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康庄严

2 月 25 日上午，阳光灿烂。在
鄞州区姜山镇新张俞村，一处 450
亩的油菜地绿意盎然。

眼 下 正 是 油 菜 长 株 的 关 键 时
节。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总站高级农
艺师王旭伟和同事一早来到田头，
察看油菜长势。“这片油菜生长不
平衡，缺株较多，有可能影响产
量，得抓紧施一次肥。”王旭伟叮
嘱蹲在身边的归本农场负责人汪琰
斌，每亩地要施尿素 10 公斤以上。

汪琰斌是一名 90 后种粮大户，
承包了 2700 多亩农田，今年第一次
在稻田里种植油菜。“气温一旦升
高，几百亩油菜马上就要抽薹，进
入开花期。”在油菜地走了几圈，
王旭伟告诉汪琰斌，“三月份是油
菜菌核病高发季节，防控不当易造
成减产，初花期和盛花期一定要进
行两次防治。”

防治需要人手，可是劳动力不

足成了农场面临的棘手问题。“本
来这个时候应该有 20 多名工人，现
在 只 有 7 名 ， 而 且 还 在 居 家 隔 离
中。”汪琰斌透露。

“油菜可以用无人机防治，省
时省力，我马上给你联系。”王旭
伟当即打电话落实植保无人机，为
农场解决了一大难题。

“春季的天气就像孩儿脸，一
天就会变三变。”王旭伟提醒汪琰
斌，沟渠一定要清理好，防止田间
渍害，减缓后期根系衰退。

走出油菜地，王旭伟他们又赶
往奉化区的一家合作社。等田间指
导结束，已是中午时分。农技人员
从车里拿出自带的干粮，坐在田边
匆匆解决。

王旭伟小分队是市农业农村局
组织的农技小分队中的一支。

当前正是备春耕生产的紧要关
头。疫情发生以来，市农业农村局
派出油粮、蔬菜、果瓜、茶叶等 80
支小分队，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开

展送技术服务，解决实际困难。
这段时间，市农科院发挥专业

技术优势，启动“战疫情保生产农
业科技帮扶行动”，派出精兵强将
深入宁海、象山、鄞州、奉化、慈
溪、余姚等地，送技术、送服务，
破解生产中碰到的实际问题。市农
科院还开通农技服务电话热线，进
行在线指导。

王 旭 伟 告 诉 笔 者 ， 受 疫 情 影
响，之前安排的农技培训不得不取
消。为此，市农技总站及时编写下
发了备春耕农事指导手册，并通过
农民信箱、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发布
春花作物培育管理、早稻育秧等技
术资料，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各区
县 （市） 还创新培训方式，充分利
用互联网开展网络教学。

农技专家建议种植大户适当改
变种植方式，增加用工量少、播种
时间迟的直播早稻面积，以应对疫
情期间劳动力紧张、物资难到位等
难题。

农技专家下田头农技专家下田头

记 者 何峰
通讯员 陈莹 邵少杰

3 月 1 日 上 午， 天 空 开 始 放
晴。在镇海区九峰农场的小麦种
植基地里，工人们正紧张进行沼
液灌溉作业。他们将沼液运输车
停在机耕路上，拖着蓝色的皮管
走到小麦田中央，扬起龙头开始
喷洒沼液。

“本打算正月初六就回镇海上
班，没想到被疫情拦在了老家。”
正在作业的九峰农场的李师傅是
江苏人，他告诉笔者，2 月下旬
来 到 农 场 ， 比 原 计 划 迟 了 20 多
天，加之回镇海后居家隔离了一
段时间，上周才开始正常工作。

“农时不等人。前一段时间缺
乏人手，农资也运不进来，只能
干着急，现在要把时间抢回来。”
镇海九峰农场负责人项本开说。
九峰农场去年冬天种植的 1000 多
亩 小 麦 ， 经 过 一 个 冬 天 的 “ 蛰
伏”，在春风春雨的“滋润”下，
绿色的麦苗长势良好，似一张绿
色的毯子铺在大地上。

春节前，九峰农场就备好了
沼液和化肥，并检修了各种灌溉
器具，等工人过完春节就进行春
季作业。“原本计划正月初七开始
春耕作业，没想到工人因疫情一
时 回 不 来 ， 这 样 就 耽 误 了 20 多
天。上周，工人基本回来了，春
耕终于全面铺开，我们加班加点

赶进度。”项本开说，虽然紧赶慢
赶，目前小麦田的沼液灌溉作业
只完成了 50%多。

九峰农场属于滨海围垦地，
土 地 里 有 不 少 建 筑 垃 圾 ， 石 头
多，土壤黏性又很高，土质相对
较差。沼液既可以改良土壤，还
是优良的农家肥，有助于提升粮
食亩产和品质。农场自建了沼液
池，半年前就开始为春天的这一
次施肥准备。 “围垦地的泥土
太硬，作物的根根本‘插’不下
去，影响了小麦和水稻的生长。
现在我们就用灌溉沼液这个老办
法 ， 让 土 壤 变 得 松 软 而 富 有 营
养。”项本开说。如果不用沼液灌
溉，想要改变土质的话至少需要
20 多年，用了这个办法，只要花
五六年的时间就能实现改良土地
的目的。虽然成本高，但为了优
化土地，项本开觉得一切都值得。

“农场实行小麦和水稻轮作，
春天进行一次沼液灌溉作业，粮
食产量有望提升 20%。”项本开
说，“春季是改良土壤和提升肥力
最 好 的 季 节 ， 一 旦 错 过 春 耕 作
业，小麦的亩产量会减少 50 公斤
左右，同时会影响晚稻的收成。”

这阵子，只要不下大雨，九
峰农场的工作人员就起早贪黑地
在小麦田里忙碌。李师傅告诉笔
者，“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小
麦生长的关键时期，要把失去的
20 多天‘追’回来。”

九峰农场：

争分夺秒赶进度

记者 王博

“老张，货到啦”“好嘞，来
啦”⋯⋯3 月 1 日一早，农户张士
元 订 的 尿 素 、 钾 肥 复 合 肥 到 货
了，他赶忙停下手中的活，引导
农资公司的送货师傅们把化肥送
进仓库。

农时不等人，农药和化肥是
春 耕 的 重 要 物 资 。 2 月 10 日 以
来 ， 宁 波 市 鄞 丰 农 资 有 限 公 司
的 仓 库 里 一 片 热 火 朝 天 的 景
象 。 作 为 鄞 州 区 主 要 的 农 资 配
送 储 备 中 心 ，“ 鄞 丰 农 资 ” 从 2
月 10 日开始为各镇 （街道）、连
锁 经 营 网 点 和 种 田 大 户 供 应 化
肥、农药和农膜。

“目前我们约占到鄞州区市场
农资流通量的 60%，发挥着全区
农资市场主渠道作用。”公司负责
人彭富根说，疫情期间，他们在
区农业农村部门和区供销社的支
持 下 ， 提 早 从 山 东 、 江 苏 、 贵
州、福建等地采购了一批农药和
化肥，又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
用集装箱、火车和汽车把一批批
农资运抵宁波。“眼下，我们为鄞
州储备了 3700 吨化肥和 110 吨农

药，储备量比去年略有增长，充
足了货源、稳定了价格。”

疫情期间，全国多地交通管
制，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按
时复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
资配送。“武汉封城之后，我们意
识到疫情的严峻，第一时间采购
了 口 罩 、 消 毒 液 、 体 温 计 等 用
品。紧接着，政府又开来了‘交
通通行证’，保障了农资的正常
运输。”彭富根说。后来，交通
问题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又
出现了。

防疫不松懈，春耕不耽搁。2
月 初 ， 在 企 业 人 手 最 紧 张 的 时
候，仅有的 4 位装箱工人日出而
作日落而归。后来，随着工人们
陆续返甬并解除隔离观察，公司
的农资配送问题也得以彻底解决。

这几天，作为“鄞丰农资”
位于鄞州区内的 55 家连锁网点之
一 的 鄞 丰 农 资 云 龙 镇 丰 收 农 资
店 ， 店 老 板 赵 浩 义 忙 得 不 可 开
交。云龙甲村等周边各自然村的
农户们需要化肥的电话一个接着
一 个 ， 赵 浩 义 忙 着 往 各 个 村 送
货，每天除了帮工人们装卸货，
他还要对所有送货车辆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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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建文

广 袤 的 麦 田 里 ， 一 架 无 人 机
“嗡嗡”低飞，均匀地喷洒农药。
日前，奉化西坞街道种粮大户江辅
德 请 来 区 中 心 庄 稼 医 院 的 “ 飞
手 ”， 为 1500 亩 小 麦 实 施 飞 防 作
业。老江说，现在防疫关口，人手
特别紧张。按以往，这么大片麦田
喷完一遍药，要 10 多人干上近一
周，“现在飞机作业，两个人三天
就搞定，帮了大忙。”

农时农事不等人。眼下，正是
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在严格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我市农机部
门周密部署，发挥好农机“主力
军”作用，协力打好农业生产开春

“第一仗”。
目前，大规模春耕生产拉开序

幕。受疫情影响，农机服务网点开
业延迟，到上月下旬才陆续复工复

产。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处负责
人介绍，目前，农机维修、配件供
应基本恢复正常，在农机部门的指
导下，各地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
都在紧张进行农机具的检修、维护
保养，确保以良好状态投入到生产
作业中去。如象山县投入大中型拖
拉 机 、 履 带 式 旋 耕 机 等 农 机 140
台，最近完成 4000 亩小麦植保和
5000 亩水稻种植，为夏季丰产丰收
奠定基础。

初春，正是果树修枝、增肥的
时节。在四明山区的果香园生态农
场，一列“小火车”沿着 1000 米长
的轨道，把两三百公斤重的有机肥
送到农场的各个点。农场负责人何
达峰告诉记者，这套单轨运输车是
农场耗资 20 万元在去年下半年引进
的，“非常适合丘陵地带的果园。
以往 5 个人干的活，现在一台车、
一个人就能搞定，省时、省工。”

受疫情影响，外来劳动力来甬
务工受到一定影响，对很多生产基
地来说，劳力不足成一大难题。在
这种情况下，我市农机服务组织近
年来引进的多种新型高质高效农
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机器换人”
表现抢眼，实现减员增效，保证
春耕生产。在余姚市马渚镇开元
村的农田里，农用拖拉机、农用
植保无人机、插秧机等农机已在
试运行。当地的英苗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朱涛说：“像这种
久保田插秧机，又能插秧又可施
肥，省了一道工序，植保无人机的
作业效率是人工的 10 倍以上。”余
姚水稻种植面积约 30 万亩，通过

“机器换人”，一个人可以管理 110
亩稻田，劳动生产率提高至少 50
倍。

蔬 菜 种 植 这 个 传 统 的 劳 力 行
业，也正在用机器“解放”双手。

镇海是我市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
防疫期间，为保障市场供应，镇海
区农机管理站帮助指导九龙湖育苗
中心及时复工，开足马力对茄果类
蔬菜种子进行工厂化育苗作业，并
协调了新型起垄开沟机等农机，指
导大棚蔬菜基地加快机械化耕作、
作业。

据悉，到 2 月底，我市投入农
业机械 7824 台用于春耕生产，其
中，拖拉机 2695 台、插秧机和穴直
播 机 2006 台 、 耕 整 地 机 械 2903
台、播种机械 220 台，机力充足。
各地农机部门通过农民信箱、农
机大户微信群、QQ 群、电话等宣
传落实农机购置补贴等支农惠农
政 策 ， 引 导 、 协 调 农 机 合 作 社 、
家庭农场等开展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的用工、用机、物资采购等工
作，保障春耕农机化生产的顺利
开展。

““机器换人机器换人””，，打好春耕打好春耕““增效仗增效仗””

化肥农药都备齐

““鄞丰农资鄞丰农资””的工人为农户送来化肥和农药的工人为农户送来化肥和农药。。（（王博王博 摄摄））

余姚梁弄镇果香园生态农场利用单轨运输车运输有机肥余姚梁弄镇果香园生态农场利用单轨运输车运输有机肥。。（（万宋庆万宋庆 摄摄））

农技专家在田头指导农技专家在田头指导。。（（孙吉晶孙吉晶 摄摄）） 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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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 月 5 日就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惊蛰，意味
着接下来的日子里气温
回升、雨水增多，万
物将蓬勃生长。疫情
防控到了最吃劲的关
键阶段，春耕备耕也
进入了关键时节。今
年，受疫情影响，我
市农业企业、专业合
作社和农户出现了人
手紧张、物流不畅等
困 难 。 农 时 不 等 人 ，
防疫和生产“两手硬
两手赢”，我市的政府
部门、农资公司、农
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和
农户克服各种困难，在
大好春光里不误农时、
不误生产。

九峰农场的工人正进行沼液灌溉作业九峰农场的工人正进行沼液灌溉作业。。（（何峰何峰 陈莹陈莹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