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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梦凡 平家宇 李婷 为确
保全市小麦单产提升，北京市农业技
术推广站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组织小麦
无人机撒肥“三新”技术观摩，指导农
户做好麦苗返青期施肥管理，“请来”
无人机为小麦返青“护航”，助农提质
增效。

为了全力保障农户春管，市农业
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周吉红走进田
间地头察看麦苗长势及根系发育情
况，指导农户因苗做好田间管理，并提
出：近期温度回升，种植户可根据苗子
多少及壮弱，分类抓好肥水管理，在小
麦起身期科学做好麦田杂草防除、病
虫害防治工作，同时建议采用水肥一
体化技术进行2次追肥，第一次在返青
期 用 肥 7.5~10千 克/亩 ，灌 溉 量 约

20m3/亩，第二次在拔节期再投入7.5~
10千克/亩，促进小麦生长。

在没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麦田，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
曲明山建议可选用无人机撒肥技术，
与传统人工施肥相比，更安全、高效、
便利、环保，轻简省工。

搭载小麦生长模型传感器的无人
机能够根据小麦生长发育状况，实现
精准变量追肥，实现一地一策施肥，
苗情差的地块增加施肥，过旺地块减
少施肥，避免过度施肥和不足施肥的
问题，提高肥料利用率；在选择尿素、
脲铵氮肥、氮钾型复合肥料等肥料的
基础上，有条件农户建议选择添加
DMPP、NBPT硝化抑制剂的肥料，可
减少用量，延长肥效，提高化肥利用

效率。
一架架满载肥料的无人机在通州

潞城林场的麦田施肥作业，整个过程
快捷、高效。这种用来施肥的无人机
载重70公斤，每小时可施肥100余亩，
每天作业量达1000余亩，小麦一天就
完成了施肥，比原来施肥时间减少了
10天。科技小院指导老师王冲说：“施
肥对冬小麦返青有很大的好处，平谷
区新农屯科技小院和北京潞城森林科
技小院的1700多亩地小麦以前人工施
肥最少10天左右，现在无人机施肥作
业一天就能完成，而且施肥均匀，对种
植户来说非常便捷高效，节约了成
本。我们与农业技术推广站紧密合
作，未来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实施科技
强农，人才兴农，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陈芳芳 春暖花开，眼下正
是春耕春管好时节，朝阳区农村地区
积极投入到春耕备耕生产中，各涉农
乡不负春光、抢抓农时，田间地头呈现
一派“人勤春来早”的景象。

浇灌返青水、起垄覆膜、移栽幼
苗……在将台乡东八间房村自然里生
态农场，工作人员在麦田里铺设水带，
浇灌返青水；蔬菜区内，正在开展紫甘
蓝移栽定植作业，起垄覆膜机来回穿
梭在田间地头，几位工作人员或挖窝
定植，或浇灌定植水，一条条水带内喷
洒出的水雾滋润着田地。

自然里生态农场占地约203亩，其
中小麦133亩、蔬菜70亩。“目前，冬小
麦正处于返青期，必须抢抓农时，做好
相应的水肥管理，促使麦田土壤提温
保墒，小麦返青生长。蔬菜区已种植
移栽菜花、菠菜、韭菜、樱桃萝卜等多
种时令蔬菜。”自然里生态农场负责人
窦富强介绍，部分蔬菜预计5月份就可
以收获上市。

提高粮食单产，地力是关键。窦
富强介绍，为确保农田种植质量，近几
年，自然里生态农场通过清除耕作层
杂物、农作物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和
生物菌肥等，对农田进行了土壤改
良。同时，在后期的种植和管理过程
中，农场坚持以绿色有机农业为标准，
少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生长调节剂，
依靠农业科技生产出的安全、健康、美
味的农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春耕始，万物生。崔各庄乡奶西
村基本农田上，也是一派忙碌的春耕
景象。一台犁地机正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 30厘米深耕犁地，硬质的泥土
在犁地机的翻搅下变得蓬松细腻，也
更加透气，为下一步的播种做准备。
“这块农田为复耕地块，因为地力有
限，我们每年种一茬玉米，计划在 5
月份播种，10月份秋收以后，进行秸
秆还田培肥，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
来。”崔各庄乡相关负责人介绍。崔
各庄乡共有 14块永久基本农田及储

备区，总面积 1428.43亩，除奶西村
外，何各庄、善各庄和草场地村也在
积极备耕中，计划种植玉米、大豆等
农作物。

黑庄户乡是朝阳区农业大乡之
一，现有永久基本农田及储备区3221
亩。目前，除了为大豆、花生、蔬菜种
植进行备耕外，还在积极为即将落地
建设的国家级种业研究院实验、展示
基地做前期的耕地整治，作业面积达
549.54亩左右。平房乡今年新增一块
基本农田，位于京城槐园西侧，面积
88.66亩，现已全面种植油菜花，计划
在5月份收获后再种植油葵，进行油菜
花和油葵轮种。

据了解，朝阳区现有永久基本农
田及储备区1.55万亩，涉及金盏、黑庄
户、崔各庄、孙河等12个乡。春播工作
计划于4月下旬至5月陆续展开。期
间，区农业农村局将加强农业生产调
度、技术指导服务和安全生产检查，确
保春播工作顺利开展。

本报讯 芦晓春 近日，北京市顺义
区李桥镇举办了为期10天的羊肚菌采
摘节，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个体验
农耕乐趣的好去处，也生动展现了顺义
区食用菌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

“今年，我们村园区种植的羊肚菌，
亩产预计超2000斤，总产量可突破8万
斤，亩产量较去年实现了翻番。”李桥镇
后桥村支部书记晁怀国介绍，产量的突
破得益于一系列优质高产种植技术的
加持。

羊肚菌被誉为“菌中之王”，是食药
兼用菌，香味独特，营养丰富，富含多种
人体需要的氨基酸等，具有增强免疫
力、抗疲劳等作用。但是羊肚菌种植极
为不易，因羊肚菌对环境、温度、湿度、
土壤等条件控制要求极高，尤其北方气
温波动剧烈、风多干燥，严重影响羊肚
菌的产量。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探索与总
结，构建的‘种质优、菌种壮、土壤净、肥
力足、气温润’的羊肚菌日光温室优质
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在顺义区得到了应
用提升，并在全市得到了推广。”北京市

农业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魏金康
介绍。在技术团队的协作努力下，后桥
村还开展了羊肚菌提早出菇技术探索，
实现了在春节前期上市供应，以抢占市
场先机。

如今，在后桥村的食用菌工厂菌种
培育车间，有配套立体培养网架、温控、
超声波加湿、冷光源照明、新风换气以
及物联网数字智能控制系统，现代科技
的应用让这里的羊肚菌种植实现了优
质高产。为了实现优质优价，在李桥镇
党委、政府的协调下，后桥村已经与两
家头部电商平台以及新发地批发市场
等多个销售渠道建立联系，实现了农超
对接。

在发展羊肚菌种植的过程中，顺义
区还在后桥村探索“羊肚菌+蔬菜”的
轮作种植模式，冬春季发展羊肚菌，夏
秋季种植蔬菜，实现“菌菜轮作、一棚双
收”，提高大棚的单产效益和产业整体
水平。“截至目前，全镇日光温室、大棚
已达到3300亩，形成了以羊肚菌、西甜
瓜、特色蔬菜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产业集
群，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和群众持续稳定

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李桥镇副镇长
吕爱超介绍。

从小面积试种到亩产超过 2000
斤，如今后桥村已经成为区域规模最大
的单一羊肚菌种植基地，也成为顺义区
食用菌产业发展的龙头。

过去一年，顺义区食用菌产业发展
迅猛，推广羊肚菌、平菇、香菇、榆黄菇
等15个菇种，日产各类鲜菇5000公斤，
持续销往北京各大商超、农贸批发市
场，丰富市民餐桌。同时，全区食用菌
产业从菌种、菌棒的生产到加工与销
售，建立了完整、协调的产业链，成为农
业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顺义区食用菌产业发展再上
新台阶。“我们的平菇实现栽培错季周
年生产；香菇升级，能生产光面香菇和
花菇；北虫草试种成功，为规模化生产
做好技术储备。同时，黑木耳、白玉木
耳、黑皮鸡枞、泰山灵芝、鹿角灵芝等正
在进行菌种制作。另外，羊肚菌品种也
在进一步优化，大球盖菇110个菌株的
出菇试验正在进行当中。”顺义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孔繁建介绍。

本报讯 徐括 日前，由昌平区农服中
心和北京农学院联合举办的昌平草莓全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技术交流培训活动顺
利举办，现场共有来自北京农学院、北京
农林科学院、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
推广站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和昌平区相关
单位技术人员、农业企业及合作社代表
等80余人参加。

“优新草莓品种的栽培技巧是什
么？”“草莓病虫害如何科学防治？”“草
莓机械化生产的效果好不好？”活动现
场，与会专家结合“草莓全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这一主题，围绕昌平草莓产业
种业发展、栽培管理、植保防控、标准化
生产、农机装备、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
草莓全产业链的技术交流培训，并针对
莓农们在种植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类
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着力通过标准化
操作培训助力实现昌平草莓全流程标
准化生产。

昌平区农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此
次交流活动，是第五届昌平草莓节系列
活动的内容之一，旨在进一步提升昌平
草莓‘土特产’知名度，推动昌平草莓产
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北京农学院和
昌平区的合作对接，更好地发挥校地合
作作用，全力为昌平草莓产业高质量发
展服务。”

密云区河南寨镇加大
对草莓产业扶持力度

本报讯 密云区河南寨镇大力发展
草莓种植，多家产业园区种植的草莓在
第十届“北京草莓之星”评定中获得星级
荣誉。

走进北京众人从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草莓大棚，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果香，
在绿叶的映衬下，色泽鲜红、个头饱满
的草莓让人垂涎欲滴。在第十届“北
京草莓之星”的评定中，这里的红颜草
莓因为外观、品种特性、果品品质等多
项优秀指标，摘得“北京草莓之星”五
星荣誉。

“做了绿色认证，蜜蜂授粉，使用农
家肥，把控好温度湿度。”北京众人从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邵立波说道。

除此之外，北京南山农业生态园有
限公司、北京金沟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
植的草莓在此次评定中获得三星荣誉。
金沟村按照“一村一品”种植草莓，现已
建成近200个下沉式新型日光温室草莓
棚，吸引80余户有意愿的村民成为社
员，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200余人，园区
年产量近38万公斤，年销售收入1500余
万元。

河南寨镇不断加大对草莓产业的扶
持力度，调动农民种植草莓积极性，设施
建设规模逐步向集中连片，专业化、特色
化、集约化转变。

河南寨镇副镇长张印民介绍：“河
南寨镇草莓大棚800多栋，年产量400
万斤左右，通过镇自有千万级电商 6
家，与种植草莓大户、农户有效对接，
销路畅通。”

河南寨镇还在草莓“质优”上下功
夫，积极与市、区专家联系，指导农户全
程使用绿色防控技术，确保草莓绿色、优
质。同时，坚持农旅融合发展，推出以观
光农业、采摘游玩为主的精品休闲旅游
线路，让草莓产业焕发生机活力。

（北京密云官方发布）

昌平区推动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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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人勤春早万象“耕”新

顺义区食用菌种植向优质高产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