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提升农技推广公共服务能力，是大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的重要抓手，有助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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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确定9项重点任务

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和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精
神，按照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围绕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重大任
务，以深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
设为主线，强化农技推广机构公
益性职责履行，推动农业科技社
会化服务发展，加大优质品种和
先进适用技术示范展示和推广力
度，加快信息化服务手段普及应
用，大力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
和人才保障。

实施原则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

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强化农技
推广体系公益性职责履行，拓展
项目实施内容，大力推广粮油主
导品种和主推技术，提高农技推
广体系支撑服务中心工作的效
能。

统筹兼顾，择优支持。在保
障基本“全覆盖”的基础上，按照
各地项目实施绩效评估情况，重
点支持实施意愿强、完成效果好
的农业县（市、区），向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全国农业科技现
代化先行县和农业农村部定点帮
扶县倾斜。

强化支撑，完善体系。加强
农技骨干人员培训力度，在有需
求的地区继续实施农技推广服务
特聘计划，激发农技推广活力，支
持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主体承担
技术推广服务工作，不断健全农
技推广体系。

年度目标
农技推广体系不断健全，服

务能力不断提升，信息化服务水
平持续提高。在稳口粮、稳玉米、
扩大豆、扩油料，应对重大自然灾
害和病虫害等方面，提供技术服
务支撑。推介一批重要粮油作物
主导品种，推广1万项（次）以上
的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在农业科
技示范展示基地开展5000（场）
次以上的年度主推技术展示示范
活动，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达到
95%以上。招募1万名以上特聘
农技员，健全特聘农技员管理机
制。对全国1/3以上在编在岗基
层农技人员开展知识更新培训，
培育1万名以上业务精通、服务
优良的农技推广骨干人才。

重点任务
确保稳粮保供重点任务有效

落实。强化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公
益性职责履行，调动各级农技推
广力量，全面支撑稳粮保供、大豆
油料扩种、“菜篮子”产品供给、应
对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和病虫害、
脱贫地区产业发展等重点任务落
实，优先做好冬小麦“科技壮苗”
全程田间管理、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等技术推广服务工作。

加快主导品种主推技术落地
应用。遴选发布年度主导品种主
推技术，组织各项目县成立技术
指导团队，依托示范基地等平台
和示范主体落实推广应用任务，
加快先进技术进村入户到田。继
续推行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
制，因地制宜完善服务机制，将农
技服务与当地农业生产紧密衔
接，促进粮油作物提高单产，特色
产业提质增效。

继续实施农业重大技术协同
推广计划。支持山西、内蒙古、吉
林、黑龙江、山东、江苏、浙江、江
西、湖北、广西、重庆、四川、青海
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
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任务，围
绕本地区粮食生产、绿色防控、技
术攻关等方面任务，深入探索跨

单位、跨层级、跨领域的新型协同
推广模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发展，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落
地应用机制。

打造先进农业技术示范展示
平台。加强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展示基地建设管理，健全管理
制度，明确年度任务。聚焦优势
主导产业，遴选第二批国家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组织在
基地开展优质新品种对比展示、
先进技术试验示范和实训活动。
聚焦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作物和规
模养殖全程机械化，依托家庭农
场、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培养科技示范户，加强农机农艺
融合集成应用展示示范，加快推
广全程机械化生产方案。

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
划。支持各地围绕优势特色产业
发展需求，继续从农业乡土专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骨干、种
养能手中招募特聘农技员，开展
产业技术指导服务。在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实行特聘计划全
覆盖。继续在生猪大县、牛羊大
县招募特聘防疫员、家畜繁殖
员。完善特聘农技员（防疫员、家
畜繁殖员）管理制度，规范购买服
务协议，加强考核管理，稳定聘任
与动态调整相结合，优先续聘考
核优秀人员，完善特聘人员信息
化管理服务。

提升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
质。支持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
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培训，加强师
资库和课程体系建设，遴选一批
优质培训机构和农技推广骨干人
员，统一组织连续不少于5天的
脱产业务培训。项目实施县开展
不少于5天的农技人员知识更新
培训，其中实训课程不少于 2
天。支持农技推广体系与国家农
业信贷担保体系等金融机构合
作，强化金融培训、提升融资服务
能力。支持有条件地区通过“定

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
培养方式，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入
农技推广队伍。完善农技人员绩
效评价机制，推动收入分配与绩
效评价相挂钩。鼓励农技人员在
完成本职工作前提下，为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提供技术增值服务并
合理取酬。

支持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发
展。支持农业科技服务公司、专
业服务组织、科技服务能力较强
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社会
化服务组织探索“技物结合”“技
术托管”等服务模式，开展农业科
技服务。引导农业科技社会化服
务组织通过建立示范基地、“田间
学校”等方式开展先进技术试验
示范。支持各地建设一批技术水
平高、辐射带动能力强、服务效果
好的星级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
织，发挥粮油生产和产业发展典
型示范和引领带动作用。协调在
金融、财税、用地等方面给予农业
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积极支持，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发展氛
围。

创新农业科技县域服务模
式。在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
县探索新型农技推广服务模式，
推动县域农技推广机构与科研院
所、涉农高校、农业科技服务公司
等社会化服务主体联合开展技术
推广服务。加强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发
挥农技推广机构和人员对科技特
派团帮扶工作的承接作用，优先
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
展农技人员培训、特聘农技员（防
疫员、家畜繁殖员）招募、先进技
术示范展示等工作。

提高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水
平。加快普及“互联网+”农技推
广服务手段，引导广大农技人员
和专家使用“中国农技推广”信息
平台在线开展业务培训、问题解
答、互动交流等技术服务，鼓励广

大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利用信息
平台获取服务信息，发挥信息平
台在管理决策和快速精准服务方
面的重要作用。继续完善“中国
农技推广”信息平台服务功能，鼓
励各地结合本地区农技推广工作
实际，在平台进行功能订制和二
次开发，不断提升信息化管理和
服务水平。

有关要求
加强组织实施。省级农业农

村部门成立专项指导工作组，指
导各项目实施单位结合本地实
际，组织编制印发实施方案，强化
责任落实。分行业实施的省份要
加强内部沟通协调，明确职责任
务，形成工作合力。构建上下联
动、多方协同的工作格局，推动项
目实施与有关政策衔接配套。各
省在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时，要聚
焦年度重点、创新实施方式、压实
工作责任，加强与我部科技教育
司沟通，实施方案于2022年5月
1日前报送我部。

加强绩效管理。各项目实施
单位按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
金绩效管理办法》，建立绩效管理
指标体系，明确绩效目标，强化过
程管理，严格绩效考核。建立健
全项目执行定期调度督导机制，
及时掌握项目执行进展和资金使
用情况。项目实施单位要有序高
效推进项目实施，及时妥善处理
项目执行中遇到的各类问题。项
目依托“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
实施绩效管理，绩效评价结果与
下年度预算安排挂钩。

加强总结宣传。及时宣传项
目实施成效，系统总结农技推广
体系改革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
法、好模式，通过现场观摩、典型
推介、会议交流、媒体报道等方式
扩大社会影响，营造全社会共同
关注支持农技推广工作的良好氛
围。

发生趋势
水稻虫害方面。稻飞虱偏重

发生，全国发生面积2.6亿亩次。
其中，褐飞虱在华南、江南东部、
长江中下游偏重发生，江淮、西南
稻区中等发生；白背飞虱在华南
西部、西南东部、江汉平原偏重发
生，南方其他稻区中等发生。

稻纵卷叶螟在长江下游沿江
及以南稻区偏重发生，南方其他
稻区中等发生；全国发生面积1.5
亿亩。

二化螟在西南北部、江南、长
江中下游、江淮大部稻区偏重发
生，其中湘中南、湘北局部稻区可
达大发生，华南大部、西南南部、
东北中部稻区中等发生；全国发
生面积1.4亿亩次。

黏虫、大螟、三化螟、灰飞虱、
稻秆潜蝇、台湾稻螟等其他虫害
在部分稻区有一定程度发生；全
国发生面积7000万亩次。

水稻病害方面。纹枯病在华
南大部、西南北部、江南、长江中

下游和江淮稻区偏重发生，其他
稻区中等发生；全国发生面积1.8
亿亩次。

稻瘟病总体中等发生，其中
长江下游沿江、西南和江南丘陵
地区、东北地区感病品种重发风
险高；全国发生面积 4800 万亩
次。

稻曲病在长江中下游沿江及
以南局部稻区偏重发生，西南、江
南、长江中下游大部稻区中等发
生，但抽穗扬花期遇连阴雨、凝露
或雾霾天气仍存在重发生风险；
全国发生面积3600万亩次。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总体偏
轻发生；发生面积100万亩次。

水稻白叶枯病、穗腐病、胡麻
叶斑病、根结线虫病、茎腐叶枯病
等其他病害在部分稻区有一定程
度发生；全国发生面积1500万亩
次。

预测依据
“两迁”害虫等病虫害基数具

备中等以上发生条件。当前，稻
飞虱在南方稻区百丛虫量一般为
150~800头，但黔东北、桂东北、
粤东达8000头~1.2万头。稻纵
卷叶螟田间亩幼虫量较低，贵州、
湖南、广西分别为 7200 头、6000

头、1200 头，江西、江苏一般在
700~800头，其他稻区一般在350
头以下，但湘中西、黔东南局部地
区均有超过5万头的田块。二化
螟在西南北部、华南东部、长江中
下游、东北中部稻区亩幼虫量一
般为200~800 头，但湖南平均达
1700头。稻瘟病发病点多面广、
感病品种仍有一定种植比例。纹
枯病常年偏重发生，田间菌源充
足。

寄主作物和田间生态条件易
发病虫。我国华南、江南稻区单
双季稻混栽面积大，西南和长江
中下游稻区单季稻播期长、生育
期不整齐，有利于害虫辗转为害
以及稻瘟病、稻曲病等气候型病
害的流行。各地中晚稻品种以优
质稻为主，主栽品种抗性水平仍
处于较低水平，部分品种抗性退
化或丧失，且水稻种植密度高，在
高水肥的栽培条件下，稻田郁蔽
有利于水稻病虫害发生流行。此
外，植保无人机施药用水量不足
时，可能导致对褐飞虱等茎基部
病虫害防治不彻底，需警惕由此
带来的病虫源积累风险。

（据《全国农技推广网》）

中晚稻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和分析

怎样选择与贮备
栽培蘑菇的原辅材料

用于蘑菇栽培的主要原
料，都是农业生产中的下脚
料。南方多利用稻草、牛粪、猪
粪、禽粪等，北方则以小麦秆、大
麦秆、马粪、牛粪、猪粪等为主要
栽培原料。蘑菇栽培的原料用
量很大，粪料等需常年随时收
集，及时晒干、捣碎、拣净杂物，
贮藏备用。蘑菇培养料中的草
料，多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如半纤维素、纤维素、木质素
等，同时又是无机养分的主要
来源。稻麦秸秆、紫云英、苜蓿
等茎叶，以及甘蔗渣、玉米芯等
也都能用来配制培养料。在利
用不同种类的作物茎叶、秸秆
配制培养料时，应将较硬的、较
难发酵的草料，先堆制发酵一
段时间，再加入易发酵的材料，
这样才可使发酵均匀。

在粪肥中，以马粪为最好.
因马咀嚼不充分，马粪成纤维
状，养分多，质地疏松，能贮藏
较多的水分与空气(即保水力
强，通气性好)，和作物茎秆一
起堆制发酵，发热力强、腐熟
好。用新鲜马粪建堆容易发
热，高温持续时间长，最好加些
马尿。马粪遇到雨淋，养分易
损失，物理性状也变差。此外，
成年马粪比幼龄马粪为优。

牛是反刍动物，咀嚼较细，
消化率高，所以牛粪养分少，质
地稠密，水分多。使用前必须
先晒干。牛粪中以黄牛粪最
好，奶牛粪次之，水牛粪最差。
猪粪与牛粪相似，水分多，使用
前需晒干。猪粪的速效性养分
比牛粪多，所以出菇快，菇密，
但后劲不如牛粪。二者混合使
用，效果较理想。

鸡鸭粪含有丰富的氮和
磷，是较好的粪肥，堆制时发热
快、温度高、碱性略强、黏性较
大，最好与其他粪肥配合使用，
效果更好。此外，兔粪、羊粪也
是相当好的粪肥。

蘑菇培养料堆制时，合理
加些辅料，对蘑菇的增产作用
相当明显。常用的辅料有饼
肥、氮肥、磷肥、钙肥等。

饼肥最常用的是豆饼、花
生饼、棉籽饼、茶籽饼、菜籽饼
等。饼肥营养全面、丰富，适量
(3%~5%)加进培养料中，有利于
提高堆肥质量，促进蘑菇菌丝生
长，可有效地提高蘑菇的产量与
质量。氮素化肥中常用的有：尿
素、硫酸铵、碳酸铵、氯化铵、硝
酸铵等，这些都是可溶性的速效
氮肥，有利于促进初期菌丝在培
养料中迅速生长。但在培养料
中添加化学氮肥的量不宜太多，
且应在堆肥建堆时加入，否则会
产生大量的氨气，抑制菌丝生
长，甚至不能定植生长。

磷肥最好是用过磷酸钙。
它不但有利于促进培养料中菌
丝体的生长，而且还能改善培
养料的物理性状。但是，过磷
酸钙的添加量不能过多，否则
会使培养料酸化。钙肥能改善
培养料的物理性状，使培养料
疏松不黏，增加透气性，促进菌
丝生长，同时也给菌丝生长提
供矿质营养。常用的钙肥有：
碳酸钙、石灰、石膏等。吕作舟

天气炎热、气候干燥或一时
疏忽漏浇等原因，造成盆土过干，
引起花卉嫩枝低垂、叶片萎蔫，即
所谓“脱水”。遇到这种情况不能
马上浇大水，宜先将花盆移至半
阴处，稍向盆内浇些水，并向叶面
枝干喷少量水，使植物细胞逐渐
吸水，恢复到正常状态后，再逐渐

增加浇水量。如果立即浇大水，
不仅不能使植株正常复原，反而
有可能引起叶片枯黄脱落，甚至
整株死亡。因为花卉失水萎蔫严
重时，植物根毛受到损伤，吸水能
力降低，只有形成新的根毛后才
能恢复原来的吸水能力。同时由
于萎蔫使细胞失水，遇水后细胞

壁先吸水，而原生质后吸水，如果
一下子浇水过多，细胞壁就会吸
水迅速膨胀，而原生质吸水速度
较缓慢，结果就会造成质壁分离，
损伤原生质，导致植株死亡。如
果因出差等原因，家中几天没人
浇花，可以将一个盛水容器放在
比花盆略高处，用吸水性较强的

棉织物（如厚毛巾、粗棉布等），一
头放在盛水的容器中，另一头放
在花盆土上，这样即可利用湿毛
巾的毛细管作用，使容器中的水
徐徐浸润盆土，从而保持盆土湿
润，以防盆花萎蔫脱水。

陈晓丹

盆花脱水如何挽救盆栽

伏天气温高，光照足，进入汛
期，雨水增多；植株生长迅速，蒸
腾量大，需水量多，管理好坏关系
到产量和品质。

调节适宜的生长环境
温度。根据不同作物和天气

情况来调节适宜作物生长的棚室
温度。番茄等喜温性作物晴天的
白天从太阳出来至下午2时调节
为23℃~30℃，下午2时至日落调
节 为 23℃ ~26℃ ，夜 间 18℃ ~
20℃；芹菜等叶类菜白天为20℃
~25℃，夜间为 10℃~12℃。阴
天的白天温度应降低3℃~5℃。
避免棚室温度过高或过低，尤其
要保持10℃~13℃的昼夜温差。

空气湿度。对于同属于喜温
的瓜果类蔬菜，对空气湿度要求
也不同。辣椒喜湿润的生长环
境，在晴天中午应在行间喷水或
安装微喷喷雾来增加空气湿度；
番茄、茄子喜干燥的生长环境，适
宜湿度为45%~60%。通过通风排
湿、减少浇水量等措施降低空气
湿度，既保证作物正常生长，又能
够防止病虫害流行。

光照。晴天中午光照过强，
会对作物产生不利影响，降低产
量和品质，还会造成芽枯和日灼等
生理性病害。在晴天的上午11时
至下午3时在棚顶覆盖遮光率60%
~70%的遮阳网，或喷洒“利良”降

温材料来遮光和降低棚内温度。
及时采收
采收过晚不仅影响果实和植

株生长，而且降低品质。尽量在
晴天的清晨采收，产品的品质和
口感都好于其它时间采收。

及时植株整理促进多结果
打叶。去除植株下部的老

叶、黄叶、病叶和侧枝，以有利于
通风透光和减少养分消耗。一般
番茄、黄瓜每株保持12~16片功
能叶；茄子、辣椒每株保持30~40
片功能叶。

适时扪尖。番茄长至预定果
穗时扪尖，一般每株结果4~6穗，
最上部果穗的上面留2~3片叶后

摘去顶尖。
疏果
将番茄、辣椒植株上过多的

花和果实及早疏去，并且将畸形
果和每个果穗上过大、过小的果
实及早疏去，以达到果形周正、果
实均匀、商品率高的效果。

科学浇水施肥
应根据天气、作物长势和土

壤墒情进行科学浇水。以小水勤
浇的方式较好，番茄、茄子一般
5~8天浇水一次；黄瓜、辣椒3天
浇水一次，避免过分干旱和一次
浇水过多。一般在拉秧前30天
停止追肥，可采取叶面喷肥来快
速补充营养。 （据《京郊日报》）

伏天设施蔬菜需精细管理

误区一：滥用生根剂
很多菜农非常认可生根剂的

作用，认为其生根效果好，起效快，
所以不管是蘸盘、浇水还是灌根，
都会加点生根剂。但事实却是，近
年来高发的蔬菜早衰与生根剂的
滥用关系很大，番茄“只长根、不挂
果”也与生根剂有关。

建议：生根剂的主要作用是生
根，但有谁知道番茄究竟生多少根
合适？蔬菜长势正常的情况下，单
用营养型冲施肥即可满足蔬菜生
长需要，生根剂其实是没必要用

的，用了反而会导致土壤中植物生
长调节剂过量，蔬菜体内生殖激素
平衡被打破，更容易出现各种问
题。

误区二：平畦栽培
许多种植户为了省事，采用平

畦种植番茄，定植之后为了防治杂
草，用黑地膜覆盖，点花、打药、抹
杈等农事操作就在畦内地膜上进
行。地膜紧贴地面，农事操作和灌
溉在同一行内，导致番茄行间土层
严重板结，阻碍了土壤与空气的气
体交换，根系活力下降，影响根系

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植株长势偏
弱，膨果速度缓慢。

建议：番茄越夏栽培宜采用高
垄或高畦地膜覆盖栽培，畦一般做
成20~25厘米高，然后覆盖地膜。
高畦地膜栽培既有利于保水保肥，
又有利于雨季排水、防病防衰。对
于已经采用平畦栽培的大棚，可结
合培土，分2~3次使畦心变为垄
背，防止一次培土过量，伤及根系，
降低吸收养分的能力。注意地膜
覆盖的方式，用铁丝、竹片等将地
膜支起来，增加土壤表面的空气流

动，操作行与灌溉行分开。
误区三：坐果剂施用不当
同一穗果的番茄为什么有大

有小？那是因为坐果剂施用方法
错误导致的。有的番茄还没有开
花，就将整个花束一下子喷完，没
开放的花蕾的果实形成了僵果，日
后无论用什么高级肥料，仍然无法
长大。

建议：采用点花的方式，哪朵
开放点哪朵，以有效地避免大小
果，增加整体产量。

（据《河南日报农村版》）

番茄栽培避免走入三大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