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春一过，农民朋友

们便开始准备春备耕生产

了。“猪粪发酵后成了‘大

肥宝’呢，不仅肥力足，而

且绿色环保。”近日，江山

市农技推广中心技术人员

前往贺村镇通贤村的生态

果园，指导果农科学合理

施用粪肥，促进果蔬提质

增效。

果蔬能“吃”上有机

肥，得益于该市绿色种养

循环试点项目的实施。“绿

色种养循环试点项目是

2021 年省部级项目，项目

资金1054万元，于2021年

9月开始实施。”江山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项目落户江山后，以粮

油、蔬菜、果业等重点产业

生产基地为主，开展堆肥

还田工作，实施面积达 10

万亩。

江山是著名的生猪养

殖大县，每年产生的畜禽

粪污量达 70 万吨。这些

畜禽粪污除了少量由养殖

场通过种养循环消纳一部

分外，大部分由当地 4 家

有机肥生产企业进行收集

后发酵制成有机肥。但生

产有机肥存在成本高、使

用不便、养分供应缓慢等

问题，农业主体们购买意愿不强。因此，畜禽

粪污若处理不当，极易污染环境。

去年，该市实施种养绿色循环项目，对畜

禽粪污简单处理后，在路边或田头堆成高约

1.0-1.5米小堆，盖上塑料布进行发酵。在经

过2-3个月发酵成熟后，畜禽粪污中的病菌、

杂草种子等有害物质被高温杀灭，成为养分

丰富、质量又好的有机肥料。立春过后，可直

接还田培肥，不仅能降低化肥使用量，而且能

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助农增收，深受农业

主体的青睐。

在具体实施中，该市用“以奖代补”方式

扶持第三方农业服务组织，给予养殖业畜禽

粪污收集、运输、堆沤发酵及应用的服务主体

资金补助，对每亩处置0.5吨粪肥的耕地给予

每亩52.5元补助，对每亩处置1吨粪肥的园地

给予每亩138元补助。目前，全市有4家服务

主体参与。

当地农技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

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以村为

单位，统计畜禽粪污需求量并进行集中供

应，对需求较大的主体进行单独运送、堆放、

施用。截至目前，该市已在贺村、四都、上余等

镇实施绿色种养 2 万亩，产出粪肥约 1.6 万

吨，这些粪肥大多施用于水果、蔬菜等经济作

物。

“绿色种养循环项目的实施，全面促进了

粪肥还田，加快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增加

了土壤肥力，对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

有一定作用。”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今年，该市将进一步加大该项目

的推广应用，助农增收。

周江明

这一时期，重点是要因苗施好

拔节孕穗肥，落实好配套管理措施，

争取足穗，提高穗重。扬花期重点

防控赤霉病。

一是因苗管理，巧施肥水。对

晚播弱苗，在倒2叶期再根据苗情亩

追施尿素3-7.5公斤，提高单穗重。

对壮苗，在叶色正常褪淡、植株基部

第一节间接近定长、第二节间伸长

1-2厘米、叶龄余数2.5左右时追施

拔节肥，有利于培育壮秆大穗，一般

可亩施用尿素3-8公斤和三元高效

复合肥15公斤；提倡在旗叶（剑叶）

露出一半时亩追施尿素5-8公斤孕

穗肥，有显著的增粒增重效果。对

旺苗，拔节肥应适当推迟施用，要做

到叶色不褪淡不施肥，并根据群体

大小和叶色情况调整拔节肥用量，

一般可亩施用尿素5-8公斤和三元

高效复合肥10-15公斤。本区域水

资源丰富，降水量大，小麦返青至拔

节期通常不需要灌溉，但土壤相对

含水量持续低于 65%时，应及时补

灌，亩灌水量不超过50方。

二是防治病虫，降低损失。重

点加强赤霉病、纹枯病、白粉病及锈

病等病虫害的防治，及时用药、用对

药剂，防止过迟防治。赤霉病关键

是打药时间要科学，注意安全用药、

防止药害。

三是防好“倒春寒”，及时补

救。主动做好防冻害预案，在降温

之前对缺墒田块应及时灌水，防御

低温冻害。冻害发生后2-3天内调

查幼穗受冻程度，对茎蘖受冻死亡

率超过 10%的麦田及时追肥，幼穗

冻死率 10%-30%的麦田亩施尿素

3-5公斤，冻死率30%-50%的麦田

亩施尿素7-10公斤，冻死率50％以

上的麦田亩施尿素12-15公斤。

四是适时灌排，降渍抗旱。“尺

麦怕寸水”。拔节后小麦遇湿渍害

影响上层根系发生和功能发挥以及

中后期肥料吸收利用，易造成早衰，

要及时清理沟系，确保排水通畅，做

到雨止田干、沟无积水。拔节后遇

干旱要注意根据墒情适时灌好拔节

孕穗水。

拔节期至抽穗期：因苗施好拔节孕穗肥

小麦要高产，春管注意啥？
这些技术措施要抓好

立春过后，随着气温的不断回升，小麦也开始进入返青生长期。常说麦苗壮，丰收望。这一时期抓好小麦田间

管理，是夺取夏粮丰收的关键。日前，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发布了“2022年保夏粮小麦丰收春季管理技术意

见”，针对今年气象条件和小麦苗情长势，提出“分区分类、因地因苗，促控结合、以促为主，防灾减灾、防控病虫”的技

术路线，按照不同麦区详细介绍了苗情长势和保夏粮丰收的关键技术措施。现将长江中下游麦区的管理技术措施

给予介绍，希望农民朋友有针对性地做好春季小麦管理，力争今年夏粮丰收。

当前苗情偏差，春季天气或不利于小麦生长

去年秋播期间降水偏多，小麦

播期差异大，适期播种小麦，播期集

中且出苗较好，但早播、晚播麦田苗

情差异偏大，弱苗、旺苗并存，不平

衡性较为突出。部分田块没有及时

配套田间沟系，湿、渍害隐患大，且

秋播封闭化除面积比例较少，部分

田块防治效果不理想，已出现草害。

2021 年冬季平均气温较常年

偏低，不利于晚播弱苗转化升级。

气象部门预计，今年春季有可能出

现极端低温天气，春季小麦主产区

降水偏少，不利于小麦安全越冬和

春季生长。

针对今年气象条件和小麦苗情

长势，春季管理重点是：坚持“促弱

控旺、高效施肥、绿色防控、抗逆保

丰”的技术路径，以生育进程为主

线，以苗情墒情为依据，以晚播弱苗

为重点，落实轻压保墒促返青、划锄

增温促生长、增施磷肥促长根、肥水

运筹促转化“四促”，及防“倒春寒”、

防春旱、防倒伏、防病虫“四防”关键

技术，分类精准管理，重点施好拔节

孕穗肥和防治赤霉病，构建合理群

体，搭好丰产架子，争取足穗大穗、

优质丰产，力争适期播种小麦多增

产、晚播10天以内小麦能增产、晚播

10-20天小麦保稳产、晚播20天以

上小麦少减产，再夺夏粮小麦丰收。

长江中下游麦区小麦越冬期不

明显，仍可继续生长，重点要做好稻

茬小麦沟系配套。返青期重点做好

促弱控旺，构建合理群体。

一是促控结合，分类管理。对

弱苗，重点是促弱转壮争取丰产，基

肥施用不足的麦田应立即尽早补

肥，亩施氮量应补足到8-10公斤；

因秸秆还田、播种质量不高、渍害等

造成黄苗僵苗麦田，尽早亩施尿素

3-7.5公斤，促平衡生长，也可采取

冬前喷施芸苔素内酯等化调措施促

进弱苗生长。开春时要及时查苗，

对三类苗和脱肥落黄严重麦田，亩

追施尿素3-7.5公斤和三元高效复

合肥 15 公斤，促进弱苗转壮，争取

足穗。对壮苗和旺苗，减少或取消

冬季和早春施用速效肥料，特别是

防止开春后拔节肥施用过早，避免

群体生长过旺。

二是镇压化控，防冻防倒。对

秸秆还田量大、播种质量差、播后镇

压不到位麦田，选择冷尾暖头、气温

回升且无霜冻无露水的晴天尽早镇

压，促进根土密接，利于露籽苗、吊

根苗等易冻弱苗转化；注意土壤墒

情要适宜（表土干燥），切忌在寒流

天气来临前或土壤湿度过大时镇

压。根据苗情长势长相把握适当的

镇压强度，防止过度镇压。对旺长

麦田，在拔节前适墒适时镇压、中耕

或喷施化学调节剂控制旺长，防冻

防倒。对缺墒麦田，降温之前及时

灌水，改善土壤墒情，调节近地面层

小气候，减小温度变幅，防御低温冻

害。对晚播弱苗麦田特别是“土里

捂”，要防止土壤表层板结，影响出

苗与幼苗生长。

三是清沟理墒，降渍防旱。及

时清沟理墒、疏通田内外沟系，保证

排水畅通，做到雨止田干、沟无积

水，切实防止冬春连阴雨天气造成

严重渍害；清理三沟也有利于遇旱

时及时沟灌洇水。对沟系不配套麦

田要及时开沟，补好内三沟，疏通外

三沟，防止旱涝急转。旱茬小麦墒

情不足时要尽早喷灌补墒，稻茬小

麦可采取沟灌洇水方式补墒，在冷

尾暖头、夜冻日消时，选择无霜冻的

晴天下午进行，不宜大水漫灌。

四是防病治虫，适时化除。根

据草相、天气、苗情，及时化学除草，

控制杂草为害。密切关注天气，注

意避开低温寒流，防止低温药冻害，

施药前后3天日平均气温不能低于

6℃。注意加强防治纹枯病、茎基腐

病、麦蜘蛛等病虫害。

越冬期至返青期：重点做好稻茬小麦沟系配套

小麦灌浆成熟期的重点管理措

施主要有三点。

一是“一喷三防”，争粒增重。

注意加强赤霉病、白粉病、蚜虫等病

虫害的综合防治，及时用药、用对药

剂、足量用药。突出强化“一喷三

防”工作，结合病虫防治进行药肥混

喷，可起到防高温逼熟、保绿防早

衰、争粒增重作用。

二是抗涝降湿，防穗发芽。加

强田间排水降渍，特别是有倒伏风

险麦田，更要做好排水工作。灌浆

期土壤相对含水量持续低于 65%

时，灌溉 1 次，亩灌水量不超过 50

方。根据收获期降水情况，防止大

风倒伏，预防穗发芽。

三是及时抢收，颗粒归仓。及

早做好收割机、烘干装备、农机用

油、仓贮准备，抢收减损，保丰保质，

实现丰产丰收。

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

灌浆成熟期：做好“一喷三防”，力争丰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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