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齐雄 李杰 报道“气温回升，正是除草、打药、浇水的
好时候，用智慧农机又快又好，还有利于疫情防控。”日前，在河北
省磁县讲武城镇朝冠村种粮大户李研军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盘
旋在麦田上空，正对小麦喷洒农药。

李研军承包了乡亲 600余亩地，按照以往每人每天防控约 20
亩地，需要30个人才能打完。如今，用无人机喷药，1个人只需要
一天半就能打完，效率提高了几十倍。

今年，磁县广大农民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备耕。智慧
农机就挑起了春耕春管的“大梁”，成为春季农业生产的“主角”。

在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指导下，广大农民用上了植保机器人、植保无
人机等智能化农机装备。

据了解，磁县是“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之一，有37万余亩耕地，
其中小麦种植面积为 21万亩。今年以来，磁县充分利用农业科
技、大数据应用以及物联网平台等发展智慧农业，依托移动互联
网，使用电脑、手机APP等装备，在“智慧农场”大数据精准作业服
务系统、“农机直通车”平台上实现了现代化管理，使农业生产从人
工劳作走向智能化，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节本增效，还提高了农产品
质量。

河北磁县：智慧农机“挑大梁”

4月初，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近千个大棚樱桃进入成熟期，当地农民分时分段抓紧采摘，供应各地市场。
图为山亭区凫城镇官庄村贫困户张玉堂正在采摘大棚樱桃。 王启蒙/摄

日前，位于德国科隆市的山东
叁时叁刻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外仓
装修完毕，即将启用。“有了海外分
拨中心，今后再向欧洲出口我们的

‘苍山大蒜’就更方便了。”公司负责
人马士虎说，“这个海外仓面积达
3000平方米，今后出口的大蒜可以
在这里直接分拨，一两天的时间就
能发送给客户，省钱又省时。”

马士虎的家乡是山东省兰陵
县，该县具有 2000多年的大蒜种植
历史，有着“中国大蒜之乡”的美誉，
产出的“苍山大蒜”头大瓣齐、皮薄
如纸、呈四六瓣，具有极高的营养价
值和药用价值，产品远销日韩、北
美、东南亚、中东等地，但欧洲市场
却一直处于空白状态。

“为家乡大蒜开拓欧洲市场的
想法，源自 2019年 7月赴德国考察
的经历，我们发现德国当地的超市
里大蒜价格卖到每公斤 4欧元，换
算成人民币大约是每公斤 32元，这
个价格要远高于国内的蒜价。”马士
虎说。

在兰陵县商务局的对接服务
下，叁时叁刻公司在产品包装、检测
标准、出口报关手续等方面作了充
分准备。两个月后，一个装载着 10
吨“苍山大蒜”的集装箱漂洋过海，
来到了德国汉堡港。“这些出口的大
蒜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也通过了
县检验检测中心的检测。”马士虎
说。

在汉堡港卸了集装箱后，马士

虎联系了十多家超市和饭店，看着
头大瓣齐的“苍山大蒜”，德国客商
啧啧称奇：“这种大蒜不会是新品种
吧？四六瓣的大蒜没见过”。马士
虎对德国客商详细介绍了“苍山大
蒜”的特点、品质以及种植历史，客
商非常感兴趣，很快订购一空。

“苍 山 大 蒜 ”打 进 了 欧 洲 市
场，蹚出一条开拓国际市场的新
路子。谈到今后的打算，马士虎
充满信心地说：“要本着稳扎稳
打、步步为营的原则，先从一个点
入手，做成一两个海外仓，实现初
期盈利。之后，我们还将在欧洲
其他国家开拓更多市场，把我们
的‘苍山大蒜’以及更多的兰陵农
产品推出去。”

“苍山大蒜”欧洲市场闯关记
□ 徐侠 吕兵兵

“我这 30 个钢架棚和 5
个温室的冬枣树都开始发
芽，需要人员管理，但是疫情
当前，必须先做好防护工作，
然后才开始干活。”近日，在
河南省内黄县高堤乡西渡
村，种植大户、万丰嵩立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军伟
一边指挥着工人消毒，一边
对笔者说。

而在内黄县马上乡春萌
瓜菜育苗专业合作社的育苗
大棚内，七八个戴着口罩的工
人在相互间隔 2 米开外的苗
床间已经开始嫁接西瓜苗。
合作社负责人袁旭海说：“我
们第一茬甜瓜苗 600万株，已
基本销售完毕，这次育的 60
万株西瓜苗正在嫁接，过几天
还要再育 500 万株甜瓜苗和
辣椒苗。”

与此同时，在内黄县最南
端的梁庄镇南李庄村，瓜农李
俊师、王素平夫妇，一大早就
戴上口罩、全面消毒，然后骑
上三轮车来到自己的温室大
棚采摘黄瓜。

“惊蛰”前后，万物萌动。
作为农业大县、“中国蔬菜之
乡”的内黄县，一手抓防疫工
作，一手抓田间生产，通过政
府搭桥、空中课堂、代购送家
等方式，切实解决疫情防控期
间群众春耕生产中遇到的实
际困难，激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力量，凝聚农业管理、销售、
农资服务保障等线上线下“双
线”专业力量，棚内做优农产

品品质，棚外抢早生产，实现
农业产能、农民收入“逆势”上
扬，勾勒出疫情防控下乡村产
业振兴的新图景。

政府牵线搭桥 瓜菜滞销
变畅销

在梁庄镇牡丹街村董军
正的温室大棚内，笔者看到绿
油油的黄瓜秧长势喜人，每根
瓜秧上都挂着几个水嫩翠绿
的黄瓜等待采摘，还有一大批
顶花带刺的小黄瓜正在次第
长大，一派丰收的景象。

“疫情管控前期，我们的
黄瓜五角钱一斤也没人要，后
来我们就给镇政府领导反映
这个情况，没几天黄瓜就好卖
了，而且价格也很快恢复到正
常的每斤 2.5元到 3元钱。”董
军正一边采摘黄瓜，一边高兴
地说。

梁庄镇是豫北远近闻名
的温棚瓜菜重镇，全镇拥有各
类温棚一万余亩，其中，正处
于黄金采摘期的温棚黄瓜有
1200余亩，平均日产量在6万
斤以上，这也是当地菜农主要
的收入来源。

“为了解决群众的卖菜
难，我们在严格抓好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市场行
情，及时与每日一淘电商交易
平台、内黄果蔬城、县工商联、
大型商超、郑州万邦蔬菜交易
公司等电话对接，协调为生鲜
物资运输车辆颁发道路通行
证，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保
持了黄瓜价格稳定和市场供
应，确保了疫情防控和农民
增收两不误。”内黄县梁庄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樊高伟说。

“从春节前至今，全县的
西红柿、黄瓜、蒜苗、菜椒等
农产品的棚内收获期与疫情
防控期‘双期’叠加，但这些
农产品在克服短暂困难后，
一路畅销且价格稳定，内黄
果蔬城每天销售量达 600 多
吨，这离不开各级政府和农
业专业合作社的共同努力。”
内黄县果蔬城相关负责人
说。

代购物资送上门 春耕备
耕不慌张

近日，内黄县城关镇王
小汪村一辆载满化肥的卡车
前，村民张现平正在把订购
的农资卸车。年过五十的老
张，今年种了 30多亩小麦，时
下正是浇水施肥的季节，由

于疫情防控要求不出门、不
走动，浇地急需的化肥，成了
他的一块心病，而让他没想
到的是，村干部一个微信，就
解决了他的问题。

春播花生是内黄县朱小
汪村的主导产业，全村耕地
5000 亩，其中春播花生 3900
亩。这次全村集中代购农资
42 吨，其中尿素 24 吨、复合
肥 18 吨，满足了小麦返青和
春播花生使用。“眼下咱群众
虽然不能出门，但有政府跟
村‘两委’班子的帮忙，从外
面购买回来的肥料不仅质量
好，而且价格也不高。”朱小
汪村村民朱贵堂说。

为了保障防疫工作不误
春耕生产，内黄县各村都组
建了村干部代购队，利用微
信群、打电话等方式，帮村民
代购化肥、种子等农资物品，
并免费送货上门。

“今年，我们已提前安
排，针对群众买种、买肥、买
地膜等迫切需求，县、乡、村
三级统一联系大棚膜、化肥
等农资，确保供应及时、价格
稳定，并认真消毒，将化肥农
资等统一送货到农户家中，

做好‘服务员’，确保防控不
留死角，生产不误农时。”内
黄县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
说。

“空中”专家课堂 农业生
产指导忙

3月初，内黄县石盘屯乡
大理村村民陈新顺正在给小
麦浇返青水。突然他发现一
块地的小麦茎秆及叶片有些
发黄，与其他地块明显不同，
于是他拿出手机急迫地给县
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农
技站站长武贵州打电话询
问：“武站长，我的麦苗好像
生病了，您看有啥救治办法
没有？”

陈新顺是石盘屯乡的种
粮大户，种了 800多亩地。由
于武贵州正在中召乡指导群
众生产，而中召乡离大理村
有 50 多公里路程，一时半会
赶不过去。武贵州就叫陈新
顺用手机把生病的小麦拍个
照片发到自己的微信里，然
后根据分析的结果对他说：

“你的小麦得的是纹枯病，及
时喷施三唑酮、戊唑醇药液
就可以救治过来。”听了专家
的话老陈放下心来。

无独有偶，2 月下旬，井
店镇杜河道村大棚黄瓜种植
户杜军峰培育的 2 万株黄瓜
苗出现病害，因防疫关键时
刻，村内人员不能外出，外边
的人员也不能进村。紧急时
刻，杜军峰向县蔬菜生产服
务中心打电话求助，中心高
级农艺师周建坤立即与大棚
内的杜军峰进行视频对话，
并根据视频中看到的瓜苗情
况，对症下药，很快便解决了
问题，使其免受经济损失。

为了确保全县春耕备耕
有序进行，今年，内黄县农业
部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春耕备耕技术指导，通过
广播、电视、网络、微信等现
代手段开设“空中课堂”，对
农民朋友进行在线技术指
导。同时，加强农资市场监
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
产品，让农民朋友用上放心
农资；及时发布重大天气变
化信息，提醒农民要重点预
防“倒春寒”等极端恶劣天气
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截至目前，内黄县 89 万
亩小麦已经浇水 63 万亩，施
肥 63 万亩，化学除草 30 万
亩，中耕 5万亩，病虫害防治
30 万亩，为夏粮丰收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同时，全县 10
万亩早春甜瓜、西红柿、黄瓜
等大棚蔬菜已全部定植完
成，4 月下旬即开始上市，预
计 1.5万亩小弓棚西瓜 3月中
旬定植，5月下旬也可上市。

内黄县的别样“春耕图”
□ 刘超 张培奇 范亚旭

本报讯 陈子龙 报道 眼下，陕西省黄龙县界头庙镇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拉开了春耕生产的序幕，在范家卓子村和景
家园村的大棚里，村民们开始分时下地、分散干活，松土、除草、采
摘新鲜蔬菜，忙得不亦乐乎！

在范家卓子村蔬菜温室大棚区，近10亩的大棚西红柿已经到
了第3茬收获的时间，鲜红圆润的西红柿散发着清香。菜农们正
埋头采摘、装箱，一筐筐红色诱人的西红柿装上了运往外地的车
辆。让在这长期打工的王冬梅尝到了甜头，在农闲的时候也能获
得一分收获。

“建棚以来一直都在这儿打着工，疫情期间也出不了门，我天
天都来这儿干点活，也为自己家庭增加一些收入。”范家卓子村村
民王冬梅说道。

自从延安供电黄龙分公司帮扶范家卓子村以来，不仅为村上
建设温室大棚，而且扶持当地贫困户发展养殖产业。该公司从垫
资购买猪仔到销售猪肉，都是一条龙服务，让贫困户吃上一颗定
心丸，还把生猪销售款分别送到了5户贫困户手中。

据了解，随着疫情逐步稳定，界头庙镇积极采取得力措施优
先推进种植养殖业、疫情防控、春耕生产等保障性产业复工复
产。范家卓子百福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景家塬羊肚菌种植基
地、红太阳农副产品购销有限公司及部分玉米、苹果收购商等一
批民生保障性企业克服重重困难，有力有序统筹抓好经济运行、
企业复工、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下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一盘棋，
形成推进发展集体经济的强大合力。

陕西黄龙县：大棚经济春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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