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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本报讯 孙维福 3月初以来，
河北省沧州、廊坊等地接连散发
多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疫情防
控形势异常严峻，而每年这个时
候又是全省冬小麦次第返青、拔
节生长的田管关键期。加之受
去年历史罕见秋汛影响，全省
3350.8万亩冬小麦晚播占比大，
苗情长势历史最差，春季促弱转
壮任务艰巨。面对双重严峻形
势，河北省农业农村系统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要求，正在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政策支持、科学
精细指导服务、狠抓防灾减灾，
全力推进小麦促弱转壮、早发稳

长，为实现全省小麦单产、总产
“双增”目标全面发力。

“今年要早动手、早管理，返
青前开展中耕锄划适时镇压
……”连日来，在做好城乡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保定市农业农
村局派出多名农技人员，深入各
县（市、区）春耕生产一线，抢时
间、争速度组织开展麦田苗情调
查、田管技术指导和培训，为小
麦促弱转旺、返青拔节做好技术
支撑。类似的场景，在全省各地
成为特殊时期的常态。

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继
续加大力度，紧盯小麦生长的关键

时期，持续抓好小麦春季田管。一
是组织专家面对面、手把手指导新
型经营主体和农户有针对性地开
展麦田管理，促进晚播小麦苗情转
化升级，力争适期播种的小麦多增
产，晚播小麦不减产或少减产；二
是开展“抗灾保粮”“虫口夺粮”行
动，紧盯倒春寒、干旱、风雹、干热
风等灾害天气，充分预见到病虫草
害重发的可能性，加强监测预警，
分区域、分时期、分灾种完善应对
预案，科学防灾减损；三是充分发
挥中央和省级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使用效益，强力抓好农资保供，逐
村摸清农资需求情况，建立供需台
账，精准指导农民备足农资。尽最

大努力实现夏粮单产、总产“双
增”，打赢夏粮丰收攻坚战。

“这次降雨后小麦田不建议
施肥，一是因为小麦刚返青，生
长量小，底肥就能够满足其要
求。二是施氮肥过早容易贪青，
对倒春寒抵抗力下降。建议弱
苗3月底4月初施肥，壮苗推迟
到4月10日左右。”“小麦叶片上
粘着雪花，不能撒肥，撒肥容易
造成灼烧导致叶片干枯。”这两
则麦田春管提示，是唐山市丰润
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陈亚东分
别在3月12日降雨、17日降雪当
天发出的微信通知。他说在加
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区成立的

5支农业技术小分队，仍坚持深
入田间地头，对种粮农民进行技
术指导，并通过正式指导文件、
微信群、朋友圈，发布农业技术
指导建议、病虫情报广而告之。

最新农情调查显示，截至3
月18日，河北省一、二类苗占比
分别比越冬前提升了9.9个、21.5
个百分点，达到了70.7％，比越冬
前提升31.4个百分点（三类苗下
降了31.4个百分点）。123万亩
“土里捂”麦田已全部出苗。其
中，石家庄、邯郸、唐山、定州市
一、二类苗已达到九成左右，与常
年苗情基本持平；邢台、保定、衡
水、辛集市苗情均有明显转化。

河北抢时争速抓春管促弱转壮效果显

本报讯 马朝丽 何菲 袁松
从河北省财政厅获悉，为应对
农资市场价格上涨形势，保障
种粮农民合理收益，中央决定
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
补贴。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
中央财政此次下达河北省的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规
模为11.06亿元，4月2日前，
河北省将通过“一卡（折）通”
方式，将一次性补贴发放到实
际种粮农民手中。

此次一次性补贴发放对
象为实际种粮农民，包括利用
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以及
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农民企业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对于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

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可
根据服务双方合同（协议）约
定，由市县结合实际确定补贴
发放对象，原则上应补给承担
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生产者。

对于流转土地种粮的个
人和组织，根据签订的流转合
同（协议），确定补贴发放对
象。合同（协议）约定补贴为
原承包者的，可采取协商减少
地租等方式，使实际种粮农民
受益。

一次性补贴发放依据是
小麦、玉米、大豆和水稻等粮
食作物 2022年实际播种面
积。补贴标准由各地根据补
贴资金总量和确定的补贴面
积综合测算确定，县域内执行
统一的补贴标准。

河北省将对实际种粮农民
发放一次性补贴11.06亿元

3月 20日，河
北省邯郸市磁县
八里冢村农民在
蒲公英种植基地
采 收 蒲 公 英 种
子。当日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春
分”，各地农民抢
抓农时开展农事
活动，田间地头
到处是一派繁忙
景象。

郝群英 摄

本报讯 段玮 保障粮食安
全是天津“三农”工作的重要
内容。今年，天津市为夯实粮
食安全底线，提出了“两稳、两
扩”的生产目标。其中两稳
是：“稳口粮、稳玉米”。两扩
是：“扩大豆、扩油料”，结合切
实举措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守好百姓“米袋子”。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种植业
管理处处长王学忠介绍，今年，
天津保障粮食生产的具体举措
是，一方面稳定小麦种植面积，
提高复种指数。通过全市150
万亩小麦生产功能区为重点，
将蓟州、宝坻、武清、静海打造
为国家级小麦生产区，春小麦
种植面积扩大到37万亩，大力
推广稻麦轮作技术模式，让耕
地达到最大产能。

另一方面强化推广间作
套作，挖掘种植潜力。今年，

天津市对扩大大豆种植面积
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补贴政策，
同时立足资源禀赋和耕作方
式，大力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模式。充分开发
利用闲置林下土地资源，科学
推广林粮间作，积极推广果园
与大豆套作技术模式，努力实
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此外，还要保障“菜篮子”
有效供给，加快提升设施种养
水平。着力稳定生猪、肉牛、肉
羊生产，加快建设稻渔混养示
范区建设，稳定水产养殖面积。

王学忠说，下一步，在持
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方
面，天津市将主要从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进种业振兴、深
化科技创新、抓好农业防灾
减灾四个方面发力，做实做
细各项工作，紧紧端牢百姓
的“饭碗”。

夯实粮食安全底线
天津守护好百姓“米袋子”

本报讯 呼延世聪 3月22
日，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世界气象日河北主题活动”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春季河北
省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总体利
于冬小麦生长、苗情的转化升
级和春耕春播的进行。

据河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正高级工程师魏瑞江介绍，河北
省春耕春播时间主要在3月至5
月，时间跨度大，大面积春耕春播
时间在4月中旬至5月上旬。目
前河北省大面积春耕春播还未开
始，现在农业生产的重点是春管，
即冬小麦的田间管理和设施农业
的管理。

受去年历史罕见秋汛的影
响，河北省冬小麦播种普遍较常
年推迟10～15天，个别地区甚至
推迟20天以上，晚播麦面积占
78%。但由于去年10月下旬至
12月中旬，大部分地区气温一直
偏高，较常年偏高1～4℃，大部
麦区于2021年12月20日左右才
停止生长进入越冬期，较上一年

偏晚12～25天，冬前光温充足，
利于冬小麦出苗、分蘖及苗情转
化升级，同时麦区土壤水分充
足，冬小麦适墒进入越冬期。

越冬期（2021年12月下旬
至2022年2月下旬），气温总体
偏高，大部时段变化平稳，冬小
麦无明显冻害发生，普遍带绿越
冬。2月下旬河北省冬小麦开始
返青，晚于去年，接近常年。返
青以来，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
偏高，其中，3月上旬偏高3～
6℃，中旬大部接近常年，局部偏
高1～3℃，同时日照充足，平均
每天8～10小时，麦区在3月12
日出现了一次较强降水过程，大
部麦区降水量在5～15毫米，光
温水条件适宜冬小麦恢复生长。

据卫星遥感监测结果，目
前河北省麦区平均绿度值已接
近或略高于去年同期。省气候
中心预测，预计 2022年春季
（3～5月）河北省平均气温较常
年偏高1～2℃，其中，3月和4
月，中南部地区较常年偏高

0.5～1℃，北部地区较常年偏高
1～2℃；5月，中南部较常年偏
高1℃左右，北部地区偏高2℃
左右。从降水看，春季大部分
地区较常年偏多，其中，3月南
部较常年偏多1～2成，其他地
区接近常年略偏少；4月中南部
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3成，
其他地区接近常年；5月降水南
部地区接近常年略偏少，中北
部地区较常年偏多2成左右。

春季河北省气温偏高，降
水偏多，总体利于冬小麦生长、
苗情的转化升级和春耕春播的
进行，但春季河北省气温波动
较大，不排除阶段性低温天气
的出现，因为冬小麦返青以后
尤其拔节以后，抗寒能力下降，
气温的波动，可能会给冬小麦
带来冻害的风险，气温的波动
也不利于春播作物幼苗的生
长。5月下旬是河北省冬小麦
干热风高发期，干热风可能对
冬小麦灌浆和产量形成造成不
利影响。

春分时节
农管忙

河北今春总体利于农业生产
气温偏高降水偏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