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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农业

夏粮生产首战告捷，为全年粮食

生产奠定了丰收基础。今年，在夏粮

生产中，我市不少农业合作社取得了

产量增、效益增的可喜局面。日前，这

些农业合作社负责人从技术支持、生

产方式等不同角度，总结夏粮丰产丰

收的经验，并向全市粮食种植户分享

了他们的“种粮经”。

科学管理促生产
弱苗转壮产量好

“今年我们合作社小麦产量喜

人，平均亩产在 650 公斤以上。”日

前，谈起今年合作社小麦丰收的经

验，陈仓区实惠农机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齐昆笑着介绍自己的丰产经

验，那就是“科学管理耕地，促进弱

苗转壮”。

实惠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土

地 1100 亩，托管土地 1 万亩。去

年秋播期间遭遇强秋淋天气，合作

社部分麦田播种偏晚，小麦整体苗

龄较小，个体偏弱。对此，合作社

充分发挥大型农机具的作用，分类

施策，科学管理，通过扎实落实镇

压、追肥、灌水、病虫害防治等关

键技术措施，促苗转化升级。“从

冬季田间管理到春季浇水施肥，我

们科学管理，才使得弱苗转壮，取

得了丰产的好成绩。”齐昆说，越

冬期间小麦幼苗弱、分蘖不足，对

此他们结合降雨或灌溉的方式，适

时追施尿素，促苗增根分蘖，促进

弱苗转壮，同时落实麦田病虫害

防治、灌浆期追肥等措施。今年，

合作社共落实小麦促弱转壮技术

8600 亩次，苗情转好为夏粮丰产

丰收打下了基础。

良种+良法+良技
小麦单产创新高

6 月中旬，在岐山县保丰源农

业专业合作社的 30亩金麦 1号“超

吨粮”小麦示范田里，经专家组实

收测产，小麦平均亩产 812.93 公

斤，创我市小麦单产新高，刷新了

全省“吨半田”实收测产纪录！这

块麦田的高产“秘诀”是什么？近

日，岐山县保丰源农业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道出了答案 ：良种+ 良法+

良技。

据介绍，去年秋播，合作社在

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和农技推广单

位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展小麦

“超吨粮”示范田创建。他们采取良

种良法配套模式，优选抗逆、丰产

潜力大的金麦 1 号、徐麦 35、西农

226 等优质强筋小麦品种，在播种

过程中采用适于小麦生长的小麦

宽幅沟播“3335”模式。此外，合作

社建立的50亩可移动喷灌示范田，

为粮食规模化节水灌溉发展探索

出成功模式。针对部分耕地晚播的

不利实际，合作社积极落实抗灾强

管和科技壮苗措施，冬春灌水各一

次，亩追施复合肥 10 公斤，后期还

强化叶面喷肥，显著提高了千粒重

水平。“优质的小麦品种、适合的种

植方法，再配合后期的科学技术管

理，这就是我们合作社能刷新小麦

单产历史纪录的‘秘方’。”岐山县

保丰源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笑

着说。

土地托管好种田
种好粮食多赚钱

“谁来种地”“怎么种地”“钱从哪

来”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生产。岐山县

益店镇宋村成立村集体合作社，以大

田托管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打破

了这一瓶颈。如今，宋村由分散自耕

变规模管理，耕地产量更高，今年合

作社喜获丰收，平均亩产 550 公斤以

上，产值达到了 730 万元。

“我们村在粮食生产上采取

‘总体管理、模块化经营、片区长负

责’的管理机制。”日前，在全市粮

食生产工作座谈会上，合作社副理

事长韩晓泰在介绍经验时说，他们

对村集体种植的 4300 亩小麦进行

划片，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片区长

负责管理，落实目标、任务、产量指

标，对超出产量指标的进行奖励，

充分调动了村合作社成员的生产

积极性，确保了各项田间管理措施

能够及时落实到位。此外，围绕粮

食规模化发展，合作社建成粮食

周转钢架棚 2500 平方米、晾晒场

9000 平方米，以及一座 150 万公斤

的标准储粮库等。配套的设施解决

了规模化生产的后顾之忧，为粮食

大面积丰产丰收提供了基础保障。

宋村的农业生产“托管”模式，有

效推动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促

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和农民增收，

为我市粮食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夏粮再获丰收背后的粮策
■ 本报记者 李晓菲

探寻宝鸡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经组织相关

专家、农技人员和粮食种植大户讨

论，总结我市小麦丰收关键技术措施

为 ：高产品种、适时晚播、宽幅沟播、

药剂拌种、条锈病全程防控、冬前灌

溉追肥等。

品种选择。选用通过国家或陕西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适宜

在当地种植，具有丰产性好、综合抗

病性强的高产品种。川塬灌区 ：伟隆

169、陕禾 192、西农 226、陕禾 1028、

中麦 895、秦麦 618、中麦 578、西农

388、荣华 188、巨良 8079、西农 822

等品种。塬区和山区旱肥地 ：铜麦 6

号、西农 226、中麦 175、西农 189、旱

麦 988、伟隆 123、中麦 36、荣华 286

等品种。山区旱薄地 ：西农 928、长旱

58、长航 1 号、普冰 151、长武 521、

普冰 9946、旱丰 902、航麦 287、大地

528、旱麦 728。

药剂拌种。播前采取杀菌剂和杀虫

剂混合拌种，推荐选用27%苯醚·咯·噻

虫种子处理悬浮剂、31.9% 戊唑·吡

虫啉悬浮种衣剂、29% 噻虫·咯·霜

灵悬浮种衣剂等。严格按照药剂说明使

用，避免出现药害。均匀拌种，闷种 4-8

小时，晾干后播种。

科学施肥。建议每亩施用有机肥

150kg-200kg ；肥 料 配 方 27-13-5

（N-P2O5-K2O）或相近配方，总养分含

量 45% 左右，亩施 50kg。起身期到拔

节期结合灌水每亩追施尿素 10 公斤。

播种期、播量及播种方式。播

种时间 ：川塬灌区适播期 10 月 5

日-15 日，塬 旱 地 适 播 期 9 月 24

日-10 月 6 日，丘陵山区适播期 9

月 20 日-30 日。播量 ：宽幅播种每

亩 13kg-15kg，其他播种方式每亩

10kg-13kg。播期每推迟 2-3 天，

每亩播种量增加 0.5kg-0.6kg。播

种方式 ：推荐采用山东郓城、洛阳鑫

乐或西安亚澳宽幅播种机械进行作

业，播种深度控制在 3cm-4cm。

冬田管理。冬灌追肥：在 11 月底

至 12 月上中旬进行早冬灌追肥，亩灌

水量 50 立方米、追施尿素 10 公斤，灌

后板结严重田块及时破除板结。化学除

草：在 10 月下旬-11 月下旬，日平均

气温 10℃时，进行化学除草工作。若遇

寒流、霜冻等灾害性天气，禁止施药，以

防出现药害。小麦条锈病挑治：秋苗期

采取“带药侦查，打点保面”，压低菌源。

麦田控旺：对于群体过大或旺长麦苗，

采取化控药剂、冬前镇压、深中耕、化控

等措施抑制小麦旺长。

春季管理。返青拔节期（2 月下

旬-3 月上中旬）：以麦田化学除草补

防为主，兼顾小麦条锈病挑治。坚持“带

药侦查，封锁菌源”，选用戊唑醇、丙环

唑或三唑酮等药剂喷雾防治。

拔节孕穗期（3 月中下旬- 4 月上

中旬）：主攻小麦条锈病, 兼治白粉病、

蚜虫、红蜘蛛，川塬区应在 3 月 25 日前

完成早春普防；同时喷施氨基寡糖素、

芸苔素等免疫诱抗剂，预防早春冻害。

抽穗灌浆期（4月下旬-5月上旬）：

全面开展“一喷三防”，在小麦灌浆期喷

施微量元素水溶肥，或每亩用磷酸二氢

钾 150g-200g 和 0.5kg-1kg 尿素兑

水 50kg 进行叶面喷洒，促进小麦千粒

重增重。

适时收获。完熟初期进行机械

收割，选择损失率≤ 2.0%、破损率

≤ 2.0%、含杂率≤ 2.5% 的小麦联合

收割机适时收获。

（本报记者李晓菲整理）

请您查收
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才能稳住百姓的幸福感。2022 年夏收

我市喜迎丰收季，再次将老百姓的幸福稳稳地捧在了手心。那么，取

得丰收的“秘诀”是什么？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将此次粮食生产中的政策做法、先进技术进

行了归纳梳理，总结出了一份丰产“秘诀”推广给广大群众，为未来我

市粮食实现连年丰产助力。

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市到 2025 年

新建高标准农田 50 万亩，改造提升现

有高标准农田 15 万亩，发展高效节水

农业 30 万亩；每亩中省市财政投资

1200 元。

实施农民种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每亩 70 元；农机购置补贴，纳入

目录内农机具给予定额补贴（每台补贴

不高于总价 30%）；根据农资价格情况，

向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每亩不低

于 10 元。

农业社会化服务。实施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项目，支持各类服务组织重点

面向小农户开展代耕代种、统防统治、

统种统储等全程式、菜单式社会化服

务，促进粮食生产节本增效。

粮食单产提升关键技术推广。实施

粮食单产提升综合示范项目：推广玉

米增密度“5335”降本增效集成技术模

式（亩留苗密度 5000 株，深松 30cm，

3 层施肥，集深松、旋耕、施肥、播种、

镇压为一体的机械 5 连作），建设玉米

增密度核心示范区 10 万亩，每亩物化

和作业补贴 42 元。推广小麦宽幅沟播

“3335”模式（亩播量 30 斤，深松 30cm，

3 层施肥，集深松、旋耕、施肥、播种、镇

压为一体的机械 5 连作），建设小麦宽

幅沟播核心示范区 10 万亩，每亩物化

和作业补贴 50 元。

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每年中省市

安排一定资金对小麦条锈病防控、“一

喷三防”进行补助。

扶持粮食生产好政策

小麦丰产丰收技术措施

一份粮食丰产秘诀

农忙夏风吹，又闻新麦香。今年

夏收，我市再次交出一份重若千钧的

答卷：全市 280.56 万亩夏粮，平均单

产 317 公斤，总产 88.95 万吨，分别

较上年增长 1.93%和 2.07%，单产、

总产刷新全市最好历史纪录！

面对 2021 年 70 年一遇的强秋

淋天气，大面积晚播弱苗及农资价

格上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今年夏

粮逆境夺丰收，背后究竟有什么不

一样的“粮策”？

人努力

“过关斩将”锁定丰收大局

夺取夏粮丰收，对全年粮食丰收、

稳定物价、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夏粮丰收

了，全年经济就托底了。”我市将粮食

生产列为“头号工程”，去年以来，先后

召开小麦抗灾强管现场会等专题会议

9次，层层签订粮食生产责任书，牢牢

压实粮食安全责任。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积极下沉一线，将工作部署会开

到了田间地头。全市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上下一心、齐抓共管，用实际行动激

发出宝鸡粮食生产的“硬核”实力。

“每年国庆节前后是小麦的适播

期，去年全市80%以上小麦都播在了

适播期，保证了小麦播种质量。然而，

由于强秋淋天气影响，晚播田面积仍

然有50万亩，我们按照‘以密补晚、以

肥补晚’的原则，千方百计浇水追肥，

促使苗情迅速好转。”7月 4日，市农

业农村局种植业科工作人员介绍，面

对不利情况，省农业农村厅多次深入

田间地头调研指导，市农业农村局积

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麦田开展护苗

行动，指导农户及时追肥、保温，力争

多浇一遍水、多施一次肥，共开展冬

前追肥 64万亩（为常年 4倍以上），

冬春灌溉 86万亩，今春小麦一、二类

苗较冬前增加 16.3%，苗情达到近年

最好，为夏粮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小麦要想长得好、产量高，病虫

害防治少不了。从去年秋播开始，一场

没有硝烟的“虫口夺粮”大战就拉开了

序幕，我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制订“作

战计划”主动出击，推广抗病虫害性较

好的小麦新品种、从源头减少田间菌

源量、开展拉网式病虫害监测预警、紧

盯时间节点开展“一喷三防”工作……

病虫害防治工作实现了全覆盖、无死

角。尽管小麦条锈病发病早于往年，但

在各项综合措施努力下，小麦病虫害

发生面积为近10年来最轻。

从去年开始，“播种关”“田管

关”“条锈病关”……虽然困难重重，

但我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迎难而

上，一路“过关斩将”，在前期田间管

理中就一举锁定了丰收大局。

技给力

科技赋能端稳“饭碗”有底气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高

产自然离不开“芯片”的核心力量。一

直以来，我市农户受传统种植习惯影

响，大多播种小偃 22等传统小麦品

种，然而这些传统品种比较容易感染

病虫害，这也大大影响了小麦的产

量。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从品种源

头挖掘增产潜力，大力扶持扶风、岐

山、千阳等县区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建

设，积极引进小麦新品种，并派出农

技人员进村入户宣传新品种，全力加

快品种更新换代。据了解，今年西农

226、伟隆169等优质高产品种播种面

积较上年增加 10%以上，小偃 22等

传统品种播种面积下降35%以上。

良种与良法结合，为粮食丰产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农机与农技结合，

为粮食生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如

今，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在田间

机收机种小麦十分普及。今年，我市

夏收又有“高科技”，引进粮食烘干设

备 40套，其中岐山县雍川镇麦禾营

村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引进的烘干设

备每日可烘干小麦 200余吨，能有效

满足群众需求。

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

从大田高产到颗粒归仓，夏粮丰收的

链条中，机收减损是重要一环。夏收

前，全市各县区以农机专业合作社

为依托开展了专业技术培训，市农业

机械化发展中心还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了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等，通过一

系列举措，全面推广粮食机收减损技

术，引导农机手在夏收过程中强技

能、精操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据了

解，今年夏收，全市机收损失降低了

0.8%，实现减损增收达 1.14 万吨。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们有能

力端稳自己的饭碗。”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人介绍，近年他们引进了 144 台

小麦宽幅沟播机、358台节水灌溉设

备、481 台新型收割机等一批大型

现代化农机，大大提高了粮食生产质

效。目前，全市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 84.5%。

政策好

金色麦浪奏响丰收“协奏曲”

高标准农田是提高粮食产能，确

保粮食安全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市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以高标准农田建设

为“基”，以粮食生产为“纲”，积极申请

财政资金，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田间

基础设施建设等有效提高农田抗灾、

减灾和灌溉能力，截至目前，全市高标

准农田面积已达到179万亩，仅今年

上半年就新增了高标准农田21.9万

亩，为赢得夏粮丰收取得了“主动权”。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市

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有机肥+配

方肥等培肥土壤技术，同时细化不同

区域的肥料配方和施用总量，全市小

麦种植面积中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

盖率达 95%以上，亩增施有机肥 150

公斤至 200 公斤，提升了土壤肥力，

充分保障了小麦生长期养分供应的

平衡。”面对丰收年景，市农技中心负

责人道出了其中的“先机”。

农民是种粮的主体，也必须是最

大受益人。据统计，上半年我市发放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3.1 亿元，第一批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4100万元。

此外，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向上级部门

争取落实小麦促弱转壮、一喷三防、

粮食生产提升等项目资金6315万元，

对落实稳产增产关键技术措施、缓解

农资涨价影响、推动小麦“一喷三防”

全覆盖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帮助广大农户及时掌握夏

粮生产中的关键技术，我们建立了农

技人员入园服务队，点对点、一对一

精准服务。”市农业农村局一名工作

人员介绍，他们还联合气象、应急管

理等部门做好防灾减灾，其中气象部

门开展了 8次人工降雨等影响天气

作业，保证小麦生长期底墒充足。今

年小麦籽粒饱满，粒重高于常年，这

也是小麦丰产的主要增量部分。

夏粮丰则全年稳！经历了多重

考验，宝鸡农业人再次打破了自己

的历史纪录，交上了一份傲人的丰

收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