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稻秧苗期田间管理技术
一、湿润育秧
1.

播种期至现青期，主要以生根
为主，对氧气需求最敏感，故应保持畦
面湿润，最好不要有明显水层，以增强
土壤通气性。畦面不开裂不灌水上畦，

开裂则灌“跑马水”上畦。

2.

现青期至
2

叶
1

心期，应保持浅
水层，以不淹没心叶为准。晴天昼灌夜
排，调节气温过高土壤中的氧气，有利
于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协同生长；阴
天或下雨天，一直保持浅水层，防低温
损苗，起到保温护苗的作用。

3.2

叶
1

心期至移栽期， 主要以营

养与病虫害防治为主。

2

叶
1

心期至
3

叶
期，施一次断乳肥，每亩施尿素

2.5

公
斤
～5

公斤； 移栽前
5

天
～7

天再追施尿
素每亩

2.5

公斤
～4

公斤。

2

叶
1

心期至移
栽期根据病虫发生酌情用吡虫啉和阿
维菌素等农药防治，移栽前

2

天
～3

天务
必用药防治稻蓟马和螟虫， 做到带药
移栽。

3

叶期以后灌浅水上畦， 以后浅
水勤灌促进分蘖，遇高温天气，可日灌
夜排降温。

二、旱育秧
1.

旱育秧重点是控温，棚温控制
在
25℃～28℃

， 最高温度不超过
32℃

，

超过
32℃

时即打开大棚两头开始通
风；水分管理，在浇足底水的前提下，

出苗前一般不浇水。当秧苗现青时，在
晴天上午

9

时至下午
4

时应揭开两头通
风降温，严防中午高温烧芽；阴雨天一
般保持密封。

2.1

叶
1

心期是预防立枯病的最佳
时期，可选用

10%

立枯灵、

3.2%

克枯星
等喷雾预防。秧苗

3

叶期后，当地气温
基本稳定在

20℃

左右， 适当增加通风
量和通风时间，早上揭膜，傍晚盖膜，

锻炼秧苗适应外界环境， 增强抗寒能
力。揭膜时，结合浇水每亩施尿素

2.5

公斤
～4

公斤做“断乳肥”，以保证秧苗
生长对养分的需求。

3.

移栽前
4

天
～5

天，每亩追施尿素
2

公斤
～3

公斤， 根据病虫发生情况，对
秧苗普打一遍防治稻蓟马、 蚜虫及螟
虫的农药， 可用

70%

吡虫啉可湿性粉
剂加

3.2%

阿维菌素乳油喷雾进行防
治，做到带药下田。

□

霍二伟

固始县
油菜丰收已成定局

本报讯（邢义晓峰）日
前，固始县沙河铺乡沙河村付业
村民组的程孝林老汉站在自己
承包种植的几亩油菜田边，心里
乐开了花。望着满眼一人多高的
杂交油菜，他暗自欣喜年前年后
没有白忙活。

据现场测产的农业科技人
员核算，这样的田块，亩产可达
300

公斤。 像程老汉这样高兴的
还有很多人，这个县种植

79.6

万
亩“双低杂交”油菜的农户都将
分享到这份丰收的喜悦。目前该
县油菜生产进入成熟收割时期，

丰收已成定局，全县油菜平均单
产在

180

公斤以上， 总产将突破
1.43

亿公斤， 比上年增产
30%

左
右。

去冬今春以来，该县坚持以

科技为支撑，以改进播种方式为
手段，在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明确种植目标、落实种植面
积以及主攻单产、提高总产等方
面下工夫。 一是落实惠农政策，

整合项目资源， 加大支持力度，

减少农民的生产投入，把油菜良
种补贴、 农机深松作业补贴、油
菜倍增计划和整县整建制高产
创建物化补贴等集中向种植户
倾斜，让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种植油菜所带来的实惠；二是开
展“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行动”

和“百名种田大户科技服务行
动”，加大技术力量的投入，保证
服务质量，提高田间管理的科技
含量，全方位地解决油菜种植和
生产环节中的技术问题，让农民
踏踏实实地吃上“定心丸”。

查山乡
加快推进集镇建设

本报讯（黄明清）近年来，

平桥区查山乡大力开展六城
联创工作，注重形象，加大投
入，集镇居民的文明意识和卫
生意识得到明显提升，集镇功
能日趋完善，集镇面貌焕然一
新。

大力加强集镇规划意识。该
乡结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编制
了查山乡集镇长远发展规划。按
照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的原则，

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了龙泉
社区和街道居委会社区，同时将
刘岗村申报变更为刘岗居委会，

有效实施了街区东移工程，拉大
了集镇框架。

不断推进集镇基础设施建

设。该乡实施硬化工程，多方筹
资建设对长安街和行政路等街
道进行硬化； 实施亮化工程，在
集镇街道先后安装路灯

30

余盏；

实施绿化工程，在沪陕高速下线
口和集镇街道两侧种植了广玉
兰等高档树木

500

多棵， 建设了
一座集观赏、休闲为一体的健身
小游园， 集镇绿化面积不断扩
大；不断完善集镇功能，正在规
划建设一座功能齐全的标准化
集镇农贸市场。

逐步完善环卫基础设施。该
乡在集镇按点布置了

40

个垃圾
桶，新建

6

座垃圾屋，建立一座垃
圾中转站，新购置一辆环卫专用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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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光山县紫水街道办事处和平社区

胡族铺镇

着力打造文化名镇
本报讯（陈富国）近年来，固始县胡族铺镇

以打造文化名镇为目标， 以繁荣发展为主题，

以特色文化为统领，以产业开发为主体，以多
元化投资为支撑，创新机制，优化环境，加大投
入，全面发展，努力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歌舞、

戏剧、民俗、历史、生态文化等各类资源，发展
壮大文化产业，着力打造文化名镇。

该镇从山、水、红、古、戏、民间传说等方面，

依托优势资源，开发文化元素，做厚文脉、地脉、

人脉。一是讲究山水和谐。以灌河、小河、白露
河、温堰水库、钟桥水库、金钟湖、林子山、白鹭
园为代表的山水旅游文化。白鹭园景区有

500

亩
生态林，

280

亩水库，栖息着数万只白鹭、黄鹭、

黄鹤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现已投资数百万元

修建了环湖公路、观鸟亭、农家饭庄；二是以黑
湖烈士陵园（十座坟）、金钟集、迎河集地下党组
织旧址为代表的红色旅游文化。 特别是每年的
清明节， 附近几个县的数万人到烈士墓前祭奠
扫墓；三是以迎河集、北庙集为代表的淮南民居
文化；四是以“刘一井”、“小脚桥”、“春河桥”、“双
板桥”、“新店古战场遗址”、“金钟湖头古槐树”、

“迎河柑桔” 为代表的民间传说文化。“迎河柑
桔”栽植有

300

多年历史，汁多、肉嫩、味美、皮簿、

色泽鲜，《人民日报》 曾发表过《中原出现柑桔
村》的报道。现已成立“迎河柑桔”文化研究会和
协会。《小脚桥的传说》、《迎河柑桔的传说》被多
家报刊发表。 流传在胡族铺镇的民间传说和民
间故事，有

70

多篇发表在《全国民间故事集成》、

《固始卷》；四是以苏氏蓼祖庙、苏奕墓为代表的
根亲文化。 新加坡苏钢集团投资重修了苏氏蓼
祖庙和苏奕墓等根亲文化景点， 将其打造成一
个集寻根祭祖、生态旅游、休闲小吃为一体的风
景区。 吸引更多的海内外苏氏宗亲及游客前来
景区寻根祭祖、观光旅游；五是以“东岳庙”、“台
子庙”、“迎河火神庙”为代表的佛教、道教文化；

六是以“花挑”、“旱船”、“花伞”为代表的民间舞
蹈文化。每年的正月、每逢节日格外红火，热闹
非凡；七是以开国少将宋治民、老红军黄宗武，

因剿匪牺牲的薛清海，《姐妹除�》的姜红、姜敏
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牺牲的汤树森烈士为代表的
红色名人文化； 八是以三里庄豆腐为代表的饮
食文化。 三里庄出产的豆腐鲜嫩味美， 远近驰

名；九是以曲剧、皮影戏为代表的戏剧文化。该
镇曲剧团在年逾七旬的老团长方桂荣的带领
下，不断壮大，由起初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几
十人。

2008

年以来，每年巡回演出
60

多场，营利
性演出达数百场， 在各种戏曲比赛中多次获得
一等奖。胡族铺镇皮影戏团，每年公演及营利性
演出数百场， 近年来， 该团先后被多家媒体报
道。 皮影戏真正起到了让根亲文化扬名固始的
作用，促进了海内外文化与政治、经济更好地相
互交融，协调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
标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十是大力兴办文化
事业。截至目前，全镇已有

18

个村建立了文化大
院，设立了文化活动室、图书室、棋牌室等，极大
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成立了电影放映队，不
时为群众送去精彩的文化大餐。 在镇政府的牵
头下，还成立了舞蹈协会，每晚都有群众自发组
织在广场跳舞，为街道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胡族铺镇书法家协会有会员
30

余人， 不断进行
文艺创作，在校园、单位办一些文艺刊物和书画
展。积极吸引产业项目，发展文化产业，在开发
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包装储备一批项目，变文化
资源为文化资本，做好文化产品的挖掘、包装
和推广。

潜心玩石奇人
———易乃宪印象

说易乃宪是奇人， 并不是因为
他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或者有什么奇
才， 而是因为他几十年来潜心收集
的奇石，那真是让人赞叹不已。

6

月
5

日，记者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易乃
宪位于苏仙石乡老街上那座占地

30

余亩的御龙休闲山庄。

进入山庄，记者发现，一条活灵
活现的“石龙”横卧在一池碧水中央，

一簇簇鲜花竞相开放，簇拥在卧龙身
旁。在院内，易乃宪一一为记者介绍
他的“宝贝”：这是黄蜡石，这是白蜡
石，这是天然花岗岩石……这些奇石
真是让记者大开眼界。而走进易乃宪
的“奇石馆”，记者就像来到奇石的世
界。一块“画面石”引起记者一行的极

大兴趣。 当记者问起奇石有何称谓
时，只见老易赶紧端来一盆水从石头
上方浇下来，很快，“画面石”清晰地
显示出“茶山”二字和一个少女在茶
山采茶的倩影。好一幅仙女下凡之美
景！而奇石馆的一幅苏耽飞天成仙的
“苏仙石”，更是栩栩如生，深深地吸
引住了记者的眼球。

老易告诉记者，玩石，大多按照
“瘦、皱、漏、透”的标准，以“色、形、

声、韵”四者兼备为上品。对于形奇、

色美、声佳、韵味无穷的玩石，石友
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欣赏、体
会它的不同境界。环顾老易不足

200

平方米的奇石馆， 广西柳州的草花
石、墨石；广东潮州的黄蜡石、阳春
孔雀石； 浙江的锦纹石、 天竺石；

江西庐山的菊花石；江苏的雨花石、

栖霞石以及云南的龙泉石和巧宁石
等各种奇石，琳琅满目，真是应有尽
有，让人目不暇接。说起玩石，他告
诉记者， 自有人类以来， 就有玩石

者。宋代杜绾就撰有玩石专著《云林
石谱》，到了清代诸九鼎也曾写了一
本《石谱》。而辞书中称爱石成癖者
为“石癖”、称情谊坚如金石者为“石
友”、称感情深厚牢不可破的友谊或
友人为“石交”，而现代的“石友”则
单指玩石的朋友。 所以， 古人称颂
“石”的名篇佳句颇多，而最富哲理
的一句就是：石可破，但不改其坚。

如今，年过半百的老易已觅得数
万枚奇石， 有的竟重达

200

多吨。目

前，他已整理出
5000

多件，其中精品
奇石

2300

多件。老易把收集到的各种
石头配上精美的底座，率先在苏仙石
乡开了个“奇石馆”。

2006

年，安徽的
一位朋友邀请他去安徽办了一家“合
肥奇石馆”，然而由于思乡情结，他还
是回家乡办起了自己的“奇石馆”。老
易喜欢石头、爱石头，并有一股收藏
情结。一位新加坡客商来他的奇石馆
参观，看完奇石后，站在“茶山石”旁，

久久不愿离去。他一边看，一边用不
太标准的中国话说：“我走遍世界各
地，尽赏奇绝之石，就没有看到你这
块奇石。” 当时， 新加坡客商愿意花
100

万美元买下这块石头，老易却说：

“

100

万美元恐怕买不到吧，这是我们
商城县在中国最奇特的珍稀奇石，你
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卖。”

□

本报记者周海燕

金牛山办事处

大力开展“项目推进”活动
本报讯（陈军委陆锦）

近日， 河区金牛山办事处主
任陈君相来到星明仓储公司项
目部， 亲自把新办的工商营业
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交到了公司
负责人手中， 并详细了解项目
进展情况。 公司负责人曾献银
高兴地说：“现在有啥难处根本
就不用我们自己去跑了， 给办
事处说一声， 问题就帮我们解
决了。”这是金牛山办事处开展
“项目推进” 活动的一个缩影，

优质的服务让政府和企业更加
贴心， 成为金牛山经济腾飞的
催化剂。

今年以来， 该办事处大力
开展“项目推进”活动，为每个
项目明确一支服务队伍， 从项
目签约开始， 就提供入驻流程
图和各环节的联系人， 负责协
调办理立项、用地、规划、环评
等各项手续， 随时解决项目建
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每周召
开一次点评会， 讲评项目进展
成果，月底组织考评，使一批推
不动或者进展慢的项目有了大
的进展。截至目前，招商引进项
目
15

个， 到位资金
1.9

亿元；其

中省外项目
5

个，省外资金到位
7975

万元；项目建设投资
1.6

亿
元。同时，积极争取政策扶持中
南家具城、 四通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等企业发展壮大。

该办事处联合金牛物流产
业集聚区积极为银行和企业牵
线搭桥， 邀请银行与辖区

16

家
企业召开银企座谈会， 帮助企
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已有

3

家企
业与银行达成初步融资意向。

同时， 向辖区企业明确提出金
牛山的发展要挑商选项， 重点
发展物流业和高精尖的工业制
造业， 广大企业家纷纷表示支
持， 对自身企业发展方向和目
标有了更加清晰、准确的定位。

该办事处以服务企业为抓
手，实现了服务项目经常化、精
细化， 助推经济发展再次跨入
快车道：今年

1

月至
4

月，生产总
值增长

13%

； 限额以上工业企
业增加值完成

9598

万元， 增长
52%

； 限额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

2298

万元，增长
58%

；财政
收入完成

1013.6

万元， 其中国
税完成

56

万元，地税完成
957.6

万元。

彭新镇
多措并举强化防汛工作

本报讯（龚廷树张浩）入
汛以来，罗山县彭新镇多措并
举强化防汛工作，全面排查安
全隐患， 落实各级防汛责任，

备足备好防汛物资，完善各项
防汛预案， 配强抢险救援队
伍，强化应急救援演练，有效
保证了安全度汛工作扎实有
序开展。

该镇一是认识上再提高。

入汛前期， 及时召开了防汛工
作动员会， 各级各部门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克服麻痹思想和
侥幸心理，切实增强防汛工作
责任感和紧迫感；二是宣传上
再强化。 积极开展汛期安全宣
传工作， 在镇电视台滚动播出
防汛宣传字幕， 在全镇

24

座中
小型水库、村庄、路口张贴防汛

安全公告， 对手机用户以短信
的方式进行汛期安全提示，切
实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防汛意
识；三是措施上再夯实。及时对
全镇

24

座中小型水库及各村
塘、堰、坝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检
查，坚持做到安全隐患查全、查
细，不留安全隐患死角，对排查
的隐患，实行领导分包，在规定
的时间内整改到位。 强化落实
防汛抢险队伍组建和防汛物资
储备，同时加强水情监测，明确
防汛重点，完善防汛预案；四是
责任上再明确。 实行领导包库
责任制， 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
和领导带班制度， 确保信息畅
通。对防汛工作中失职、渎职行
为将从严追究责任， 确保安全
度汛。

平昌关镇
力保夏粮丰收

本报讯（袁来武）近日，平桥区平
昌关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行动， 抢天
夺时，力保夏粮丰收。

该镇一是积极联系机械。 镇农业
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联系了来自驻
马店市汝南县的大型收割机械

80

台。二

是确保道路畅通。镇、村两级积极组织
人力对各主要交通要道提前清查障碍，

及时修复，力保道路畅通。三是及时检
修电路。 电力服务人员对全镇

260

公里
高压线路、

280

公里低压线路认真检修，

确保电路安全。 四是群众自发互助。广
大群众自发结成互助组，确保收割不留
死角。 目前， 全镇

5.2

万亩小麦丰收在
望。

眼下正是插
秧季节， 河区
五星办事处统计
站与农技服务部
门强化三农服
务， 着力解决农
民插秧的肥料和
用水问题。 图为
七里棚社区群众
正在插秧时的情
景。

刘文强
邱启俊摄

今年以来，

固始县徐集乡
“广茂种植专业
合作社” 在季楼
村流转土地

2000

多亩， 专门从事
烟叶、 芡实等特
色经济作物种
植。 图为社员们
正在给烟叶施
药、 除草时的情
景。

丁昌铭摄

□农业科技

邓湾乡
科学防控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钟业永王玉臣）为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入夏以来，淮滨县邓湾乡采
取一系列举措

,

周密部署，科学
防控，确保安全度汛。

该乡一是建立防汛组织，落
实防汛责任。 成立防汛指挥部，

领导成员分工明确， 包险工险
段，落实目标任务；二是开展汛
前检查，强化物料管理。组织专
业人员对全乡排涝闸站的机电
设备进行启闭开机试车，对堤防

障碍物、雨淋沟、蚁穴等进行彻
底清理和填补。同时，要求各村、

乡直各单位按时按量完成防汛
物资的分配任务， 并由专人管
理，严禁挪作他用；三是严明防
汛纪律，加大监察力度。成立了
以乡纪委为主的防汛纪检监察
小组， 对各村的责任制落实情
况、人员到位情况等进行全面监
督和检查，对因玩忽职守、工作
不力等造成严重损失的，依法追
究责任，严肃处理。

九
架
山
中
“田
园
游
”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驾游的快速兴起，

人们户外活动和旅游的空间变得越来越
大，而“田园游”自然也成了很多人户外活
动的一个选择。

6

月
7

日， 记者在河区吴家店镇采访
时， 该镇党委书记沈家斌执意要让记者到
九架山体验一下“田园游”。他告诉记者，到
自然的田园里，既可以领略自然风光，又能
体验劳动的乐趣。于是，不住诱惑，记者钻
进了沈书记的汽车， 从吴家店镇出发经过
30

分钟弯弯曲曲的山路颠簸， 汽车在一座
山头上停了下来。下了汽车，站在山头上，

一阵凉风将刚才车中的那股闷热吹得烟消
云散。

站在吴家店镇出山店生态茶果庄园向
四周望去，九架山尽收眼底。只见，九架山
山势平缓，九座山山山相连，就像九条龙盘
旋在出山店水库旁， 静静等着这座水库建
成并造福人民。沈书记告诉记者，观光农业
可以满足人们对精神和物质的需求， 是新
兴产业。观光农业游览基地及项目，可以成
为人们观光旅游、丰富农业知识、交流农业
经验、体验农业生产劳动的场所。位于该镇
邓楼村的出山店生态茶果庄园所处位置，

原来是座荒山。

2009

年，该村外出广东打工
的袁月胜得知土地可以流转的政策后，就
返乡一次性将九架山承包下来， 并流转
6300

亩山林地，开始实施他的“田园游”建
设项目。如今，这座计划总投资

1.5

亿元，规
划面积达

1

万亩的生态茶果庄园，已经建成
1000

亩的桂花园，

300

亩的美国红梨园，

300

亩的樱桃园，

100

亩的红豆杉园，

300

亩的无
公害蔬菜园及

3000

亩的苗圃花卉基地。另
外， 园内还有一座小水库及

300

亩的垂钓
园，以及一个年出栏生猪

5000

头的养猪场。

再过
2

年，庄园还将建设一座
2000

平方米的
老年公寓及建筑面积达

4000

平方米的度假休闲中心。

听完沈书记的介绍， 记者在袁月胜的引领下来到美国红梨
园，只见一米多高的果树已挂满红梨。说起他的庄园，袁月胜用
手指着对面的一座山告诉记者：“我准备把九座山按照“赤、橙、

黄、绿、青、蓝、紫”

9

种颜色命名。我手指的山就是青龙山，以后这
面积

1200

亩的青龙山，主要种植观赏类花木植物。我们现在站的
山就是赤龙山，主要种植花果，而赤龙山下面的一条冲沟，主要
种植水稻、蔬菜和养鱼。向北紧靠出山店水库的则是黄龙山，将
来主要种植各种观赏花卉， 而在水库边缘的则是瓜果园。 可以
说，庄园建成后，只要游客来到庄园，就可以享受到田园风光。到
那时，我的‘田园游’梦就可以实现了。”

□

本报记者周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