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0 日，公安县埠
河镇代市村梨园内，果农
忙着采摘早熟翠冠梨。

近年来，埠河镇充分
发挥果蔬产业优势，从省
农科院引进水果新品种和
新技术，培植壮大特色果
业，带动当地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潘路 摄）

发展特色果业
助力乡村振兴

盘活资源资产 疏通“源头活水”

洪湖市筑牢集体经济发展根基
□ 通讯员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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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军 通讯员齐立）近
日，全省“二品一标”工作座谈会暨绿色
食品宣传月活动举行，我市组织5家企
业的6个产品参加，并在全省“二品一

标”工作座谈会上作典型发言。
此次活动主题是“春风万里、绿食

有你”，我市组织洪湖市春露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洪湖再生稻米、
湖北晶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卸甲坪
葛根粉、湖北宏凯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
浓香压榨菜籽油（二级）、湖北恒泰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的恒泰香米、金泰福香米
和湖北龙兴湖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龙
兴湖再生稻米等5家企业的6个产品参
加展示，充分展现了我市“二品一标”农
产品的良好形象，宣传了农业品牌，强
化了产销对接，培育了消费市场。

春风万里 绿食有你
我市组织优质农产品参加全省“二品一标”工作

座谈会暨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

农业农业气象气象
■

今年7月8日以来，日落前后，人
们有时会在西方天空地平线上见到较
黑的云体，常会联想到“乌云接日，不
落今日落明日”的天气谚语，可总没见
次日下雨。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每年7月中旬初期，长江
中下游一带已转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气压北抬西伸控制，这一强大的“反
气旋”，气流按顺时针方向辐散下沉，
这样即使天空有云也会消散，便进入
了盛夏晴热干旱天气。但随着“副
高”北抬西伸，高压外围辐散的暖湿
气流，在西到西北方一些地区与那里
的冷空气交锋，会形成强对流云层
（积雨云），在那里产生较强降水。人

们在日落时看到的上述云层，就是积
雨云的上部，正是由于这种云层垂直
厚度可达数千米，顶部离地面高度可
达6千米甚至更高，我们才能看到它，
可底部却很遥远，能见到它的地区却
在副高稳定控制下，只会给那里提供
暖湿气流，若指望它移来下雨，只能
是望云兴叹！

由于此间常处于农历6月，故有
很多人不知道的另一条天气谚语：

“六月乌云接，黄土晒成铁”。
正由于在盛夏期间副热带高压在

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鼎盛期，农
业生产上要注意预防伏旱，尤其是持
续35℃以上的高温热害。这样，通常
在梅雨结束之前要注意在排涝的同
时蓄水保水，不仅为以后提供抗旱水
源，亦有利于为正在抽穗扬花、灌浆的
中稻灌水降温，以提高结实率、增加千
粒重。

“乌云接日”何以不下雨？
□ 通讯员 叶佩 杨青青 李子豪

四季 农时
当前，荆州市大面积棉花处于花铃

期，长势略好于去年同期。由于前期雨
量较充足，导致草害较重，尤其是前茬
油菜地的草害最为严重，应分类加强中
后期田间管理。

育苗移栽棉
因苗管理。对长势旺、已现蕾的早

发棉田，要及早化调控旺；对于长势弱
的棉田要抢墒亩施5公斤左右尿素提
苗，同时及时整叶枝抹赘芽，抢搭苗架。

中耕除草。要抓住晴好天气及时
锄草，中耕破板结，特别是麦（油）棉田，
要尽早清除油菜或小麦自生苗，灭除害

虫藏匿场所。
清沟排渍。目前，江汉平原已进入

雨季，降水明显增多，可能导致棉田积
水，棉花根系发育受到抑制，易发生苗
病，造成弱苗迟发，要及时清理“三沟”。

施用花铃肥。要结合中耕施足花
铃肥，见花每亩施用复合肥25公斤、钾
肥10公斤，尿素8-10公斤，要开沟深
施，同时做好起垄培蔸，促进根系发育，
防倒防衰。

病虫害防治。重点防治斜纹夜蛾
和烟粉虱，于2幼龄虫时用生物药剂防
治，成虫期可用性诱剂诱杀，烟粉虱虫
量大发生时可用烯啶虫胺可溶粒剂喷
雾。要密切关注棉花枯黄萎病、盲蝽
蟓、蚜虫等发生动态，根据病虫情报，搞
好综合防治。

适时采摘。棉铃吐絮后5-7天为

最佳采摘时期，应适时采摘。不摘雨、
露水花和笑口桃，不带壳收花。严格采
摘过程管理，要戴帽收花，用布袋装、
储、运花，严防“三丝”污染。

麦（油）后直播棉
排涝除草。遇连阴雨天气应尽快

排除棉田积水，清理支沟、毛沟，降低地
下水位，给棉株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
境，以利生长发育。土壤墒情适宜时，
要及时中耕除草，破除土壤板结、增加
地温，促进棉株加速生长。

做好化控。江汉平原进入雨季，棉
花营养生长偏旺，麦（油）后直播棉播种
密度较大，后期易出现旺长、落花、落铃
和烂桃，应及时进行化控。

适时追肥。纯氮总施用量控制在
10-14公斤/亩。为防止雨季造成水发

旺长，见花前不施肥或少施肥，见花后
结合中耕进行一次性施肥，亩施复合肥
（N-P-K:15-15-15）50公斤+10公斤
尿素+10公斤钾肥。

病虫防治。蕾期注意防治棉蚜、棉
叶螨（红蜘蛛）、盲蝽象、蓟马等；花铃期
注意防治盲蝽象、棉铃虫、斜纹夜蛾、烟
粉虱等虫害。密切关注棉花枯黄萎病
发生动态，做好综合防治。

催熟采收。在10月中旬左右，当
棉田吐絮率达40-60%，且连续3-5天
日最高温度20℃以上时，每亩用乙烯
利水剂200-300毫升兑水40-50公斤
全田喷雾催熟，注意棉株上下部叶片要
均匀着药。催熟剂现配现用，喷药后8
小时如遇降雨，雨后应及时补喷。一般
脱叶催熟处理15-20天后集中吐絮，
注意及时采收。

荆州市棉花中后期生产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 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江汉平原综合试验站 荆州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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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农大实习生到荆州农业科学院基地 开展植物生产校外实习

本报讯（记者周军 通讯员耿波）近
日，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16名师生

冒着酷暑来到荆州农业科学院耕读教
育实践基地，开展植物生产校外实习。

在荆州农业科学院耕读教育实践
基地，该院棉花、水稻、玉米、西甜瓜等
方面的专家带领大家到试验田中参观，
为学生讲授江汉平原玉米、棉花、水稻、
西甜瓜等育种状况和科研特点，现场为

同学们解答专业知识方面的疑惑。
该耕读教育实践基地由荆州农业科

学院与华中农业大学合作共建，旨在传
承耕读文化、打造耕读校园，搭建学生从
课堂走进田间地头的平台，促进学生知
识、能力、素质融合提升，提升学生综合
能力，培养多元融合的新农科人才。

资源性收入是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的根本保障。近年来，洪湖市坚持把
盘活存量资源、发掘增量资源、高效利
用资源作为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工作
来抓，筑牢集体经济发展根基。

全面清查“家底”。全市大力开展
村集体“三资”清查、债权清收、债务清
偿和问题合同专项治理“三清一治”行
动，全面清理核实村集体“三资”数额、
权属、管理现状，全面整改问题合同，

激活闲置资源，提高使用效率。今年3
月以来，该市共清理可经营性固定资
产1636项，其中资产问题合同93份；
共清理可经营性资源承包经济合同
10759份，金额19119.79万元，其中问
题合同2243份，金额 5534万元。上
述资产、资源问题合同共计2336份，
具体包括：拖欠承包租赁费的合同661
份，金额1474.35万元；内容不清、表述
不全的合同123份，金额158.59万元；
价格过低的合同529份，金额 883.96
万元；到期未终止也未续签的合同180
份，金额252.03万元；承包年限过长的
合同189份，金额2016.3万元；有租赁
事实无书面合同899例；长期霸占无
合同的资产 33 项，机动地 5014.51

亩。8月底前，该市将对这些问题合同
逐一分析研判，依法依规进行取缔、规
范和完善。

提高经营效率。规范村集体资源
资产发包、出租管理行为，严格执行
民主管理和公开招投标程序，实现收
益最大化。该市螺山、乌林等地通过
公开招投标程序，大幅提高集体机动
地发包价，两个乡镇28个村，集体经
济年收入过 50 万元的有 14 个。鼓
励城郊镇村整合现有资源，兴建和改
造物业项目，提高经营收入。新堤街
道柏枝村将破产村办企业改造成仓
储物流园和七彩商业城，年增收681
万元，目前，该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过
千万元。

整合项目资金。大力整合乡村
振兴、党费扶持等项目资金，完善市
级统筹、乡镇管理、村级使用机制，以
特色村、薄弱村为重点，加大扶持力
度，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龙口镇
王家庙村积极争取“2019年发展新型
村级集体经济扶持村”项目，村“两
委”通过实施“一清二升三改”方式，
完善村集体发包鱼池的生产配套设
施，增加鱼池养殖效益，集体鱼池发
包价格从之前的每亩100、200元增加
到900—1300 元，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收入20余万元。去年以来，洪湖市共整
合各类涉农补助资金1.95 亿元，投资
项目23个，为村集体经济增收500余
万元。 聚聚焦焦 三农三农

三农观察

本报讯（通讯员柳会才 陈升煜）近
日，省农科院研究团队冒着酷暑来到监
利市分盐镇裕牛村，考察低糖水稻种植
情况。

裕牛村试种的低糖水稻品种是监
利市人社局党组和村“两委”从省农科
院引进的优质品种，据估算，每亩比常
规稻可增收300元左右。为确保该品
种试种成功，确保种植户利益，市人社
局出资6534元，为330亩试验田购买
了水稻保险。

低糖水稻品种为“金籼 181”，是
省农科院专家培育的控血糖水稻品
种，于2019年 1月1日申请品种权保

护。“金籼181”在华中地区适宜作中
稻 或 一 季 晚 稻 种 植 ，一 般 亩 产
400-500公斤。稻谷千粒重23克，稻
米细长（长宽比 3.2），晶莹剔透无垩
白，米饭蒸煮适宜，米饭偏硬。直链淀
粉含量25-28%，是普通稻米的2倍左
右；抗性淀粉含量5-8%，是普通稻米
的10倍以上。“金籼181”直链淀粉含
量和抗性淀粉含量特别高，是非常理
想的控血糖水稻品种。

该品种首次在荆州地区种植，如试
种成功，明年将在裕牛村及周边村镇大
面积推广，促进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监利市分盐镇裕牛村：

专家送来“金种子”农户走上新“稻”路

本报讯（通讯员王刚）为进一步强
化农药市场监督管理，近日，按照省农
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积极开展农药监
督抽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市农业综合执
法支队组织执法人员到公安县、松滋市
开展农药专项执法督办检查。

检查组先后到公安县、松滋市各农
资经营门店、农业专业合作社检查农药
经营使用情况，督查两地综合执法大队
农药案件立案办理工作。在公安县章
庄铺镇和松滋市南海镇，检查组按照

“双随机”抽样取样原则，分农药生产企

业、经营单位，抽检了杀虫剂、杀菌剂、
除草剂、植物调节剂等4个种类样品，
共抽查相关企业20余家，抽取样品72
个，代表数量达1000公斤。

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销售台
账不完整、消防安全设施不完备等现
象，结合检查结果，市农业综合执法支
队将进一步督促各县市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加强对农药生产经营企业的日常
监督管理力度，要求属地农药生产经营
企业限期整改到位，确保农资市场有序
发展。

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开展农药“双随机”监督检查

乌云接日乌云接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湖北同源拍卖有限责任

公司将于2022年8月12日10时至17
时止（延时除外），在中拍平台（网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上公开、公
平、公正对以下资产进行公开网络拍

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松滋市华林苗木有限公司位于松

滋市新江口镇狮子咀村房屋1栋（白
云山庄），建筑面积700平方米。

起拍价：528400 元 保证金：
50000元 竞价阶梯：1000元

（标的详情可登录我公司网站或
微信公众号查询）。

二、咨询、展示看样时间与方式：
即日起至2022年8月11日（工作

时间）止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本公司联
系（联系电话：15926645267 可加微信）

三、本公告其他未尽事宜，请致电

咨询。
曾经理：15926645267

0716-4083990
联系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北环路5号
湖北同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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