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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知 识
NONG YE ZHI SHI

高温季节，瓜菜易受湿

害、肥水不当、病虫危害等

影响发生早衰，笔者在多年

的蔬菜瓜果种植实践中积

累了防早衰的 6个小窍门，

现给大家介绍作为参考：

科学用肥。瓜菜需肥

多耗肥快，要施足底肥，以

农家肥为主。在幼苗期、

开花期、成熟期和果实第

一批采收后，要分次进行

追肥，做到氮、磷、钾和硼、

锌、钼等配合施用。

清沟排渍。夏秋季多

雨易渍涝，使根系沤烂死

亡而逼熟。要经常疏通田

间的围沟、厢沟和腰沟，使

之明水能排，暗沟能沥。

灌水降温。在高温季

节，应根据土壤墒情情况和

瓜菜生长现实。及时进行

沟灌和喷灌。雨后要及时

中耕松土，破除板结，保墒

增氧，促进蔬菜健壮生长。

适时摘心。辣椒、茄

子、番茄等在第一茬果实

采收后，根据其长势摘除

顶 心 和 旁 心 ，黄 瓜 、香 甜

瓜、西瓜、苦瓜等，当瓜蔓

长到 20-25片叶时，进行摘

心和剪去中上部的分枝和

赘芽。豆角类蔬菜，应根据

品种特性和支架高矮而灵

活掌握，如长蔓品种和春豆

角，可在蔓长到 2米左右时

摘心，而短蔓品种和秋豆

角，则不摘心为好。摘心时

应同时去掉病叶、脚黄叶，

以利通风向阳结壮果。

防治病虫。瓜菜常见

的病虫有立枯病、炭疽病、

毒素病、霜霉病、灰霉病、

烂根病和蚜虫、黄守瓜、红

蜘蛛、潜叶蝇、棉铃虫等。

防治时多用生物农药和低

毒广谱农药。上述病害可

选用 1000 倍克百菌、百菌

清、绿亨一号、灭病威等喷

治，其中灰霉病还可采用

克霉灵 1000倍喷治。以上

虫害，可选用 1000 倍晶体

敌百虫、多虫清、除尽、功

夫、万灵液喷杀。注意收

获前 15天，禁用农药。

及时采收，提早上市。

大多数瓜菜可在八成熟时

收获，而茄果类、豆角类则

在九成熟时收获为好。如

需远途运输的瓜类，也可在

七八成熟时采收。赵志强

近年来，果农朋友发

现每到葡萄开始转色后，

一些果粒就开始发软，不

够饱满，颜色看起来也发

乌，不新鲜，葡萄的产量和

品质受到很大的影响。这

是怎么回事呢？

经专家分析，原来问

题出在用肥上。

有的果农朋友平时喜

欢施用高氮、高钾肥料，而

钙肥用量不足。葡萄是喜

肥作物，在生长过程中，既

需要大量元素氮、磷、钾，

也需要钙、硼、镁、锌等中

微量元素，在葡萄的整个

生育期内，虽然对氮、钾的

需求量较大，但是长期过

量施用，元素间会产生拮

抗作用，特别是钾过量，会

抑制钙元素的吸收。

此外，在葡萄开花期

间对硼、钙的需求量增多，

硼肥除了能促进葡萄花粉

管萌发和增长、促进授粉

受精、提高坐果率、减少无

籽小果、提高产量外，还可

提高含糖量，改善果实的

品质。钙能够提高果实韧

性，可以更有效地抵抗日

灼，延长挂树时间，减少裂

果，提高储运性；同时钙也

是糖分积累的关键元素，

提 高 果 实 甜 度 。 由 此 可

见，钙元素是葡萄生长发

育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营 养 物

质，特别是在葡萄膨大至

转 色 期 对 钙 的 需 求 量 最

多，若钙供应不足，葡萄生

长点细弱，果粒发软易烂、

耐储性差，会大大影响葡

萄的品质。

对此，建议果农朋友

用肥时注意以下几点：

适当降低氮、钾的用

量。为避免土壤出现盐渍

化现象，追肥时最好选用

低氮低钾或中氮低钾的肥

料，每亩 10公斤左右，除了

能满足葡萄对养分的需求

外，还可逐渐使土壤中的

氮、钾含量恢复到适宜范

围，之后再按照正常用量

来施肥。

增施有机肥。趁秋施

基肥的机会，要加大有机

肥的用量，特别是有机质

含量高的商品有机肥，每

亩 15 袋左右，不仅可以促

进土壤团粒结构形成，能

使土壤变得疏松透气，利

于树体的生长，同时还能

降低土壤中化学养分的固

定，提高肥料利用率。

补充中微量元素。在

秋施有机肥时，搭配每亩

施用硼肥 500 克，钙肥 80-
100 公斤。葡萄坐果后，再

及时追钙肥 2公斤左右；生

长期硼肥主要在葡萄开花

前、盛花期连续喷施 2 次；

钙肥喷施一般分多次进行，

第一次在谢花后 1 周到硬

核期，连续使用 2-3 次，间

隔 7-10天，在葡萄采前 10-
15 天再喷一次，可选择吸

收利用率高的螯合态钙或

木质素钙等钙肥。郑言文

养兔专业户经过多年

生产实践，总结出一套卓

有成效的好办法，即“三察

看 ”“ 五 不 喂 ”“ 九 留 意 ”。

广大养兔户不妨学习参考

下，也许能从中获益。

1、三察看。一是察看

兔子的精神情况。如发现

兔子精神不振、眼睛无神、

眼角湿润、耳色过红或过

青、背毛蓬乱、卧伏不起或

打喷嚏、呼吸急促等临床

症状则说明兔子有病。二

是察看兔子的吃食情况。

不健康兔子的食欲不振，

吃得少或蹲在一旁拒食。

三 是 察 看 兔 粪 形 状 的 变

化。患肠胃病的兔子，粪

便较稀；患便秘的兔子，粪

粒干硬，大小不一致。

2、五不喂。一是不喂

露水草；二是不喂糜烂发

霉的饲料；三是不喂带泥、

带沙土的饲料；四是不喂

有异味的牧草；五是不喂

有毒的牧草。

3、九留意。一要留意

预防疾病。二要留意选好

种 兔 。 三 要 留 意 适 时 选

配。四要留意种兔管理，公

母兔都不能喂得过肥或过

瘦。公兔在配种期的喂料量

应增长 25％，并且恰当加喂

一些豆类饲料及大麦芽等；同

时应增加母兔的营养供给，以

利于母兔催情保胎，避免死胎

的发生。五要留意仔兔的饲

养管理。应搞好母兔的产仔、

哺乳、饲喂、断乳及分群管理

（大小兔分开饲养，每平方米

放 15只为宜）等工作。六要

留意饲料多样化。七要留意

给有特别情况的兔子“吃偏

饭”。在饲喂进程中对老兔、

弱兔、病兔、残兔、孕兔、哺乳

母兔、仔兔都要恰当照应。

对病兔要独自饲养和治疗，

以避免疾病在兔群中传播。

八要留意笼舍的方向和大

小。九要留意避免兔子受到

“三怕”的影响：一怕惊吓，二

怕湿润，三怕曝晒。梁兵兵

张卫亮，1962年出生于临县麻峪村，一名

看似普通的农民，却有着一股吃苦耐劳、永不

服输的创业精神。近年来，在党的富民政策

鼓舞下，立足实际，在增收致富的道路上带头

发展豆腐产业，成为临县前麻峪村远近闻名

的做豆腐能人。

在临县，乃至吕梁，最正宗的豆腐是麻峪

豆腐。麻峪村是当地出了名的豆腐村，村里

有多半人家都是做豆腐的。临县县城人吃豆

腐只认麻峪豆腐，在离石、太原等地，提起麻

峪豆腐也是赫赫有名。临县的麻峪豆腐以其

营养丰富、味道鲜美、颜色纯白、质地精细、软

而不脆等特点誉满晋西。临县豆腐是山西第

一家有正规工艺标准的豆腐。经山西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审核批准，《临县卤水豆腐标准》

成为山西首个豆腐工艺标准。

张卫亮做豆腐已有 40多年，每天天不亮

就起床，做豆腐有讲究，每一步都马虎不得。

首先从黄豆的挑选上必须严格，将黄豆中的

杂质和次品挑出来，然后对挑选好的黄豆进

行清洗、浸泡、磨浆、过滤、利用碳火在大锅中

加热、点卤、压制成型，最后成为成品，每一个

过程都十分精细，都得认真对待。张卫亮说，

每一个细节和环节十分重要，都关系到豆腐

品质的好坏，并且原料选用的是优质临县肾

型大豆，再加之麻峪村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水

质非常好，最适合做豆腐，同时采用的都是古

老的手工艺制造法，因此味道十分纯正。这

也是麻峪豆腐绵延多少年，经久不衰，口碑良

好的秘诀。

几十年如一日，卖豆腐的营生，让张卫亮

的日子好了起来，老人家每天从自己做豆腐

再到卖豆腐。一干就是一整天，一声嘹亮的

吆喝声 :“卖豆腐了！”。这声音好像有魔力

一般。刹那间，人们都纷纷走向前来，购买

老人的豆腐。老人家说，他爷爷那辈就是靠

卖豆腐为生，养活着全家老少，后来父亲也

开始了卖豆腐，到他这辈子，他也接过了父

亲身上的重担，从小就学会了做豆腐，后来

成 家 了 就 和 妻 子 一 起 做 ，一 干 就 是 40 多

年。如今虽然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生活过

得也挺不错，但他还是放不下自己的豆腐生

意。老大爷说 :“和老伴干了大半辈子了，和

豆腐也有了感情了，到现在还是放不下，为

了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地道的麻峪豆腐，我就

是苦点、累点也值了。”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近日，交口

县组织研讨活动，邀请从全国各地赶来参

加全国（山西·交口）夏季香菇产业高质量

发展推进会的行业专家教授对交口香菇

产业发展把脉问诊，从产业标准化建设、

品种研发选育、精细化管理等多方面全维

度的进行建言献计。

近年来，交口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

气候条件，通过政策引导、金融助推、企业

引领、群众参与，大力发展以夏季香菇为

主的食用菌产业。先后成功举办了两次

全国性夏季香菇推介活动，邀请专家学者

技术指导、指点迷津，推动食用菌产业向

标准化、市场化、品牌化方向发展。目前，

全县食用菌规模达到 3200万棒，年产值突

破 3 亿元，覆盖 7 个乡镇、60%的行政村，

直接带动 65%的贫困户实现户均增收万

元以上。培育发展了韦禾、天麟、双轩等

一批食用菌龙头企业，巩固壮大了一批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能人大户，菌棒、香菇相

继出口日本、韩国，交口夏菇成为了全省

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和市场知名度的

区域特色品牌。

通过认真研究讨论，专家们围绕顶

层 设 计 、 技 术 研 发 、 标 准 化 建 设 等 方

面，就交口县进一步推动香菇产业发展

提出了真知灼见。建议该县由政府主导

设立食用菌产业发展办公室，抓管理，

促效能，强力整合交口资源优势，实现

设 施 化 制 棒 ， 生 态 化 出 菇 ， 标 准 化 生

产；食用菌企业大力引进技术人才，实

现长周期、低成本生产运营，强化企业

的标准化厂房建设。并在不断提升生产

工艺，确保产品安全的基础上，加大品

牌建设，延伸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拓展

市 场 空 间 ， 整 合 产 业 资 源 ， 实 现 产 业

化、集约化发展。

“今后，我们将结合各位专家的建议，

从规模控制、区域布局、技术研发、风险防

控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完善；在技术保障

上，加大技术研发，研究培育适合交口的

高产菌种，建立自己的菌种库；在标准化

规程制定上，制定交口夏菇标准化生产规

程，引导进行标准化生产，努力打造区域

品牌；在产业链条延伸上，加大香菇深加

工产品开发和培育，着力延长香菇产业

链，推进香菇可以持续健康发展。”交口县

代县长任光耀表示。

交口县邀请行业专家把脉问诊

助推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农民安居工程是我市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的主要任务之一，易地扶贫搬迁更是脱贫

攻坚的重要方式，脱贫攻坚交总账之年，易地

扶贫搬迁激战正酣，要求在采煤沉陷区、地质

灾害易发区、连片特困区重点实施易地搬迁，

改造农村困难家庭住房条件，到 2020 年年末，

全市农民群众住上安全房。

实施安居工程,不是权宜之计。无论是

采煤沉陷区治理、地质灾害区治理,还是农

村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都要适应小

康社会建设的要求,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标准来设计和建设。不仅要高标准高质

量建好安置住房,还要健全各种配套设施和

公共服务,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

要坚持规划引导,因地制宜。与城镇化推

进、新农村建设、产业布局调整紧密结合,因地

制宜,建造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住宅小区。

采用政府引导、企业配套、群众参与的治理办

法,充分利用和完善城镇已有基础设施,尊重群

众意愿,引导搬迁安置向县城周边,向基础设施

较好的乡(镇)或其它地域集中。

要坚持统筹实施,综合治理。将农民安居

工程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统筹,通过引导搬迁

安置相对向乡镇集聚,提高人口规模,增强地区

辐射力;与产业开发相统筹,加快产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科学发展特色农业、现代农业和其它

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大土地流

转力度,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探索开展三权

(农村居民房屋产权、林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贷款等业务,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确

保搬迁群众“能搬出,能稳住,能致富”;与基础

设施建设相统筹,加强乡村道路交通建设,完善

各项公用设施,着重解决污水、垃圾处理和群

众洗澡难等问题。

要注重提升公共服务,逐步完善养老、就

业、户籍、社保、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特

别要注重养老院、养老公寓等设施建设;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做好土地复垦、植树造林、恢复

植被等工作,实现良好的生态保护,坚决杜绝各

种名目、各种形式的私挖滥采。对重要的历史

遗址、遗迹,要植入新的休闲旅游功能,发展现

代休闲观光产业，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不折不扣建好农民安居工程

□ 梁 瑜

大吕洪钟大吕洪钟

防瓜菜早衰 六招搞定

养好长毛兔 老手来教你

葡萄成熟后果粒却发软 咋回事

临县麻峪豆腐致富人——张卫亮

□ 薛润平 刘艳龙

近年来，临县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加大城乡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全力推动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提

升，助力全县决战完胜脱贫攻坚，

补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一

个“美丽、文明、宜居”的新临县翩

然走来。

记者 郭炳中 摄

左图为张卫亮左图为张卫亮。。

据《山西农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