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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走
进我市农业生产一线，已是一
派繁忙景象。紧锣密鼓地备好
农资，确保麦田及时“吃”
上营养；开展农机维护保养
工作，满足小麦春管使用需
求；农技人员包村联户，将
服 务 送 到 田 间 …… 勤 劳 的

“三农”人在地头辛勤忙碌
着，为实现夏粮丰收、保障
粮食安全而努力——

农资到家 农机到位 农技到田
—记者赴农业一线看春管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好好对待老人，
让他们安享晚年，是我
们当晚辈应该做的。”
获得村里颁发的“好儿
媳”道德模范荣誉后，
盐山县边务镇李郭庄村
村民张秀华连说自己做
的事儿微不足道。在李
郭庄村，提起张秀华，
没有人不竖大拇指。张
秀华是一名普通的农村
妇女，多年如一日照顾
长年卧床的婆婆，给老
人喂饭、擦洗身子、端
屎端尿，让老人安享晚
年。

今年，张秀华的事
迹经过李郭庄村道德评
议会讨论，获评为“好
儿媳”道德模范，成了
全村人学习的榜样。在
李郭庄村，像张秀华一
样，经过道德评议会讨
论，被评选为道德模范
的村民还不少。村民尹
树立将自家的庭院收拾
得整洁干净、宽敞明
亮，荣获“美丽庭院”
称号；村民邓海建、尹
建兵积极冲在一线，志
愿服务村中的大事小
情，获评为“最美志愿
者”……这些事迹突
出、群众认可、典型性
示范性强的道德模范，
引领了李郭庄村见贤思
齐、崇德向善的良好风
尚。

“道德评议会是强
化道德教育、浓厚文
明乡风的有效途径。
为 树 立 尊 崇 道 德 模
范、弘扬崇德向善的
良 好 风 尚 ， 我 村 在
2021 年就成立了道德
评 议 会 ， 目 前 由 村

‘两委’班子的 5名成员和 2位德高望重、乐于
助人的村民组成。召开道德评议会时，除了评
议会成员，我们还会邀请一些村民代表，共同
讨论、宣讲身边的文明家庭和好人好事，营造
崇榜样、学榜样、当榜样的浓厚氛围。”李郭庄
村党支部书记邓文建介绍道。

为充分发挥道德评议会的作用，李郭庄村还
组织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婆媳互夸会”，邀
请道德评议会评选出的5对好婆婆、好儿媳参加
活动。

活动现场，婆媳互夸，有笑声也有泪水，一
个个鲜活生动的好婆婆、好儿媳形象跃然眼前：

“婆婆几十年如一日操持家务，照顾一家老小，
没有怨言不求回报”“儿媳妇尊老爱幼，洗衣做
饭、打扫卫生，细心体贴”“儿媳妇勤快能干，
从来不抱怨啥，不管说啥都是笑呵呵的”“不管
平时还是逢年过节，儿媳妇一有空就陪我聊天唠
嗑”“婆婆很照顾我，有什么好东西都会留给
我”……细微之处显真情，婆媳对夸的言语虽淳
朴，但感情真挚动人。说到动情之处，不少婆媳
忍不住哽咽，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她们却有
着浓浓的亲情。

“婆媳互夸会上，我们还特别策划了‘为婆
婆梳一次头’‘婆媳深情拥抱三分钟’等环节，
让婆媳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升华，真正感受到了婆
婆也是妈、儿媳妇比闺女还要亲。”邓文建说，
李郭庄村“两委”还将婆媳互夸会、道德模范评
选的内容张贴到了村里的精神文明创建宣传栏，
弘扬正能量、传扬新风尚。

涵养文明乡风，除道德评议会外，李郭庄村
还将抓手放到了村规民约的修订上。2018年，
新一任村“两委”班子上任后，就将移风易俗、
红白事简办写进了村规民约。

“俺村紧邻县城，村民们不是自己办厂就是
外出打工，经济条件都不错。随着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升，红白事大操大办成了常态，攀比风
气愈重，给一些家庭带来了经济和精神上的双
重压力。”为了刹住这股歪风邪气，在广泛征求
村民们的意见后，李郭庄村制定了一系列红白
事简办章程。白事的每桌饭菜招待标准不高于
100 元钱；取消老道、舞狮团；烟酒一律从
简，反对攀比浪费……一项项标准，为村民们

“松了绑”。
“开始推进移风易俗时，不少村民还不认

可，随着我们不断做工作、深入推，慢慢有了成
效。一场白事下来，能给户家省下大几千元钱
呢。现在，大伙儿都特别支持移风易俗。”今
年，李郭庄村还计划进一步修订村规民约，将降
低喜事的彩礼标准等也纳入其中，让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的正能量惠及更多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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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到家
补充“营养快线”

这段时间，沧县杜林镇的八
姐农资店热闹不已，前来拉农资
的货车一辆接一辆。店里，一袋
袋种子和肥料整齐码放，几名工
人歇不住脚，忙着将农资装运到
货车上。

“一会儿装好货，就给献县的
种植户送去，他种了 400多亩小
麦，为了做好麦田的返青管理，
早早就跟俺们订好了肥料，过几
天浇返青水时就能‘大展身手’
了。”店面负责人李平说，一年之
计在于春，打好春管第一仗，农
资储备是关键。为此，他们在春
节前就和生产厂家联系订购，提
前做好肥料储备调运，目前已经
订好了300多吨小麦追肥。

除了种肥，一箱箱“一喷三
防”药剂也引来农户争相订购。

“浇完返青水，清明前后，
就该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的
初次管理了。‘一喷三防’是促
进小麦稳产增产的关键技术，
通过混配杀菌剂、杀虫剂、植
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等防病
治虫。近些年，农户们越来越
重视‘一喷三防’管理，现在
我们已经订出了覆盖 4000 多亩
麦田的药剂。”作为春管的“后
勤部长”，李平努力为农户们做
好各方面服务。

“去年，俺的 280亩小麦产量
高、效益好，一共赚了 20 多万
元，所以秋种时，俺又扩大了小
麦的种植面积，选取了 2 个品
种，种了 400 多亩地。目前来
看，一个品种有些受了冻害，春
季得着重管理。”在盐山县金英家
庭农场，种粮大户邢中水也正等
着小麦返青，迫不及待投入春管。

邢中水知道，小麦生长期
长，有时还会遭遇自然灾害的袭
击，要想获得好收成，得不误农
时、精细管理，要过很多道“关
口”，一步都不能马虎。在这个过
程中，不管是促进幼苗发育，还
是防范病虫害，都离不开化肥、

农药等农资的保障。
为此，早在 2月初，他就订

好了一批化肥。“农时不等人，种
粮人提前备好农资，可以确保有
备无患。”他说，“今年，俺除了
直接在东光化肥厂订了一批肥
料，还和泊头的货站联系，买了
一批添加多种微量元素的肥料，
相信有它们‘保驾’，小麦春管后
能由弱转壮，奔个好收成。”

农机到位
装上“智慧大脑”

做好农机服务保障，也是春
季田管的重要内容。

为助力春管，春节过后，泊
头市华宇领航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就开始谋划组织无人机操作培
训。近日，培训开课，吸引了 20
多名新农人参加。

课堂上，专业人员先是细致
地向学员讲解植保无人机的结构
性能、飞行原理、飞防作业安全
规范和操作技巧等内容。随后，
学员们来到麦田进行实际操作，
由专业人员在旁进行飞行指导。

“无人机作业高效安全、喷洒
精准、成本较低，是病虫害防控
的有效举措。随着越来越多的植
保无人机在生产一线飞驰，飞手
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我们组织这
样的培训，一是为了解决实际生
产需求，再就是想引导年轻人关
注农业，加入到农服队伍中，为
农业生产带来新气象。”公司负责
人时德华说。目前，公司已经组
织了两期培训课程，培训飞手 50
余人。接下来，他们还要至少开
展 3期培训课程，为智慧农业培
养更多从业人员。

让智慧农业辐射更多农户，
泊头市华宇领航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还走进农机服务队，对农机进
行智能化改造。

这段时间，泊头市四营镇岐
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
时德华还忙着驾驶农机，为 300
亩麦田铺设节水滴灌带，备战春
灌。这台农机，就是经过智能化
改造，安装上了北斗导航终端。

“安上导航后，拖拉机走得比
较直，作业更加精准。机手不用
手扶方向盘，干起活儿来更加轻
松，两个人黑白倒班，还能延长
作业时间，抢农时。”时德华说，
通过系统，机手还可以看到作业
路线、作业亩数等精准数据，实
现了种植数据化。

如今，在泊头市，经过华宇
领航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改造，安
装上传感器及北斗导航终端、无
线通信系统的农机已有几十台。

“接下来，我们将加大智慧农业的
推广力度，计划今年改造农机超
百台。”

农技到田
解决管理难题

聚焦麦田的春季管理，我市
各地的农技人员还将服务送到田
间，开出技术“良方”解决管理
难题。

“你这地里的墒情不错。看，
土壤表干里湿，握土成团，墒情
正合适。不过由于去年浇过冻
水，春季解冻后土壤裂缝大，容
易跑墒。这几天，最好先镇压一
遍，之后再锄划一下让土壤上虚
下实来保墒。”近日，在沧县大官
厅乡赵官村的大户地块，市农科
院三农服务中心专家席国成在地
头上仔细查看后，向农户分析道。

只见他用铲子掘开土表，向
下深挖，轻轻拔出了几株麦苗，
又说：“从苗情来看，麦种播得有
点儿深，造成地中茎长，出土的
时候消耗营养多，导致了弱苗。
针对这些弱苗，温度一上来，日
平均温度稳定在 3℃至 5℃左右
时，就要早管早促，轻浇水、亩
施速效肥料尿素15至20公斤，促
进麦苗早点长根生叶，保证大蘖
成穗，促弱转壮。”

“有了专家的指导，俺心里就
有底了。小麦返青后，俺会及时
做好返青灌溉、施肥打药等管
理，争取能增加产量。”赵官村的
农户有了信心。

保障农技到田，各县 （市、
区） 也积极组织农业技术培训，

让科学管理技术辐射到更多农户。
孟村回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召开小麦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
会，印发《小麦全程精细精准科
学管理行动方案》，推行包联督导
机制，由行政包村干部和技术包
村干部进村入户，指导农户狠抓
春季管理、强化后期管理；东光
县、任丘市等地组织高素质农民
培训，邀请技术专家就小麦节水
高产栽培、玉米简化栽培等进行
技术培训；吴桥县农业农村局组
织技术专家在全县范围内掀起冬
小麦春季田间管理技术培训，针
对“冬小麦春季管理技术、冬小
麦‘四统一’实用栽培技术”对

全县粮食科技专员、种植大户等
进行培训……农技人员手把手指
导农户掌握小麦春管技术要领，
让农户尽快从“会种地”到“慧
种地”转变，补齐了小麦春季科
学管理的技术短板。

初春，乍暖还寒，东光县找
王镇东王校店村的小广场上，一
场别开生面的理论宣讲却让人感
受到了暖意融融。来自找王镇的
志愿者宣讲团走到村民当中，一
起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将党的
声音、政策传递到村民心间，畅
谈新变化、同心感党恩，用身边

的“小变化”展示社会“大发
展”，用村民的“小故事”反映
当前“大时代”。

这还只是找王镇组织的多场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之一。近日，为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走深走
实，找王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 （站），组织志愿者进村入户
开展宣讲，有效打通基层群众学
习的“最后一公里”，坚定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决心和信
心。

活动中，志愿者宣讲团先后
来到东王校店村、双庙王村等村
的小广场、村“两委”会议室、
农家小院，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行了深入解读，与党员群众一起
回顾了近年来在乡村振兴、脱贫
攻坚、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发生

的巨大变化，号召大家不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努力把党的二十大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
于成效。

“听了志愿者对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宣讲，我有了更深的理
解，备受鼓舞。我会带领村班子
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实际行动切
实办好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把村庄建设得
更加美好，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
指数。”东王校店村党支部书记
王洪杰说。

下一步，找王镇将持续推动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往深里
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采取
多种方式学习、研讨、宣讲，让
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宣讲进农家宣讲进农家 传递好声音传递好声音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田俊荣

人勤地不懒，眼下，正是果
树春剪的关键期，连日来，渤海
新区黄骅市常郭镇李子札村友和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果园里，随处
可见工人们手持剪刀忙着给果树
剪枝的身影。

“修剪果树看似简单，其实里
面学问大着呢，要是剪得好，多
余枝条减下来，秋天收成指定
差不了。”合作社负责人张志清
说，“我们合作社种植果树已经很
多年了，春剪是果树管护十分重
要的环节。及时对果树进行修剪
能充分利用空间，为果树生长、
结果创造通风透光的条件，实现
营养生长平衡，提高果树产量。”

据了解，友和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果树种植面积达 200 余亩。
起初，工人们修剪、管护经验不
足，果树产量不高。发现问题

后，合作社邀请相关专家前来指
导，农技专家手把手教农民如何
剪枝，还现场普及病虫害防治等
管护知识，不仅提高了果树产
量，果品质量也上了一个台阶。

近年来，为了助力果农抢抓
农时，做好果树管护工作，常郭镇
政府积极对接农林专家，通过现场

“把脉”、视频辅导等方式为果农提
供技术指导服务，解决实际问题，
为增产增收保驾护航。

去冬今春，受冷空气影
响，不少农户的麦田受了冻
害，叶片干尖黄萎。对此，市
农科院三农服务中心专家席国
成提醒，要抓住小麦返青的黄
金管理期，积极采取补救措
施，最大限度将损失降到最
低，保证小麦的产量和质量。

对于已经受冻的小麦或晚
播小麦，要及时施肥保证营养
供应。在小麦返青起身期，结
合浇小水每亩撒施或沟施尿素
10至 15公斤，这样才能保证
小麦生根、长叶、促大蘖成
穗，也能提高抗病性、抗逆
性。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增
施叶面肥，喷施磷酸二氢钾和
芸苔素内酯的组合药剂，来促
进麦苗转弱促壮，提高分蘖成

穗率，将冻害损失程度降到最
低。

需要注意的是，在 2月下
旬至3月中旬的小麦返青至拔
节期间，麦苗植株生长加快，
抗寒力明显下降，如遇寒流侵
袭也易造成冻害，此类冻害发
生较为频繁且程度较重，是冬
麦区的主要冻害类型。小麦在
3月下旬至 4月中旬的拔节至
抽穗期间，生长旺盛，抗寒力
很弱，对低温极为敏感，若遇
气温突然下降，也易形成霜冻
冻害。农户需要密切关注气象
信息，提前做好低温应对准
备。

特别提醒

积极补救冻害积极补救冻害 保障产量质量保障产量质量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春日忙春日忙““减枝减枝””秋天好增收秋天好增收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专家进田指导春管

培训飞手培训飞手

储备农资储备农资

为婆婆梳一次头为婆婆梳一次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