方水稻秸秆还田工作，华中农业大

学丛日环副教授讲解了技术要点。低茬（留茬

高度小于15cm）收获时，亩产低于600kg的

田块适用于旋耕还田技术，超过600kg则适

用一犁一旋还田技术，两种技术均要求稻草粉

碎长度在 10cm 以内，旋耕深度为 15～

20cm。此外，对于具备秸秆打捆装备、秸秆离

田综合利用的地区，还可以采用离田旋耕技

术，旋耕深度约为10cm。高茬（留茬高度在

35～50cm）收获时，稻草粉碎长度不能超过

10cm并均匀覆盖。

稻草覆盖还田油菜免耕飞播技术适用于

腾茬期短的一季晚稻-油菜、双季稻-油菜或

再生稻-油菜种植，要在水稻收获前的3天内，

每亩用无人机飞播400g种籽、0.6kg硼砂和

1kg尿素。稻草覆盖还田紫云英套播技术适

用于双季稻或晚稻-紫云英套播，需在水稻收

获的前5天内，每亩用无人机撒播1.5～2.5kg

种籽，待收获并秸秆粉碎覆盖后、每亩施基肥

10～15kg、再开沟。

新疆是我国棉花秸秆资源最丰富的省区，

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韩焕勇建议在

秸秆含水率25%时开展粉碎作业，在农机选择

上要因地制宜，南疆选用立式秸秆粉碎还田

机，北疆选用卧式秸秆粉碎还田机。

“粉碎后的棉秆长度不能超过5cm，漏切

率要控制在0.5%以内，粉碎后均匀抛洒在棉

田并尽快秋翻，耕深深度要大于30cm。”韩焕

勇说，秋翻前要在常规施底肥的基础上每亩增

施2～3kg氮或100kg有机肥，确保土壤微生

物分解有机物所需的碳氮比为25∶1至30∶1，以

此来缓解微生物与下茬作物幼苗争氮的现象。

韩焕勇强调，棉花秸秆留茬高度要严格

控制在8厘米以下，若当季棉花黄萎病发病

达到40%甚至更高，就需要考虑将棉花秸秆

离田处理，并将棉田深翻50cm以上。此外，

在作业过程中还要适当补充土壤中的水分，

整地时采用复式作业，质量要达到“墒、松、

碎、齐、平、净”。 （陈楠）

专家支招：玉米、水稻、棉花秸秆如何科学还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