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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地采访中记者看到，我省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的干部职工、农技人员，纷
纷下沉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根据苗情墒
情，运用“返青前中耕锄划、适时镇压、适
时给肥给水、及时防控病虫草害”等技术
措施，指导农民抓紧抓实春季田间管理，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苗情转壮好于预期。

从现在到小麦收获还有两个多月
的时间，有关专家建议，下一步要重点
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根据今年小麦苗情，在分蘖期
和灌浆期开展一喷多效等弱苗转壮和
增产措施，促进苗情转化升级，预防倒
春寒和病虫草害。采取这项措施尤其

要重视小农户的壮苗措施到位率。建
议对于小农户的二、三类苗情，特别是
三类苗，由农业农村部门从财政资金中
专项组织社会化服务开展统一壮苗、统
防统治行动，实现夏粮稳产丰收。

二是加强水肥管理，促进苗情转
化升级。小麦出苗后，三叶前尽量不
灌水，缺墒严重的尽量以喷灌形式补
充表墒。拔节期，根据墒情浇水 50 立
方米左右，亩追尿素 10—15 公斤。三
类苗麦田早春尽量不浇水，应在早春
镇压锄划基础上待新根、新蘖长出后，
再追施适量氮肥和磷肥并浇水，促根
促蘖保穗数。

三是精准防控病虫草害。越冬期气
温总体偏高，利于病虫草害越冬，随着春
季气温回升，麦田病虫害防控压力有增
大可能。返青至拔节期是根茎部病害的
发生高峰期，要加强病虫草害的监测预
报与防治工作，抓好杂草防除，以除灭阔
叶杂草为主，兼治禾本科杂草。

四是加强倒春寒防控。拔节前遇倒
春寒天气，在降温前采取镇压、喷施抗寒
调节剂等措施踏实土壤、提墒保墒，提高
抗冻能力；拔节后遇倒春寒天气，可采取
提前灌水，调节田间小气候，减小地温降
幅，以保花促粒为目标。倒春寒发生后，
对受冻小麦应立即施速效氮肥和浇水，

促进小麦分蘖、提高分蘖成穗率，并喷施
磷酸二氢钾，配施芸苔素内酯类生长调
节剂，严防倒春寒造成危害。

五是探索大户带小户模式，尽早公布
提高最低保护价具体政策。由于种粮大
户各方面条件较好，更加熟悉区域生产一
线各个环节，信息获取渠道多、技术较为
先进、农机具充足，通过大户的示范和支
持带动小散户种粮技术水平，提高种植条
件保障能力，完成这项措施，需要各级政
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尽早公布提高
最低保护价具体政策，调动小农户壮苗和
春季田管积极性，激发内生动力。

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专家建议：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相关

3月2日，在文安县文安镇丰各庄村地头，农民在往播种机里添种添肥，准备
播种春小麦。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3 月 15 日，石家庄藁城区梅花镇高玉
村。临近中午，气温已近20摄氏度。

位于小麦绿色高质高效行动万亩核心
示范方的一片麦田里，绿油油的麦苗已有
十几厘米高，一眼望不到边。

种粮大户韩西文站在一处田埂上，忙
着指挥自走式打药机给已经返青的小麦进
行“一喷多效”作业——打杀虫剂、杀菌
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跟往年同期相比，麦子稍微差一些，但
能转化成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啦。”作为有
多年种麦经验、承包着 600多亩土地的种粮
大户，今年这茬冬小麦没少让韩西文操心。

受去年罕见的秋汛影响，冬小麦播期
拉长，明显推迟，苗情复杂，长势偏弱。

我省去年秋天播种的 3350万亩小麦中，约
有2500万亩晚播。

“正常年份，我们一般 10 月 4 日、5 日
开始播种小麦，几百亩地两天就能播完。
但去年秋收期间雨下个不停，田里全是
水，播种开始时间推迟到了10月16日，27
日才全部播完。”韩西文坦言，“这种十几
年没遇到过的情况，让几乎所有粮食种植
户有些措手不及。”

“去年种得晚，今年要早管。开展大面
积田间调查，准确掌握苗情，是制定田间
管理技术措施的前提。”藁城区农技中心副
主任李建波介绍，2月7日春节假期后第一
天，农技人员就分赴田间地头开展了大面
积的越冬期苗情墒情调查。

“我们通过一块田一块田取样调查发
现，得益于暖冬和充足的雨水，小麦叶片
带绿越冬面积大，茎蘖比冬前明显粗壮，
苗情转化好于预期。这对小麦返青后的促
弱转壮非常有利。”李建波说。

在农情调查基础上，我省农业部门制订
了针对不同类型麦田的管理措施：对一类麦
田，以控为主、促控结合，在小麦拔节初期进
行肥水管理；对二类麦田，在小麦就要起身
期时进行肥水管理，巩固冬前分蘖和促进春
季分蘖生长；对苗情较差的三类麦田，要“早
划锄、早追肥”，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正常年份，我们的麦子要到 3月中下
旬起身、拔节期才开始管理。今年我们在
小麦返青后，就根据农技部门的指导进行

提前管理。一个月前，地里还是以二类苗
为主，现在大部分已经转化成一类苗。之
后只要按要求好好管理，一亩打 1100斤不
成问题。”韩西文说。

藁城区小麦苗情转化，是全省小麦苗
情快速转化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小麦返青以来，我省共组织
1.6 万名农技骨干、1000 多名农业科技专
家、4.5万名粮食生产科技专员深入田间查
看苗情、病虫草害、土壤墒情等情况，面
对面、手把手向农民传授小麦田间管理技
术，培训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专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普通种植户近200万人次。

最新农情调查显示，截至 3 月 28 日，
我省一、二类苗占比达 82％，比越冬前提
升 42 个百分点以上，123 万亩越冬前未出
苗的“土里捂”麦田已全部出苗。其中，
石家庄、邯郸、唐山、定州市一、二类苗
超九成，与常年苗情基本持平。

春分一过，忙碌的春耕生产在燕赵大地自南向北渐次展开。
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我省中南部地区冬小麦播期明显拉长，普遍推迟，苗情长势复

杂，小麦弱苗转壮压力很大。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春耕生产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目前各地春耕进展如

何？冬小麦促弱转壮苗情如何？怎样克服不利条件保障种粮农民收益？记者深入冀中南
种麦区，进行了走访调查。

春分麦起身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一刻值千金

3 月 23 日，宁晋县宁北街道办事处北
楼下村，省农科院粮食产业试验示范基地。

村口的一片麦田里，一条麦垄将相邻
的两片麦地隔开。宁晋县农业农村局技术
站站长吴立勇脚跨麦垄站定：“看这两片麦
子，差别明显不明显？”

麦垄一侧，麦苗颜色翠绿、叶面宽
大、高度整齐划一，形成一条条绿色直线
伸向远方；另一侧的麦苗，则高矮粗细参
差不齐，麦行也有些弯曲。

吴立勇边说边弯腰从两边麦田里各拔
起一根麦苗：“你看，这株麦苗分蘖更
多，根系也长；这株分蘖稍微少一点，根

系也浅。”
“这就是技术和管理上的差别。”吴立

勇介绍，“长势好的麦地是省农科院的粮食
产业试验示范基地种的，长势稍差的是老
百姓自己种的。去年小麦普遍晚播了近半
个月，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和管理对苗情
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相邻地块、品种接
近、播期一致，农科院的地基本都是一类
苗，老百姓这块地则是一类二类苗混合。”

“别小看这点区别，最后一亩地产量能
差一二百斤。”吴立勇说。

种子是粮食生产的“芯片”，对稳产、
高产至关重要。“在这片示范基地里，种植

着40多个品种的小麦。”吴立勇指着田间竖
立的标牌，向记者一一介绍种子培育情况。

“一样一样地种，再一样一样地收。”
吴立勇介绍，什么时间浇水、什么时间施
肥、什么时间打药，浇水多少、施肥多
少、打药多少，每个品种都不一样。通过
精细化管理，更好培育适合当地气候环境
的种子，为高质高效粮食生产奠定基础。

“目前，基地培育的小麦新品种在当地
得到推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小麦晚
播带来的不利影响。”吴立勇表示。

北楼下村往北约5公里，换马店镇米家
庄村，宁晋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核

心区。
在米家庄村口，记者遇到正在查看苗

情的村民申秀科。“麦子种晚了，当时很着
急，等排干水、能下地了，用旋耕犁翻开
地晾晒几天后才抢种的。”申秀科说，“今
年种的是省农科院培育的冀麦325，既抗旱
适应性还强。只要后期管好，丰收还是有
希望的。”

作为我省唯一一个“全国农业科技现
代化先行县”，宁晋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22.12万亩。

如今，现代化农业智能设施已广泛运
用到宁晋小麦、玉米生产管理中：北斗导
航、无人驾驶、光谱诊断、环境监测、AI
决策等信息技术已不鲜见，科技助力下的
粮食生产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和精准
化已经实现。

3 月 24 日上午，泊头市寺门村镇宋八
屯村的一片麦田里，利和农业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张猛沿着田垄边走边停，仔细查看
着麦苗的变化。

春分已过，正是冀中麦区起身拔节、
奋力生长的好时机，眼前的这片麦田却有
些与众不同：远远望去，麦田已经泛绿，
但俯下身子细看，多数麦苗却比较“纤
细”，只有一到两个分蘖，有的甚至没有分
蘖，像是刚刚返青。

面对这样一片“发育”明显滞后的麦
田，张猛似乎并不着急。“在合作社流转的

几千亩土地里，这是播种最晚的300亩，因
为雨水太大、地里太潮，直到 11月底才播
上。因此麦田在越冬前没有出苗，属于典
型的‘土里捂’。”

“种麦子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播种这
么晚。当时心里也没底，心想就算能出
苗，产量恐怕也难保证，可能还得赔钱，
那还种它干什么呢？”播种前，张猛心里直
打鼓。

2021 年 11 月 15 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
《关于切实抓好窗口期冬小麦播种的紧急
通知》，才让张猛下了抓住最后时机进行

抢播的决心。根据 《通知》，我省统筹使
用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对 11 月 14 日
及以后播种的冬小麦，每亩给予 150 元
补助。

“有了真金白银的补助，心里就有了
底，再加上农业部门一直给我们宣传保证
小麦播种面积的重要性，就赶紧把最后这
几百亩给种上了。”张猛表示。

今年2月底，这片一直让张猛牵肠挂肚
的“土里捂”终于出苗了。“出苗就是最好
的消息，专家说只要后期管得好，平均一
亩地也能打700多斤。”

“土里捂”出苗没几天，张猛又接连迎
来好消息。3月8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
部预拨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16 亿元，
重点支持包括河北在内的相关省 （区） 做
好小麦促壮稳产、防灾增产及重大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3 月 11 日，中央财政下达资金 200 亿
元，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缓
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响，稳
定农民收入。其中，下达河北省的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规模为 11.06 亿元。

“晚播加大播种量，每亩成本增加 30
到40元；化肥价格上涨，每亩成本增加30
元。但政府资金补贴加上科学管理到位，
晚播不减产、效益不减少是可以实现的。”
张猛掰着指头算着收益账。

早抓早管：苗情转化速度快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王思达 赵红梅赵红梅

科技助力：麦田管理更精细

政策扶持：让种粮农民多得利

33 月月 1010 日日，，石家庄市藁城区梅花镇梅花村石家庄市藁城区梅花镇梅花村
麦田里的综防作业麦田里的综防作业。。 河北日报资料河北日报资料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