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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腊口镇瑶均村的翠玉梨基地，五六名工
人带着口罩，有条不紊地进行春耕，一边给刚种下的
果苗除草、施肥，一边为成年果树除枝、拉枝。为保
证疫情防控和复耕复产两不误，翠玉梨基地的相关
负责人杨水荣一头扎进了果园，将自己已有的种植
经验和省科技特派员胡张华的线上指导同步分享给
其它梨农。

“现在这段时间雨水充沛、天气回暖，是果树春
季田间管护的关键时期，除了除草、施肥等常规作
业，修枝拉枝也非常重要。这个季节修剪主要是为
了调整树形，把多余枝干去掉，增加果树透光率，保
证养分。”杨水荣说，省科技特派员胡张华对该村的
翠玉梨种植一直都很关心，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一直
通过微信等线上工具给自己提供远程帮助和指导，
自己则将指导意见再传递给其它梨农。

据了解，此前的瑶均村是种橘大村，种植椪柑年
产达上千万斤。但因为市场上椪柑供过于求，经济

效益逐渐下滑，该村便开始思考转型。2017年，在省农科院科技特派员胡张华和县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该村开
始尝试种植省农科院新培育的翠玉梨品种，当年3月种植了15亩翠玉梨。2018年和2019年增种至50亩。

胡张华介绍，“翠玉梨6月下旬至7月上旬成熟，相对一般的翠冠梨可以提前十天到十五天上市，这个时间段
市场上又没有什么梨，价格上就会有优势。而且，翠玉梨本身品质优异，小核无渣、酥脆多汁、入口即化、香甜味
醇，深受消费者青睐。”

去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第一批种植的15亩翠玉梨正式上市，由于是第一年刚投产，每棵挂果只有十几斤，
每亩只有五六百斤，但一成熟便供不应求，采购商纷至沓来，一抢而空。批发价达3.5元—4元一斤，经济效益明
显。

“去年翠玉梨投产还不多，今年亩产量能翻一番，等到全盛期每棵挂果能达到五十多斤。翠玉梨销路好、效
益高，让梨农们看到了前景。越来越多的村民也加入进来，今年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增种80亩。”瑶均村村民委员
会主任刘火荣表示，该村将积极抢抓农时，确保梨苗在近期就能全部种完。截至到目前，已经有80多户村民参与
种植翠玉梨，共有梨树3000棵。 舒旭影

抢抓时节种植翠玉梨
线上指导助力果农复工复产

近日，在仁宫乡孙前村杨梅种植基地里，微
红的杨梅花开在枝叶间，梅农们正忙碌着修剪整
枝。看着一株株开花的杨梅树，县鑫淼水果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徐建伟满心欢喜。

而在半个月前，徐建伟却是忧心忡忡。以
往，杨梅树的修枝剪枝、施肥等工作需要雇人员
在初春完成。“今年受到疫情影响，附近村庄流动
少，劳动力欠缺，面临着雇工难的问题。”徐建伟
告诉记者，杨梅春季管理中整枝至关重要，能调
整杨梅树生长与结果的关系，不做好，就会影响
杨梅的产量。

在仁宫乡，愁的不止徐建伟一人。杨梅产业
作为仁宫乡的支柱产业，种植面积近12000亩，
杨梅年产量 800 余吨，年收益 1200 万元。可以
说，杨梅产量成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针对杨梅种植大户雇工难的问题，仁宫乡纪委督

查组积极宣传招用低收入农户，解决了种植户雇工难和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此外，仁宫乡纪委督查组还及
时与县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联系沟通，协调解决化肥、农药等物资供应难题。

仁宫乡纪委书记监察办主任留津静介绍，近几年，高山蔬菜的种植以及草莓、葡萄、红心柚等水果基地的
开发和管理，使该乡特色农产品形成了规模效益农业。为解决复耕实际困难，最大程度地降低疫情对梅农和
其他果蔬农户的影响及损失，乡纪委督查组成员充分发挥监督保障作用，多次来到田间地头走访杨梅和其他
果蔬种植大户，向农户了解春季农业生产情况和困难，帮助农户解决难题，确保农业生产平稳有序。

“目前，仁宫乡的春季农业生产工作已经稳步推进。一是推动和落实省农科院科技特派员来乡指导春耕
复耕期间相关防疫要求和任务，以及其他相关技术的指导；二是强化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相关资金的
补助落实；三是针对农户的需求，增强对操作道以及机耕路等相关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相关资金补助发放
政策。”留津静介绍，接下来，销售的准备工作也会继续跟上，加大服务力度，精准服务农户、基地的需求，加大
对杨梅和其他果蔬产品的宣传力度，确保产销无忧。 徐佳佩

真情服务解难题
仁宫乡纪委助力农户复耕复产

“这块田里的贝母叶子成片发黄应该
是得了灰霉病，发现得早，还在发病早期，
喷洒点药应该问题不大。”3月24日，在巨
浦乡西坑村贝母种植基地，县劳模服务队
的成员一边查看浙贝母长势，一边给种植
户讲解出现的问题及中后期管理的技术
措施，全面提升种植户管理水平。

据了解，自2019以来，西坑村集体从
村民手中流转了200余亩闲置土地，由村
集体牵头、11户农民参与筹资注册公司，
通过“稻鱼米+中药材”轮种，生产、管理、
加工、品牌和销售“五统一”，实现生产规
模化、集约化和效益化，推广出了“稻鱼
米+中药材”套种的“一亩田·万元钱”农业
发展模式，助力村民脱贫增收，增加村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眼下正处于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农
机不等人，在收到西坑村贝母种植基地的求助时，县总工会呼吁县劳模服务队，组团进村服务春耕春种。县
劳动模范服务队成员洪碧伟表示，眼下疫情还未结束，非常理解种植户的难处。自己作为农业人，又是劳
模，希望出一点微薄之力帮助渡过难关。

在为贝母基地“把脉问诊”后，县劳模服务队还给种植户赠送了氟菌肟菌酯悬浮剂，并嘱咐农户要按时
按量喷洒，适量施肥，确保接下来浙贝母关键期稳定生长。“三月份高温高湿的天气是灰霉病的高发期，疫情
期间这方面的药我们一下子也买不到，贝母叶子大面积的发黄，刚开始心里很着急。现在有专家给我们想
办法、出主意，还给我们进口的药水，我这信心一下就有了。”种植户许灵秀如释重负地说道。

农时不等人，服务不缺位。记者了解到，我县所有劳模中，涉及农业、林业和养殖业的就有十多人。接
下来，这些劳模服务队成员将结合自身特长，继续分组进村服务春耕备耕，给农业生产添动力，为农民朋友
增信心。 舒旭影

送服务送技术
劳模进村服务春耕备耕

一年之计在于春。连日来，海溪乡
在紧抓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组织
各个重点项目科学有序复工复产。海
溪乡是我县传统的农业乡镇，提子产业
作为特色产业，提子园的春耕备耕自然
要跟上。

在海溪乡马岙村的提子园里，工人
们佩戴着口罩，清沟、修剪、施肥，有条
不紊地忙碌着。据海溪溪滩提子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宙敏介绍，今年受
疫情影响，提子园用工难的问题严重，

自复产复工以来，他们通过加招工人、
加班加点赶工等方式，把落后的农业生
产进度赶回来。目前已完成110亩提子
园的春耕作业。

“这段时间为了抢农时，把落后的
工期补上来，去村里找了不少工人帮
忙，大家现在干活的时间稍微长了一
点，所以口罩一定要佩戴起来，我们也
会对来提子园的工人进行体温测量登
记，用具消毒等。”王宙敏说。

据介绍，海溪乡山水秀丽，风光宜

人，文化底蕴深厚，素有“粉干之乡”“鱼
灯之乡”“名人之乡”之称。好山好水产
好果，这些年，海溪乡着力打造我县最
大的提子种植基地，

提子种植规模较大，有夏黑、无核
霸王、美人指、醉金香、阳光玫瑰等多个
提子品种，年产值达300余万元。在培
育过程中，农户们坚持不施加农药和催
熟剂，采取人工除草的方式，每一串提
子都晶莹剔透、味美甘甜。

提及今年的提子产量，王宙敏表

示，受疫情影响，追肥时间延迟了一个
星期，提子园的各项农业作业都有所延
后，较去年而言，预计会有部分损失，但
就目前的进度来看，总体而言产量不会
有大的波动，今年七八月份，游客们还
是可以前来品尝香甜可口提子。

截至目前，海溪乡提子种植基地的
各项备耕工作都已经接近尾声，为今年
提子出土上架和丰产丰收做好了充足
的准备。

章一聪

疫情防控不放松 提子园里春意浓

“叶子有一点发黄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
出现大面积发黄倒伏就要警惕了。”近日，在高
市乡东源口村，市、县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
们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现场勘察和与农户沟通
交流等形式了解当前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及遇
到的难点问题，将关键种植技术与相关培育经
验一并送到了农民的“家门口”。

“最近有一部分浙贝母出现了发黄甚至枯
死的症状，可真是愁人。”看到农技专家们的到
来，高市乡东源口村党支部书记彭正米立马吐
出了“苦水”。他说，去年村里成立了经济合作
社，从村民手上流转了15亩土地试种浙贝母，
如果种植的好就可以在全村推广起来，让村民
一起发家致富，这15亩地的成功与否将直接
决定村民的种植信心。

得知彭正米的“难点”后，农技专家们立即
前往东源口村的浙贝母种植基地查看具体情

况。经过仔细查看与反复谈论，农技专家们得出结论：由于近期高温高湿天气，浙贝母患上了灰霉病。
发现症结后，农技专家们立即对症下药，为农户配制农药，解决了萦绕在彭正米心头的大难题。“没种过
贝母，不了解这种病，多亏了这些农技专家，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让我们种植贝母更有信心了。”彭正
米说。

刚解决完浙贝母灰霉病的问题，农技专家又立马被农户“拉”到了水果玉米育苗基地，在这里，专家
们为种植水果玉米的农户提供最优的生产经验，细致到玉米的农事、施药、施肥、采集、巡园，为下一步水
果玉米的高产打好重要基础。

“经过一系列前期的市场调查，我们发现青田水果玉米的市场巨大，就开始引进种植水果玉米，由于
是第一年种植，相关种植经验还是比较欠缺。”高市乡党委副书记金明喜表示，农技专家们不仅为东源口
村带了丰富的种植经验，还为后续农作物的销售提供了创新性建议。下一步，东源口村将借鉴专家意
见，计划依托石门洞景区以及高市室内滑雪场的游客量，展销东源口村优质的水果玉米，发展农旅结合，
真正让东源口村的村民脱贫致富。 尹宇晓

“把脉问诊”忙支招
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

工人为果苗除草、施肥

梅农正在对杨梅树进行修剪整枝

农技专家在水果玉米育苗基地查看幼苗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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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劳模服务队成员指导种植户田间管理

全力以全力以““复复””迎春风迎春风 抢抓农时劳作忙抢抓农时劳作忙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我县各地各部门早行动、早准备，多措并举稳面积、提产能；多头发力，加强农机农资供应监管；志愿服

务深入一线，贴心服务暖人心；发挥专家资源优势，“问诊”田间地头……力争打好春季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这场开年关键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