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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昌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果树施肥技术规范

中分村跻身美丽休闲乡村“国家队”

规范用药 提高质量

凯丰1120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全冰）初冬时
节，繁昌区峨山镇沈弄村的“智慧芜湖
大米”生产示范基地迎来了收获季。

“云”上巡田、远程管理、工厂化育秧，
“新农人”汪军在这个生产季对数字技
能的熟练掌控，让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实
现双提升。同样，在新港镇，随着5G、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
推广运用，95后的“新农人”操胜对未
来农业生产多了一份从容和自信。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我们正大力
开展农业农村领域招才引智，实行更加
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吸引促进
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我们将建设一
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为打造乡村
全面振兴繁昌样板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繁昌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区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
才。深入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民生

工程，重点面向从事适度规模经营
的农民，建立训育结合工作机制，支
持创办领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
会化服务组织，适度开发线上课程，
加强农民在线教育培训。实施青年
农场主和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培训计
划，分级建立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
合作社带头人人才库，分期分批开
展培训。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支持农
民合作社聘请农业经理人。加快培
育林业职业经理人。鼓励家庭农场
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参加职
称评审、技能等级认定。

该区加快培养农村二三产业发
展人才。深入实施农村创业创新带
头人培育行动，实施乡村创客培育
工程，探索设立乡村就业创业引导
基金。建设农村创业创新孵化实训
基地，培育乡村创客、创业创新带头

人。
该区持续提升农村电商发展水

平，开展电商专家下乡活动。加强美
工、产品设计、宣传营销等实操技能
培训，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定岗培
训、线上线下相结合等培训。将农村
电商纳入就业技能培训工种目录，并
按规定给予补贴。挖掘培养乡村手
工业者、传统艺人，通过设立名师工
作室、大师传习所等，传承发展传统
技艺。鼓励高等学校、职业院校挖掘
具有繁昌特色的传统技艺，开展传统
技艺传承人教育。实施乡村本土建
设人才培育工程，将乡村建设工匠纳
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象，加快培育
修路工、水利员、改厕专家、农村住房
建设辅导员等专业人员，提升农村环
境治理、基础设施及农村住房建设管
护水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全冰）近日，
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 2022 年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名单，全国共 255 个乡村
入选，安徽11地上榜。其中繁昌区孙
村镇中分村榜上有名，同时该村还是
农家乐特色村。

为贯彻落实 2022 年中央一号文
件和《农业农村部关于拓展农业多种
功能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部署，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
展，农业农村部开展2022年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推介，贯通产加销，融合农
文旅，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推介乡村呈现三大特点：一是

创新业态丰富。将农业观光采摘、
农业科技科普有效结合打造高科技
生态农场，搭建光影秀与传统农耕
文化融合的互动式舞台，九成入选
乡村结合不同农时举办采茶节、稻
田音乐节等富有农味的节庆活动。
二是农民主体地位凸显。今年推介
的 农 家 乐 特 色 村 ，农 民 既 是 经 营
者，又是从业者，村内休闲农业从
业人员中农民占比超过 85%，平均
带动农户超过 300 户。三是数字赋
能 营 销 服 务 。 多 数 入 选 村 利 用
App、直播平台等开展营销宣传、门
票预约和客房预订，同时通过大数
据等技术实现消费导引、客流计算

等功能，让服务迈向智能化、信息
化和高效化。

据介绍，自 2013 年始，繁昌区孙
村镇先后整合资金逾2000万元，加强
中分村道路交通、绿化亮化等基础设
施改造，建设卫生室、停车场等生活
配套设施，挖掘新四军红色文化和当
地民俗文化，并成功跻身农业农村部
美丽乡村示范区。2021年，中分村全
面实施“美丽中分·清洁家园”行动，
重点推进中八山河治理水利工程。
如今，漫步在中分村，家家户户干净
整洁，处处庭院花草飘香，“连理树”
头浓荫蔽日，“连理桥”下溪水潺潺，
俨然一幅皖南山居图。

凯 丰 1120 是 早 籼 常 规 水 稻 品
种。2019年、2020年两年区域试验结
果：平均株高83.3厘米，亩有效穗20.8
万，每穗总粒数112.6粒，每穗实粒数
90.0 粒，结实率 79.9%，千粒重 26.7
克。全生育期111.1天，比对照（早籼
310）熟期长1.0天。经安徽省稻米及
制品检测中心检验，2019年米质为部
标普通，2020年米质为部标普通。

该品种 2019 年区域试验平均亩

产 528.11 千 克 ，比 对 照 品 种 增 产
9.03%（极显著）；2020 年区域试验平
均亩产477.44千克，比对照品种增产
8.28%（极显著）。2021年生产试验平
均亩产543.67千克，较对照品种增产
5.08%。

栽培技术要点：常规栽培育秧在
4月5日前后播种，大田用种量5-6千
克，秧龄 28-30 天。一般栽插密度
2.5- 2.8 万穴/亩，每穴 3-4 颗种子

苗。大田亩施纯氮量10千克，重施基
肥，占全部施肥量的80%以上，并注意
氮、磷、钾肥配合，栽后7 天左右结合
施用除草剂，亩追施尿素5.0千克。做
到浅水栽秧，深水护苗活棵，返青后
浅水搁田促分蘖，中期适时适度烤
田，后期干干湿湿。病虫害防治：注
意生育前期稻蓟马、中期螟虫和后期
的纹枯病防治，在重病区还要注重稻
瘟病的防治。 一农

缺氮：叶色浅绿、基部叶片（老
叶）变黄，逐渐向上发展，干燥时呈褐
色。植株矮小，分枝（分蘖）少，出现
早衰现象。

缺磷：叶片变小，叶色暗绿或灰
绿，缺乏光泽，常呈红色或紫色。如
玉米、番茄等作物茎叶上，明显出现
紫红色条纹或斑点。茎短而细，基部
叶片变黄，延迟抽穗、开花和成熟，种
子小、不饱满。

缺钾：茎易倒伏，叶片边缘黄化、
焦枯、碎裂，脉间出现坏死斑点，整个
叶片有时呈杯卷状或皱缩，褐根多。
粮食类作物及其他含糖量大的作物

生长后期需钾量较大，如禾谷类和
薯类、西瓜、葡萄等。

缺铁：脉间失绿，呈清晰的网纹
状，严重时整个叶片（尤其幼叶）呈
淡黄色，甚至发白。对铁敏感的作
物有花生、玉米、高粱、马铃薯、蔬菜
（菠菜、番茄等）。

缺硼：首先表现在顶端，如顶端
出现停止生长现象。根系不发达。
叶色暗绿，叶小、肥厚，幼叶畸形、皱
缩。叶脉间不规则退绿。花发育不
健全，果穗不实，块根、浆果心腐坏
死。如大豆“芽枯病”、苹果“缩果
病”、芹菜“茎裂病”、萝卜“心腐病”

等皆属于缺硼的原因。
缺锌：叶失绿，叶小簇生，叶面两侧

出现斑点，植株矮小，节间缩短，生育期
推迟。如果树的小叶病、玉米的白苗
等。

缺铜：幼嫩枝梢上出现新生叶失
绿，叶间发白卷曲呈捻状，叶片出现坏
死斑点，进而枯萎死亡。如禾谷类表现
为植株丛生、顶端变白，严重时不抽穗、
不结实。果树缺铜则表现为顶梢叶片
呈现簇状，叶和果实均退色等症状。

缺锰：早期缺锰，叶片脉间出现小
坏死斑点，叶脉出现深绿色条纹呈肋骨
状。 繁农

药残是目前水产品质量安全的重
大隐患，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也关系着养殖者的产出效益和水
产业的健康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
渔业渔政管理局修编发布了《水产养
殖用药明白纸2022年1、2号》（以下简
称《明白纸》），代替《水产养殖用药明
白纸2020年1、2号》，主要作了五个方
面修改：一是在《明白纸2022年1号》

“水产养殖食用动物中停止使用的兽
药”中删除“非泼罗尼及相关制剂”。
二是在《明白纸 2022 年 1 号》中新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地
西泮等畜禽用兽药在我国均未经审查
批准用于水产动物，在水产养殖过程
中不得使用”。三是在《明白纸 2022
年2号》抗菌药中新增“盐酸环丙沙星
盐酸小檗碱预混剂”，激素类中新增

“鲑鱼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
中草药中剔除“五味常青颗粒”。四是
将《明白纸2022年2号》“水产养殖规

范用药‘六个不用’”中“一不用禁用药
品”和“二不用停用兽药”合并为“一不
用禁停用药物”，将“六不用农药”修改
为“五不用化学农药”，增加“六不用未
批准的水产养殖用兽药”。五是在《明
白纸2022年2号》增加《已批准的水产
养殖用兽药详细说明》的获取二维码。

时下，我们要高度重视《明白纸》
宣传落实工作。全区有关部门要切实
提高对宣传落实《明白纸》重要性的认
识，按照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
组织辖区内渔业渔政、畜牧兽医、技术
推广、综合执法、质监、教学和科研等
单位，采取科普下乡、联合执法等有效
措施，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各镇、繁昌经济开发区要加快建
立健全水产养殖规范用药普法长效机
制，通过举办线上、线下培训班形式，
充分利用报刊、官网、海报、抖音、微信
公众号、电子显示屏等媒体，加大对重
点养殖主体（大户、企业、合作社、家庭
渔场）规范用药的宣传力度，并逐步延

伸到小散户，形成全领域、广覆盖的浓
厚宣传氛围。要组织渔业官方兽医、
基层技术推广等人员，深入水产养殖
场所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
管理条例》《明白纸》等宣传解读，将

《明白纸》等材料张贴在显著位置，让
养殖主体随时明白哪些药能用、哪些
药不能用，自觉配合做好规范用药工
作。

此外，督导检查上要落实到位。
各镇、繁昌经济开发区要依法加强对
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使用的
督导检查，鼓励养殖单位建立快速药
残检测和质量可追溯、农产品承诺达
标合格证等制度，严格落实休药期规
定及“白名单”制度。强化产地水产品
兽药残留监控和抽样检测，加大对违
法违规用药、生产和经营假劣兽药等
行动查处力度，运用检打联动、行刑衔
接等机制，促进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不断提升，加快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
发展。 渡口

让五华鸡产业
成为乡村振兴
特色产业亮点

今年以来，繁昌区着力提升农产
品品质和深加工，开拓电商销售平
台，充分发挥政策引导、技术支撑、龙
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努力将“五华
鸡”打造成为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县的特色产业亮点。通过长期连续
的政策引导和技术提升，五华鸡保种
育种和开发利用已取得显著成果，五
华鸡已成为该区林牧结合农民增收
的有效途径，是生态养殖和农村经济
发展的亮点。 全媒体记者 杨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