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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技术】

我国设施种植机械化迈入加快发展新阶段
低碳环控型温室设施结构、光伏一体化关

键设备等一批绿色重大设施设备技术取得突

破；立体栽培、树式栽培、工厂化栽培、景观设

计栽培等关键技术和配套设备研究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智能化生产管理控制、新型水肥一

体化、作物生长信息监测等智能设备加快推

广；适合温室大棚特殊作业环境的小型起垄覆

膜机、轻简化移栽机、温室采摘轨道运输装备、

穴盘播种机、智能打药机等实用机具广泛应用

……

设施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

发展设施种植机械化，是推进设施农业转型升

级、迈向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现实之需。近年

来，我国设施种植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不断突

破，设施种植综合机械化水平逐年提升，综合

机械化水平由2014年的30.1%提升到目前的

45%左右，我国设施种植机械化已从起步转入

加快发展的新阶段。

设施种植机械化的加快发展，离不开持续

增强的技术支撑能力。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农

业机械化总站已征集遴选16个设施种植机械

化典型案例和57个先进适用设施蔬菜种植农

机化技术装备，每年举办“农机推广设施日”活

动。各地通过设立示范基地或专项资金，与相

关科研院所加强合作，开展设施农业全程机械

化集成配套试点示范，利用培训班、现场会、展

览会等多种方式，开展设施种植技术装备宣传

与推广。去年9月，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司

组织农机农艺及科研推广方面的专家成立“设

施种植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技术支撑能

力明显增强。

“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指导各地立足主

要品种规模种植与关键环节，加快构建区域

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总

结提炼推介了7个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先进模

式和模式简图，‘设施茄果类机械化生产技术’

入选农业农村部2023年主推技术。推动‘十四

五’期间创建一批设施种植全程机械化示范

县，加强全程机械化典型示范引导。”农机化总

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设施种植标准、农机推广鉴定大纲

体系日益完善。《农业机械分类标准》把设施种

植机械单独列出，分为4个大类10个小类46

个品目，涵盖设施栽培装备、食用菌生产设备、

智能监控设备、农作物废弃物处理等专用装

备。我国发布设施农业专用装备行业标准34

项、农机推广鉴定大纲17项、专项大纲11项，

比2015年翻了一番。

设施种植机械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距产业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例如，不同区域、

作物、生产环节间机械化发展不平衡问题突

出，设施结构宜机化条件差，种植技术集成配

套能力弱，适于机械化作业的生产模式不多，

适用装备较缺乏，规模集约化程度低，服务体

系尚不健全。农机化总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坚持“农艺—农机—设施”融合发展，按

照“四分”原则，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持续完善

与构建设施种植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加大农

机化新技术新机具推广应用力度，突出试验鉴

定技术保障，为补贴政策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补齐设施种植农机装备应用短板，强化设施种

植生产社会化服务，推进设施布局标准化、建

造宜机化、作业机械化、装备智能化和服务社

会化发展。 （何丽虹 崔建玲）

春季大棚韭菜巧管理
韭菜有着很强的再生性，种植一次就可以收获很多次，

再加上韭菜有抗寒耐热性，在我国很多地区都有种植。春季
大棚韭菜管理要点如下：

温度管理。韭菜喜冷凉，生长适温为15～24℃，每天应
适当放风。为促进萌芽，白天棚温18～25℃，萌芽后白天棚
温控制在17～23℃，晚间关棚保温。休眠期可在垄间铺设稻
草等覆盖物进行保温。

肥水管理。早春韭菜开始返青时，必须进行中耕松土、
清理杂草等。然后垄间开15厘米的深沟，施足长效的底肥
（有机肥、饼肥等），覆土踩实后浇水。韭菜生长要求较低的
空气湿度和一定的土壤湿度。棚内空气湿度可保持在50%～
70%，土壤绝对含水量保持13%～15%。每次收割前最好滴灌
增施肥料，或者在收割2～3天后的晴天早上垄间撒施三元复
合肥（高钾肥），耙土混匀后，适量浇水即可。如果温度和光
照不足，使植株生长势弱，可适时加喷全溶性叶面肥。浇水
时必须是小水灌溉，以免水量过多造成烂根烂苗。切记，晴
天追肥时不宜撒施尿素，极易引起烧根烧叶。

根系整理及培土。生长三年以上的韭菜，除去枯死和细
弱的分蘖。在韭菜发芽前，结合中耕可从韭菜的中间部剔除一
些根系，然后必须在韭菜根基部压土。韭菜新根萌发前或在每
年的春天和每次收割后都要对韭菜进行培土。栽培中，在植株
生长势有减弱的趋势时，需适时进行分期分批种植更新。

病虫害防治。韭菜是多年生宿根蔬菜，韭蛆对韭菜生长
的危害最大。每年的4月和9月要做好韭蛆的防治工作，可

用 2%甲基阿维菌素乳油
1000 倍液进行灌根，可以
有效杀死韭蛆。 （魏敏）

霍邱县潘集镇——

“一户一策”量身定做帮扶计划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六安市霍邱县潘集镇

汪冲村扣好全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第一粒扣子”，持续做好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的帮扶工作，

“三强化”精准制定“一户一策”帮扶计划，守住守牢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

强化精准帮扶，科学制定措施。为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政

策效应，汪冲村组织全村干部、帮扶干部、村级网格员等力量

上门走访、电话访问，与农户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户内基本情

况，确保“两不愁三保障”落实到位、政策宣传到位，梳理返贫

致贫风险，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因户因人制定措施，

补齐短板，“量身定制”帮扶计划。

强化资源整合，注重综合施策。潘集镇根据实际将帮扶

措施分为产业发展项目、就业帮扶、生活保障、法治帮扶、其他

转移类项目、智力帮扶、健康帮扶、金融帮扶、到户基础设施建

设、社保兜底帮扶、社会帮扶等11大类，汪冲村做到一条一项

抓好实施，同时采取社会公益组织、爱心人士捐款捐物等多种

形式，防止返贫致贫风险出现。

强化督促指导，逐户审核把关。“一户一策”帮扶计划初步

摸排完成后，汪冲村要求帮扶干部、分工村干、党支部书记面

对面交流计划措施，做到帮扶计划与农户实际情况相对应。

同时，建立防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对象帮扶台账，对审核发现不

符合农户实际情况的，由帮扶责任人重新入户核实后修改帮

扶计划。 （付贵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眼下，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万安

镇万安村的油桃基地春意盎然，万朵粉

红桃花中穿行的金色蜜蜂成为设施水

果大棚里一道耀眼的风景。

2018年，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设

施授粉岗位专家、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

院研究员马卫华的到来，改变了万安镇

周边蜜蜂授粉不精准、人工授粉成本高

的局面。

李海奎是万安村的大棚油桃种植

户，是第一批积极使用马卫华设施水果

蜜蜂授粉技术的受益者。

“以前老是用鸡毛掸子辅助授粉，

累人又不见成果，后来按马老师教的技

术，放了一箱蜂，没想到坐果率一下就

上来了，果品的外形和口感都更好，价

格也能卖上去了。”李海奎说。

据介绍，利用蜜蜂授粉可以提高设

施油桃商品果率，省工、节约人工成本、降

低劳动强度，因而蜜蜂授粉技术成为设施

油桃优质高效生产的重要支撑技术。

“通过在万安镇田间地头的试验，

我们团队确定了最优的蜂群配置和摆

放方式。新的技术标准改变了该镇原

有两箱两脾的蜂群，授粉只够用一次的

用蜂习惯，实现了一箱蜂4脾就可以满

足一个大棚的授粉需求，该镇的大棚基

本规模都在1.2亩左右。”马卫华说，“总

蜂量虽然看起来一样，但群势大了，出

勤早，工作时间长；另外通过一些技术

措施，减少蜜蜂撞棚和损耗，蜂群使用

时间增长，实现了‘温室+大棚’轮换授

粉，可以充分利用蜂群，降低授粉成本

50%以上，相比于人工授粉，一个大棚

成本可降低600元。”

“推广应用蜜蜂授粉技术，不仅果农

经济效益非常显著，蜂农通过租蜂或卖

蜂进行授粉，也可以得到收益，实现果农

和蜂农都增收。”马卫华说。 （王磊）

设施水果 绿色生产有“蜜”方

春耕备耕保种苗供应春耕备耕保种苗供应

眼 下 进 入 春

耕备耕时节，多地

育种育苗公司、农

科院所、农业生产

育种基地等，进入

繁忙生产季。2月

29日，在合肥市包

河经开区安徽智

野生物育苗育种

中心，技术人员在

培育车间查看石

斛、黄精、白芨、红

果参等中草药种

苗生长状况。

方好 摄

安徽农业大学桐城小花科技小院
赴基地开展茶园冻害减灾行动

2024年3月2-3日，安徽农业大学

桐城小花科技小院的研究生团队一行

前往桐城市康之源农场，开展了茶园冻

害灾情调查与灾害恢复处理。

康之源农场位于桐城小花

核心产区，近期遭受了罕见的低

温冻害，导致部分茶园树冠上部

枝条枯死、落叶，灾情严重。专家

团队实地考察了康之源农场的茶

园后，制定了一套详细的灾后处

理方案。方案包括对受冻害茶树

进行修剪、施用氨基酸叶面肥等

多项技术措施。试验过程中，研

究生们还尝试使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已

申请专利的植物源抗寒剂。随着试验的

开展，科技小院研究生们后期定期监测

茶园的恢复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处理方案。此次应急行动的目标是为茶

园冻害后的恢复提供一套系统的科学方

法，以便在未来遇到类似情况时，能够迅

速有效地应对。

安徽农业大学桐城小花科技小院

专家团队的科技行动，充分体现了高校

科研力量服务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

用。面对自然灾害，科技是最有效的救

灾手段之一。专家团队的及时介入，不

仅帮助康之源农场提供了解决方案，也

为桐城小花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科学保障。 （崔高升 李叶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