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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持续发生极端气象灾害，数次

出现断崖式降温状况，对我国蔬菜生产造成了

极大的影响。为主动应对灾害性气候、降低不

利天气对蔬菜生产和供应造成的不良影响，中

国农业科学院蔬菜产业专家团迅速组织专家

应急小分队近40批次、约150人次，赶赴安徽、

江苏、湖北、陕西、河南、河北、辽宁、北京、山

东、湖南、甘肃等灾害一线摸清受灾情况，积极

开展抗灾减灾技术指导。

在辽宁、河北、山东、陕西等北方地区，连

续多日低温寡照，日光温室蔬菜生产受到了

较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果菜类蔬菜长势

减弱、开花坐果率明显降低，尤其是黄瓜龙头

“花打顶”和化瓜、辣椒落花落果非常明显，

预计造成 10%-20%减产；使日光温室果菜

类蔬菜定植时间推迟，部分抢早定植的蔬菜

缓苗困难甚至烂根；持续低温寡照、低温高湿

显著增加病害发生几率。在安徽、江苏、湖

北、湖南等长江流域地区，受自北向南陆续出

现的冰雹、冰粒、冻雨、降雪、降雨、大风等极

端天气危害，塑料大棚蔬菜严重受灾，部分棚

室倒塌。

为此，蔬菜产业专家团对近期设施蔬菜生

产提出如下技术指导意见：及时清除棚膜积

雪；加固棚室，增加立柱，必要时破膜保棚；尽

快修复受损棚室；采取各种方式应急加温；加

强棚室保温；在不降低室内温度前提下尽早

打开保温被，多增加光照；控湿防病，病害防

控时优先选用烟雾剂和粉尘剂；促根壮秧，疏

花疏果、减少植株负担，尽快恢复植株长势；

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等植物叶面肥，提高植

株抗寒能力；加强育苗温室管理；谋划好灾后

重建工作。

后期，蔬菜产业专家团将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紧盯受灾产地技术需求，组织应急小分队

继续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工作，最大限度降

低农户损失，助力受灾地区蔬菜生产尽快恢

复，降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对早春茬蔬菜生产

的影响，保障春季蔬菜稳定均衡供应。

（李丽颖）

近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

院获悉，由该院园艺研究所和国家香蕉产业

技术体系芒果广西百色综合试验站（以下简

称“百色站”）团队自主选育的芒果新品种

“桂芒一号”新品种权累计以260.1万元实现

成果转让，“桂芒一号”也成为我国首个获植

物新品种保护权证书并实现成果转化的芒

果品种。

据介绍，“桂芒一号”采用杂交方法育

成，2020年7月获得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

保护权（CNA20172734.6），是我国首个获

植物新品种保护权证书的芒果品种。该品

种具有丰产性好、果实大小适中、外观美、品

质优、抗性好以及采收期长等优良性状，

2022年被广西列为“广西推进水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推荐品种和“田东县芒果产业提

质增效”重点项目推广品种。

目前，该品种以“技术+企业+合作社+

农户+销售”+“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

牌、统一经营、统一销售”的“5+5”模式在百

色建立“桂芒一号”标准化生产基地。下一

步，百色站以体系技术为科技支撑，以企业

为载体，将采用有计划按步骤适度规模发展

“桂芒一号”，探索建立获保护权芒果新品种

可持续推广模式，促进我国芒果产业高质量

发展。

（据《科技日报》）

我国首个获植物新品种保护权证书的芒果品种实现成果转化

【科研在线】

近日，自然资源部通报了近期国土变更调查专

项督察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弄虚作假和工作不

认真、把关不严等，并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引发社

会关注。

为了准确掌握全国国土利用变化情况，及时跟

踪耕地数量变化趋势，我国专门制定了国土变更调

查技术规程。相关调查结果既是考核地方政府履行

耕地保护责任的重要依据，也是守好耕地保护红线

的重要参考。

不过，从此次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个别地

方并未严格按照规程和工作要求开展调查和核

查工作，弄虚作假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而个别

调查管理部门在履行职责时工作不认真、把关不

严 ，致 使 相 关 错

误 未 能 及 时 被 发

现 和 纠 正 。 这 些

现象都使得耕地调查结果严重失真，不仅会导致

耕地保护目标任务落空，还有可能危及我国粮食

安全。

此次专项督察对于耕地保护工作来说是一次体

检，对于发现的问题，将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责

任。此外，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还将进一步加大

督察力度。这也再次警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

耕地保护问题上，容不得半点虚假；实事求是做好耕

地地类变更工作，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准确可靠，方为

正道。

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者”，事关 14 亿国人的饭

碗。用好督察利剑，推动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

实落地，全面压实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责

任，让其不敢在耕地调查数据上做文章，才能有效确

保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进而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

用好督察利剑助力耕地保护
□ 马树娟

【时评】

“樱桃好吃树难栽”，又到一年樱
桃树春栽时，樱桃树春季怎样栽植？
需要防治哪些病害？

消杀定植。
定植，在预先定点的位置上先将

土挖松50厘米见方的土层，控10厘
米深的穴，将果苗根系向四周平展于
种植穴系内，用细土将根系埋实踩
紧。浇足、浇透定根水，以每株浇水
10公斤左右为宜。覆土至苗木在苗
圃的土痕位置，将嫁接口露在土壤之
外。然后覆盖1米见方的黑色地膜，
四周封严，增温保湿，促进苗木生长。

定植时，将修剪后的苗木沾上足
够的兑有生根粉和多菌灵的泥浆或
水溶液，杀菌消毒，促进苗木成活。

病害防治。
樱桃褐腐病主要为害花和果实，

引起花腐和果腐，发病初期，花器渐

变褐色，直至干枯。防治措施：清洁
果园，将落叶、落果清扫烧毁；合理修
剪，使树冠具有良好的通风透光条
件；发芽前喷1次3-5度石硫合剂；
生长季每隔10-15天喷1次药，共喷
4-6次，药剂可用1:2:240倍波尔多
液或77%可杀得500倍液，50%克菌丹
500倍液。

樱桃树流胶病主要为害樱桃主
干和主枝，一般从春季树液流动时开
始发生，导致树势衰弱，严重时枝干
枯死。防治措施：增施有机肥，健壮
树势，防止旱、涝、冻害；搞好病虫害
防治，避免造成过多伤口；发现流胶
病，要及时刮除，然后涂药保护。常用
药剂有50%退菌特1份、50%悬浮硫5份
加水调成混合液，以及用生石灰10份、
石硫合剂1份、食盐2份、植物油0.3份
加水调成混合液。 （张华）

春季樱桃树栽植技术

【种养技术】

一、抓春繁，提高雏鸽成活率。
春季是肉鸽产蛋、孵蛋、育雏的好时
期，要抓好生产种鸽的饲养管理。在
孵蛋期间要按时照蛋两次，第一次在
开孵后的4-7天，第二次在10-13
天，照蛋时要取出无精蛋和死胚蛋，
做好单蛋的并窝，让其产第二窝蛋。
雏鸽出壳后要防止被种鸽踩死、踩伤
和鼠害。对不会孵蛋和不善哺雏的
种鸽，要进行训练和诱导。

二、科学搭配饲料。要保证营养
需要，种鸽的日粮要营养丰富全面，
新鲜多样，适口性好，具体配方为：玉
米 50%、糙米 15%、小麦 10%、高梁
20%、油菜籽5%，每天喂料3次，饮水
和保健砂要卫生充足。

三、防潮湿。保持鸽舍干燥，肉
鸽的习性喜干燥，怕潮湿，因此应重
视防潮湿。①勤扫，舍内地面撒一层

石灰，运动场垫一层干净砂子。②常
开鸽舍门窗，通风换气，降低舍内湿
度。③杜绝鸽舍漏雨，一旦漏雨，及
时补修。

四、防寒流袭击，确保舍内温
暖。出壳一周的雏鸽需要保温，如舍
内气温过低易冻死，还会引起其他鸽
感冒。春季气温不稳定，时冷时热。
注意天气突然变化，一定要在冷空气
到来的前夕，关闭鸽舍门窗，做好防
寒工作，保持鸽舍温度。

五、搞好卫生，防治疾病。要坚
持每天扫栏二次，每周大扫一次，每
月用5%的来苏水或10%-20%的石灰
乳彻底消毒一次。做到鸽舍内外、
饲料、饮水、食槽、饮水器和工具清
洁卫生。坚持防疫制度，每天认真
观察鸽群，发现病鸽及时隔离诊治，
进行治疗。 （陈玲先任献峰）

当前气温多变，养鸽子注意这几点

春耕春管正当时春耕春管正当时

2月26日，在怀宁县月山镇奇隆村，农技专家深入麦田指导农户春耕春管。一年之计

在于春，怀宁县各地农户抓紧农时，积极开展各项农业生产活动，抓住有利时机对大田作

物、瓜果蔬菜进行分类田管、科学种植，为农产品稳产保供打下坚实基础。

通讯员 檀志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