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再生栽培是在前茬的基础
上，经过修剪，发生新枝，形成第二次
产量。

老株再生。7月中下旬-8月中上
旬，老株上的四门斗茄子采收完后，选
择健壮的茄株，剪截方法是在对茄以
下2个1级分支的上部，用修枝剪把1

级分支剪断，留下“Y”形老干，拔净杂
草，连同剪下来的枝叶和落叶一起清
理出大棚。

田间管理。老株剪截后，要及时
追肥灌水，加强棚室内温度、光照的
管理，促进新枝的生长发育。追肥要
深施，在根的附近挖孔穴施，然后浇

足水，每亩需施尿素 15 千克以上。
以后每10天浇1次水。新枝萌发后
老干的 2 个 1 级分支上各留 2 个新
枝，其余的新枝除掉。在第一个茄子
坐果后再追尿素10千克，另加10千
克钾肥。

（周正）

农业科技 2024年8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刘小婷 美编：凡星 13

安徽省级指挥田早稻亩产实测623公斤
“南方地区连续经受了早春低温阴雨、花

期雨洗禾花、成熟期强降水等灾害天气，双季

稻早稻实测还达到了亩产623公斤，实属不

易。”近日，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李泽福作为专家组

组长，在参加了庐江县泥河镇柴埠村的超润

家庭农场的早稻开镰实际测产后发出这样的

感叹。

去年起，种植大户邢应超家的1000多亩稻

田被纳入安徽省双季稻粮食生产省级指挥田

项目。省、市、县、镇四级联动服务指导，让邢

应超大开眼界：“从选种开始，一直到收割的每

一个环节都有专家组把关指导。每一个星期，

专家基本都会到我的地里来看看。在水稻生

长关键环节，更是手把手下地指导，真正做到

了精耕细作。”

与周边其他田块不同的是，这块田布设

了自动虫情和气象智慧监测仪，建设了苗

情、墒情、病虫情和气象监测点。“这些仅仅

是肉眼可见的设施，还有很多新技术集成，

大有文章。”邢应超说，从选择品种、育秧、

机插到施肥、除草等等，他全部按照专家的

方案实施。

在品种上，项目区统一品种，早稻季应用

“中组100”“中组143”品种，晚稻季应用“宁香

粳9号”“甬优2640”品种。与此同时，项目区

集成应用测土配方施肥、丰产沟渠配套、中微

量元素肥应用、有机肥替代和秸秆综合利用等

精耕细作技术，全面使用配方肥，统防统治病

虫草害。

“在双季稻全程机械化示范方面，我们积

极探索有序机抛秧、钵苗机插等技术应用，加

速了双晚返青活棵，中后期群体构建、抗倒伏

和温光资源利用能力大大提升。”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副主任吴晨阳说。

“拿早稻来说，今年气候条件对水稻生

长不利。而我们通过机插秧以及成套的栽

培管理技术，基本没有倒伏。”邢应超说，今

年天气实在不给力，对于实测的成绩感觉还

不太理想，希望在晚稻上努把力，争取再创

高产。

庐江是安徽省双季稻主产区之一，种植面

积、总产量均居安徽省首位。为推进建设千亿

斤江淮粮仓，稳定提升当地的双季稻种植面

积，提高亩均产量，该县自我加压，高标推进双

季稻省级指挥田建设，在乐桥、泥河两镇共建

设5000亩连片双季稻省级指挥田两处，精耕细

作示范点两个和高产竞赛示范片两个，联动打

造“稻稻”模式万亩片，应用一批先进技术，优

化集成一整套技术模式，引领带动全县双季稻

发展。同时，积极落实合肥市支持发展双季稻

奖补政策，对集中连片50亩以上的双季稻，每

季稻每亩均给予100元的补贴，充分调动广大

农户扩种双季稻的积极性。

做给农民看、教会农民干、帮着农民赚。

“强化扶持扩种双季稻，精耕细作提升亩单

产。依托省级指挥田，我们面向全县广大种植

户开展了育秧、机插现场培训，同时专题开展

了施肥、除草、病虫防治、烤田和水浆管理等指

导服务，努力将‘专家产量’转化为‘农户产

量’。”吴晨阳表示，县里将持续抓好省级指挥

田建设，力争辐射带动全县双季稻平均单产水

平提升5%以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高速旋转的风扇、自动开启的水雾喷淋、夏

日特供的营养套餐……8月5日13时许，在河北

蠡县君乐宝牧场的智慧牛舍里，一头头奶牛或吃

草或休憩或散步，悠然自得。

“虽然室外温度已达33℃，但牛舍内的温度

仍控制在26℃左右。”蠡县君乐宝牧场负责人刘

林海说，整个牧场依靠数智化系统管理，智慧牛

舍采用了物联网技术，可根据外部环境自动调节

温度、湿度等，让奶牛清凉度夏。

畜牧业是蠡县的重要支柱产业。蠡县君乐宝

牧场是蠡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之一，也是君乐宝

乳业集团投资兴建的全智能化家庭示范牧场。今

年5月，该牧场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共有奶牛3420

头，其中泌乳牛1756头，每天产奶60多吨。

“让奶牛健康且产奶量高，精准饲喂很重

要。”刘林海说，奶牛的饲料由十几种原料组成，

每种原料加多少，搅拌是否均匀，每天投喂几次、

一次喂多少，都关乎奶牛的健康。

“这可是个技术活，操作起来一定很复杂

吧？”笔者问。“有了智能精准饲喂系统，这项工作

比以前简单多了。”刘林海答。

在距离牛舍几十米远的饲料车间，笔者看到

工人只需将不同原料按照系统提示的投料量放

进上料机，系统就会根据程序控制搅拌、混合。

然后，推料机根据设定好的时间和路线，将配好

的饲料按份投入奶牛的食槽中。

“这几天，我们通过监控设备及物联网系统发现奶牛的

进食量变少，于是调整了饲料的投放量。这样既能保证牛吃

饱，又不会浪费饲料。”刘林海说，针对夏季高温天气，他们调

整了饲料配比，增加了燕麦草、甜菜颗粒等的占比，确保这款

夏季专属套餐营养又好吃。

住得好、吃得好，奶牛才能产出更多优质牛奶。目前，该

牧场每头泌乳牛平均每天产36公斤生牛乳，最高的每天能

产60多公斤生牛乳。

当日14时许，笔者在牧场监控室的显示屏上看到，智能

挤奶大厅里，一头头泌乳牛正沿特定通道，有序排队进入全

自动挤奶转盘。“自动化挤奶是智慧牧场建设的关键一环。

这台设备可在9分钟内完成60头牛的挤奶任务，不仅提高

了挤奶效率，还可以让我们实时掌握奶牛的产奶量、采食量

和运动量等情况。”刘林海说，根据这份“体检报告”，他们可

以第一时间识别需要进行人工干预的奶牛，并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实现智慧养殖。

“我们将充分发挥蠡县君乐宝牧场的典型示范作用，加

强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培育壮大奶农专业合作组织，推动全

县规模养殖场向标准化、智能化迈进。”蠡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齐毅说。 （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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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蠡县君乐宝牧场的工作人员正在牛舍里巡检。

近日，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观兰酒

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宁夏农林科学

院助理研究员、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

业数字化与信息化创新团队成员杨淑

婷正在向参观者介绍团队针对酿酒葡

萄研发的首款病虫害监测机器人。

“这个设备顶端集成了一个高光

谱相机，用来检测葡萄叶片病虫害发

生情况，下面集成了两个雷达相机，用

来识别、规划路径且可以自

主行走，底部为了更好地适

应颠簸地形，我们设计了双

侧支撑滑轨。这样的机器

人在葡萄园区里走一遍，最

终会把相机采集存储的数

据无线传输到后台，后台的

操控系统会将采集信息进

行实时分析处理，一旦园区

发生了病虫害，平台上就可

以发布预警信息给种植户，

园区的某个区域发生病虫

害，要赶紧去打药……”杨淑婷表示。

据了解，针对宁夏酿酒葡萄产业

种植成本高、用工量大、农药利用率低

以及智慧化生产水平落后等问题，宁

夏农林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技术研

究所依托智慧农业专家服务基地，联

合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开展

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实施了《宁夏酿酒

葡萄智慧种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创新引导项目。该项目实施为期4年，

通过综合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3S”

等现代信息技术，以“农业智能感知-

诊断-决策-调控”为主线，开展空地

一体化酿酒葡萄病虫害智能诊断技

术、变量施药协同控制系统研发、无人

机精准防控技术、水肥一体化智能装

备研发、种质资源数据库构建研究。

这是该团队实施的《宁夏酿酒葡

萄智慧种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

目的最新科研成果之一。“项目实施一

年多来，我们通过大量的田间、实验室

工作，开展病虫害光谱特征标定、病虫

害模型训练、样机设计与测试等研究，

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杨淑婷说。

据介绍，截至目前，该项目研发的酿酒

葡萄病虫害精准智能监测机器人指导

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开展农情监测，累

计推广示范面积390亩，全园区节省

农药投入25%，节省人工投入10%。

（马越）

宁夏研发出首款酿酒葡萄
病虫害田间监测机器人

大棚蔬菜再生连秋栽培技术要点

抢收再生稻头茬稻

8 月 10 日，在芜

湖市湾沚区六郎镇

周圩村汇丰农业高

标准农田里，农民正

驾驶收割机抢抓农

时进行头茬再生稻

收割。今年，芜湖市

湾沚区再生稻种植

面积达 4.6 万亩，从

插秧、收割，再生稻

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机械化作业率水平

达到了100%。

张云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