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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鲜花背后蕴含多少智

慧科技力量？一个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又能迸发出怎样的发展

活力？近日，记者走进甘肃省

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寻找

答案。

“现代化智能玻璃温室采

用文洛式温室建设技术，集成

气候、灌溉、补光及补气等一系

列生长要素，采用精密传感器

进行数据监测与收集。”兰州新

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内企业兰州

新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王奉军介绍：“通过进

行传感器监测、计算机数据分

析，温室可根据监测结果对比

设置参数，实现自动开关天窗、

遮阳网、保温层及高压喷雾等，

自动控制温室内气候条件，使

农作物‘缺什么补什么’，确保

鲜切玫瑰在各个生长期内都能

处于最佳的生长环境。实现了

全季节、全天候生产。”

除此之外，兰州新区现代

农业示范园花卉产业基地内还

安装了检测设备等，通过物联

网平台，对接各温室环控系统，

对环控系统采集的历史数据及

当期实时数据进行汇总、分

析，实现对鲜花全生命周期的

实时监控。同时，该基地采用

滴灌和水循环系统，保证每一

株玫瑰的精准灌溉。灌溉后多

余的回水通过再回收，经紫外

杀菌设备处理后再次调配使

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温

室水肥利用率。

“打开手机便可了解玫瑰的

生长情况，随时随地就能掌握土

壤水分和肥力状况。遇到病虫

害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在生产一

线就可以远程咨询农技专家。

这里生产的农产品可全程溯源，

让消费者更放心。”王奉军说。

有了智慧科技的加持，花

卉产业基地的花卉在数量、质

量上都有了保证。从国外引进

的“娜欧米”“洛神”等玫瑰品种

在现代化智能温室里生根、发

芽、开花，每株鲜花可以存活

5—8年，每年可经历8个生长

周期，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

园花卉产业基地实现了鲜切花

的“从无到有”。

记者了解到，智慧农业不

仅让花卉种植产业实现“花开

四季”，也让蔬菜种植实现“四

季常青”。在兰州新区现代农

业示范园双模大棚内，工人们正

忙着收割西芹、油菜、生菜等水

培叶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各

种绿油油的蔬菜全部生长在一

方方漂浮的泡沫板水床上。

“这是我们采用先进设施

农业技术建造的柔性预应力双

膜大棚，水培种植采用‘无土栽

培技术+自动化智能管控’种植

模式。”农投集团农科公司副经

理李宗俊说，水培种植具有温湿

光养可调控、化肥农药零施用、

无毒防控病虫害、优质高产低能

耗等特点，通过这种模式产出的

水培叶菜安全、新鲜、美味。

（据新华网）

受 强 冷 空 气 影

响，全国大部地区降

温幅度8-10℃，局部

12-14℃。气温“大

跳水”，会造成小麦冻

害吗？11月 6日，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

研究所研究员张宾在

接受采访时说：“此次

寒潮，对小麦只有好

处没有坏处。”

他介绍说，此次

降温虽然幅度较大，

但属于正常现象，和

往年同期的温度相差

不大，只是今年前期

气温偏高。

据 天 气 预 报 显

示，目前，全国各地

的最低气温仍在0℃

以上，最高温在10℃

左右徘徊，距离造成

小麦冻害的低温仍

有差距。

张宾说，一般小

麦分蘖最适的温度为

13-18℃，温度过高

会造成小麦旺长。因

此，本轮降温不仅抑

制了小麦旺长的势

头，还利于小麦分蘖。

此外，由于前期

气温较高，部分抢墒早播、播量较

大的麦田，可能出现轻微的旺长

现象。针对此类地块，农民可以

在日光较足的天气里，采取镇压

的方式，对小麦控旺。

张宾说，自 10 月以来，全国

降雨量较常年偏少，田间偏旱。

如果后期天气有雨，将会缓解旱

情，对于即将进入越冬期的小麦

来说，十分利于分蘖和次生根生

长，形成冬前壮苗，也有利于节约

冬灌用水。

张宾提醒，农民朋友要根据土

壤墒情和小麦苗情，科学抓好冬前

肥水管理，培育壮苗，促弱转壮，确

保小麦安全越冬。

（据《农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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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西安市各级农

机安全监理机构牢固树立安全

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以“抓源

头、排隐患、强整改、防事故”为

目标，扎实推进西安农机安全

监管“4323”工程，全面开展农

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整治2023专项行动，积极营造

“人人讲安全、处处保安全”的

良好氛围，实现全年农机安全

生产“零事故”的工作目标，坚

决遏制了重特大以上农机事故

发生，为全市农业生产作出了

积极贡献。

紧盯关键节点，扎实开展

农机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

治。全市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

构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

措施，结合农机安全生产实

际，坚持“三级”交错联查，每

月常态化开展排查。截至目

前，全市共开展农机重大事故

隐患排查292次，出动工作人

员 932 人，排查一般隐患 128

起，整改一般隐患 128 起，整

改率100%。

紧抓安全宣教，筑牢农机

安全生产屏障。全市各级农机

安全监理机构将主题教育活

动贯穿于工作始终，以学促

干，全面落实农机安全监管

“三纵四级”责任体系建设，紧

抓安全宣传教育，强化农机安

全源头监管，严把农机驾驶申

请人资格审核关、理论知识考

试关和实操考试三关，筑牢农

机安全生产防线。

紧抓作风提升，全心全意

为群众办实事。今年“三夏”攻

坚战，全市农机安全监理队伍

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地头，服务

生产一线，积极协调各方力量，

全力以赴应对机械收获的各种

突发情况，用心服务农机手，确

保夏粮颗粒归仓。据统计，“三

夏”期间，处理突发情况102起，

帮助农机手解决遇到的急难愁

事件326人次。

多部门协作，齐心护航农

业生产。今年“三夏”“三秋”期

间，市、区县农机安全监理机构

均组建安全巡查组，深入重点

镇街、村组的作业区域，排查农

机安全隐患，纠正违法违规行

为，重点巡查农机作业区域必

须清场和必须配备安全辅助人

员制度的落实情况，做到镇村

全覆盖。

示范引领，有效破解了农

机安全监管最后一公里难题。

全市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以

争创“平安农机”示范县、示范

社等典型为抓手，不断建立健

全区、镇、村三级农机安全监管

网络。周至县、鄠邑区金堂农

机专业合作社等8个合作社，成

功创建2023年度省级“平安农

机”示范县、示范社。

鄠邑区首次启用农机驾驶

员无纸化理论考试系统。8月

24日，鄠邑区农机管理站首次

启用农机驾驶员无纸化理论

考试系统，陕西省统一题库随

机抽卷、现场在线作答、系统

实时阅卷,确保考试全程公

正、公开、透明，对推进农机监

理业务规范化建设起到了积

极推进作用。

西安市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

强化源头监管 筑牢安全防线
实现全年农机安全“零事故”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牛博成 通讯员 马小评

苗后化除技术

杂草2叶期-4叶期是油菜

田苗后化学除草的最佳时间。

当前油菜苗后化学除草采取杂

草种类不同，采取分而治之的

化学除草方式。看麦娘、日本

看麦娘、早熟禾、棒头草等禾本

科杂草用高效氟吡甲禾灵、精

喹禾灵、烯草酮等药剂防除。

繁缕、牛繁缕、猪殃殃等阔叶草

杂草用草除灵防除。大巢菜、

稻槎菜、苣荬菜、野油菜、小飞

蓬等难以防除杂草可用二氯·

氨氯进行防除。陕西汉中地区

油菜田杂草种类繁多、草相复

杂，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常

混合发生。

为确保油菜田禾本科杂

草和阔叶杂草都能有效防除，

化学除草过程中应将防除禾

本科杂草药剂和阔叶杂草药

剂混合使用。

注意事项

药剂混配应遵循“随配

随 用 ”原 则 。 严 格 药 剂 用

量。草除灵和二氯·氨氯在

推荐剂量下使用对甘蓝型油

菜安全，剂量较大时易造成

卷叶、死苗等药害。推荐使

用剂量为 50%草除灵悬浮剂

30毫升/亩；30%二氯氨氯水

剂40毫升/亩。

喷雾要均匀，防止重喷和

漏喷。草除灵和二氯·氨氯只

适用于甘蓝型油菜。芥菜型、

白菜型油菜对草除灵和二氯氨

氯比较敏感，不宜使用。

下茬种植蚕豆、马铃薯等

豆科和茄科作物田块，要严格

控制二氯·氨氯除草剂的使用

量，减少土壤残留药害。

（左金钟）

油菜苗化学除草技术及注意事项

加强透光措施。西葫芦结瓜盛

期，每天应早揭晚盖草苫，以保持充

足的光照时间。在雨雪连阴天气，

除了需要采取相应的升温措施以

外，还应照常揭盖草苫，充分利用散

射光，维持植株一定的光合作用。

追施速效肥料。在结瓜盛期

和后期，结合浇水，每次每亩冲施

腐熟的有机肥200公斤或速效磷

酸二氢钾 15公斤，并每隔 7天~

10天喷施1次含多种元素的高效

浓缩叶面肥喷施宝。这样既能有

效防止化瓜，又可以使产量明显

提高。

喷施稀土复合肥。每次采瓜

后，喷施1次1500倍的氨基酸稀土

复合肥，调剂西葫芦植株养分分

配，具有增产防化瓜的双重作用。

（桑士舟）

西葫芦化瓜
咋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