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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国水保国策策
（（66））

第三十四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
承包治理荒山、荒沟、荒丘、荒滩，
防治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
持续利用，并依法保护土地承包合
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承包治理荒山、荒沟、荒丘、荒
滩和承包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农村
土地的，在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合
同中应当包括预防和治理水土流
失责任的内容。

第三十五条 在水力侵蚀地区，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组织单位和个人，以天然沟壑及
其两侧山坡地形成的小流域为单
元，因地制宜地采取工程措施、植物
措施和保护性耕作等措施，进行坡
耕地和沟道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在风力侵蚀地区，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单位
和个人，因地制宜地采取轮封轮牧、
植树种草、设置人工沙障和网格林
带等措施，建立防风固沙防护体系。

在重力侵蚀地区，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单位
和个人，采取监测、径流排导、削坡
减载、支挡固坡、修建拦挡工程等措
施，建立监测、预报、预警体系。

第三十六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组织单位和个人，采取预
防保护、自然修复和综合治理措施，
配套建设植物过滤带，积极推广沼
气，开展清洁小流域建设，严格控制
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减少水土流失
引起的面源污染，保护饮用水水源。

第三十七条 已在禁止开垦的
陡坡地上开垦种植农作物的，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退耕，植树种
草；耕地短缺、退耕确有困难的，应
当修建梯田或者采取其他水土保
持措施。

在禁止开垦坡度以下的坡耕
地上开垦种植农作物的，应当根据
不同情况，采取修建梯田、坡面水
系整治、蓄水保土耕作或者退耕等
措施。

第三十八条 对生产建设活动
所占用土地的地表土应当进行分
层剥离、保存和利用，做到土石方
挖填平衡，减少地表扰动范围；对
废弃的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
等存放地，应当采取拦挡、坡面防
护、防洪排导等措施。生产建设活
动结束后，应当及时在取土场、开
挖面和存放地的裸露土地上植树
种草、恢复植被，对闭库的尾矿库
进行复垦。

在干旱缺水地区从事生产建
设活动，应当采取防止风力侵蚀措
施，设置降水蓄渗设施，充分利用
降水资源。 （未完待续）

大大家知家知

根据生产水平选种。在旱薄
地选用抗旱耐瘠品种，在土层较
厚、肥力较高的旱肥地选用抗旱丰
产品种，在肥水条件良好的水浇地
和稻茬高产田选用丰产潜力大的
耐肥、抗倒品种。根据灾害特点选
种。“干热风”重的地区选用适当早
熟、抗早衰、抗青枯的品种，以躲避
或减轻“干热风”危害。南方多雨、
渍涝严重地区宜选用耐湿、抗穗发
芽的品种。根据区域引种示范结
果选种。积极引进新品种进行试

验示范，并做好种子繁殖工作，
以便确定“接班”品种，保持生
产用种的高质量。

适墒播种。根据土壤类型
和整地质量情况，调整播种方
式，配套播种机械，因地制宜大
力推广宽幅匀播、宽窄行播种、
缩距匀播、种肥一体等播种方
式；旱作区示范推广免耕沟播；
稻茬麦区推广机械条播。墒情
不足地块，要提前造墒，创造条

件争取适墒播种，或播后及时灌溉
补墒，促进齐苗，有条件的地方可推
广测墒补灌、水肥一体等技术。土
壤过湿地块，要掌握“宁迟勿烂”的
原则，播种前先排水降渍，创造适宜
墒情，避免烂耕烂种，造成缺苗断垄
和僵苗不发。同时控制好播种深
度，做到播深适宜、深浅一致。

适期播种。坚持适期播种，压
缩晚播面积。培育冬前壮苗，冬
性和半冬性品种一般要保证冬前
有效积温达550℃-650℃，春性

品种500℃-550℃。黄淮海麦区
中北部适宜播期10月初至10月
15日，南部10月 15日至 25日。
同时坚持适量播种，确保适宜基
本苗。黄淮海北部地区基本苗为
20-25万，黄淮海中南部地区13-
18万。一般每推迟一天播种，基
本苗增加0.5-1万。

按需配肥。根据土壤质地、耕
层主要养分含量和小麦目标产量
确定肥料的施用量、施肥时期和
施用方法。黄淮海和西北冬麦
区，一般高产田块亩氮肥用量（纯
氮）为14-16公斤、磷肥（五氧化
二磷）6-8公斤、钾肥（氧化钾）5-
6公斤。

合理灌排。黄淮、西北麦区要
注意防止阶段性干旱。播种前后
如偏旱，宜造墒播种，或播后及时
灌溉补墒；越冬前后如偏旱，宜浇
好越冬水，防止小麦冻害死苗，保
证小麦安全越冬，并为翌年返青
保蓄水分。（据全国农技推广网）

提升播种质量 确保一播全苗

全国小麦秋冬种技术意见发布

适期适墒适量适深播种小麦
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秋冬种

即将全面展开。当前，冬小麦主产
区气温偏高、降水丰沛，前茬作物生
长发育正常，可适时收获腾茬，利于
实现适期播种，加之土壤底墒充足，
小麦种子数量足质量好，今年小麦

秋冬种形势总体有利。气象部门
预测，10月份天气不确定性增加，
部分地区可能干旱少雨，秋冬气温
起伏较大，对培育小麦冬前壮苗、确
保安全越冬带来不利影响。

由此，全国农技中心近日发

布《2024 年全国小麦秋冬种技术
意见》，指出各地以提高小麦整地
播种质量为主线，推进适期适墒
适量适深播种，加强冬前管理，培
育冬前壮苗，确保小麦安全越冬，
夯实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

当前黄淮麦区从北至南，从
西到东即将陆续进入小麦适宜播
种期，根据今年的天气和土壤墒
情，在小麦播种方面，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农学院教授、陕西省小麦
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王东提醒
广大农户，在小麦播种时一定要
注意以下问题，为来年小麦丰收
高产打下基础。

一般北方冬小麦区适宜播种期

为9月底至10月初，黄淮冬麦区北
部和中部为10月5日至15日，黄淮
冬麦区南部为10月10日至20日。

王东建议：播种小麦时，一是
播种量一定要与播种时间相配合，
种在适播期的小麦每亩播种量为
25斤，每晚播一天需增加半斤种
子，但每亩不要超过40斤。二是今
年部分地区干旱，土壤墒情差，有灌
溉条件的可在土壤耕作前提前造

墒，也可以在播种后采用滴灌带或
微喷带补水出苗，注意不要在播种
后大水漫灌，避免土壤板结，影响小
麦出苗。三是要及时到地里查看
墒情和小麦出苗情况，对于有缺苗
断垄地块，要尽早进行补种。玉米
秸秆还田地块在墒情适宜时搂划
破土，辅助出苗，墒情不足时，要在
小麦播种后立即浇“蒙头”水。这
样，有利于小麦苗全、苗齐、苗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教授、陕西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王东——

小麦播期要注意这些事项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耿苏强 王伟千

查苗补苗。小麦出苗后及时
检查出苗情况，对缺苗断垄的地
块及时做好补种工作，补种时间
越早越好。为促进小麦早出苗，
可先浸种催芽，然后开沟播种。
补苗地块也可于小麦3叶期后疏
密补缺，进行移栽，栽植深度以

“上不埋心，下不露节”为宜。补
苗踏实土壤，浇水后用土覆盖，保
墒防板结。

冬前化除。坚持“封杀结合、

以封为主、科学用药”的防除策略，
播后芽前墒情适宜时，封杀化除。
冬前小麦3叶后大部分杂草出土，
杂草较易灭杀，一次防治基本能够
控制麦田草害，对后茬作物影响
小，要抓住冬前这一有利时机根据
草相适时开展化学除草。冬前化
除务必要避开寒潮来临前用药，掌
握在“冷尾暖头”、气温适宜时打
药，并严格按照农药标签上的推荐
剂量使用，防止药害发生。

及时追肥。小麦在2叶期左
右，对基肥施用量不足的田块，要
及时补施苗肥促苗早发，一般基
苗肥应达到总施肥量的 50%-
60%；对因施肥不匀造成生长不
平衡的田块，要尽早追肥促平衡
生长。对分蘖不足的田块，要及
时追施壮蘖肥。对秸秆还田量
大、麦苗发黄严重的田块，尽快施
用复合肥或速效氮肥，促弱转壮。

（据科普中国）

加强播后管理 确保安全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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