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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李聪 报道）为积极应对高温干
旱天气，连日来，邹平市高新街道抢
抓农时，加大节水灌溉力度，同时抓
好田间管理，有效助力作物生长，保
障秋粮稳产增收。

近日，笔者在周东村高标准农
田里看到，农户利用可移动喷灌设
备给玉米浇水。据了解，该街道今
年种植玉米、大豆等作物近 1.5 万

亩，除采用普通喷灌设备浇水外，还
借助指针式喷灌、滴灌等方式实施
节水灌溉。“现在基本是 24 小时不
间断浇水，简单操作一下，设备就能
自行运转，省时又省力，一天半基本
就能浇一遍。”该村种粮大户甘玉成
说。自去年开始，甘玉成新上了滴
灌设备，在小麦种植上已初见成效，
节水保墒效果非常明显，每亩地与
大水漫灌相比能节约一半用水量。

该街道农技专家卢延晓介绍，
各地块基本都上了喷灌设备，已完
成 100% 耕地灌溉，没有出现土壤
板结情况，出苗率能达到 98%。在
三里村农田里，种粮大户孙美侠和
卢延晓进行农田日常管护作业，进
一步了解墒情和苗情。“日常管护的
好处就是一旦发现缺水或者病虫
害，我们能第一时间浇地或者打药，
再加上农技专家的指导，确保墒情、

苗情持续向好。”孙美侠说。
“现在玉米大约长到 20 厘米高

了，整齐度也非常不错。我们将常
态化开展田间管理，及时介入，送政
策，送服务，当好农户的‘农田管理
伙伴’。”卢延晓表示。据了解，高新
街道已派出 5 名农技专家到田间地
头开展精准指导，助力农户抓好田
间管理，为秋粮丰收打下了坚实基
础。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陈行云 报道）浓情夏日，瓜果
飘香，眼下，邹平市台子镇十公里
水果长廊的尚银绿色家庭农场种
植的珍珠油杏成熟了，笔者走进农
场看到，满树的油杏挂满枝头，鲜
亮油润，小巧玲珑，穿梭在油杏林
中，果香扑鼻，令人陶醉。

据了解，珍珠油杏是“杏中之
王”，离核，核光滑，壳薄，核仁饱
满；果肉橙黄色，韧，硬，味道浓甜，
富含香气。油杏营养丰富，内含较
多的钙、磷等矿物质，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等，深受广
大消费者青睐。尚银绿色家庭农场
地处黄河大堤南侧，充足的阳光、
丰富的水源为作物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生长环境，该农场的土壤经过
有机肥改良，土壤更加肥沃，保障
了果树的营养补给。

尚银绿色家庭农场的油杏不
仅挂果率高、口味好，还便于运输、
耐储存，油杏成熟之前就已经吸引
了不少客商前来预订，真正成为乡
村振兴的“金果果”。

台子镇将因地制宜调整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延伸产业发展
链条，打通赏花、采摘、果品深加工
等全产业链，着力打造集生态旅
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
特色旅游服务产品，真正实现产业
增效、农民增收、生态增值，为群众
增收提供坚实保障，为乡村振兴夯
实产业基础。

滨 州 日 报/滨 州 网 高 新 区 讯
（通讯员 赵薇 报道）为进一步检验
“春防”期间畜禽疫苗注射后的免
疫效果，近日，高新区青田街道畜
牧工作站组织防疫员深入各村，开
展畜禽采血检测工作。

工作人员重点对春季防疫后
的畜禽等高致病性禽流感、牲畜口
蹄疫等动物疫病抗体产生情况进
行抽检查验，查看前期家畜家禽注
射疫苗后是否产生了抗体、是否感

染其它疾病等，有效遏制畜禽传染
病的发生。工作人员在做好抽血
采样的同时，还向养殖业主和管理
人员宣传动物疫病防控知识，并就
养殖户现场提出的各类问题进行
了耐心细致解答。

青田街道畜牧工作站将进一
步加大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力度，提
升畜禽疫病预警能力，为养殖业健
康发展保驾护航。

“百果园”铺就致富路

珍珠油杏成为
乡村振兴“金果果”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徐佳芮 报道）连日来，沾化区
富源街道大李村党支部充分发挥
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全体村民
抢抓农时，积极投入到秋粮抢种、
抗旱保苗工作当中，为秋粮丰产丰
收奠定基础。

思想重视绷紧弦，行动坚决不
松懈。该村及时召开专题会议部
署各项工作，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
重点，在村主要干道、路口等醒目
位置张贴秸秆禁烧通告，悬挂宣传
横幅，充分利用广播喇叭、微信群
等方式，广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
害、秸秆循环利用常识等，让生态
环保和安全生产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
秋粮抢种争朝夕，田间地头忙

劳作。大李村村“两委”精心策划、
科学安排，及时与辖区农业机械操
作人员联系，组织人员和机械力
量，抢抓晴好天气，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玉米等秋粮播种，为秋粮丰产
丰收打好基础。

藏粮于技助高产，抗旱保苗显
成效。面对持续高温干旱天气，该
村组织全体村民，采取有效措施抗
旱保苗，确保农田得到及时、有效
的灌溉。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实现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助力农业生产绿色高
质量发展。

“节水灌溉+日常管护”保障墒情苗情持续向好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 （通
讯员 韩玲 报道） 眼下，在沾化区
冯家镇裕丰生态家庭农场“百果
园”里，樱桃、西瓜、葡萄等各
种水果成熟上市，吸引了不少市
民游客前来采摘。

笔者走进该农场的樱桃园里，
看到长势旺盛的樱桃树枝头挂满
了一串串火红的果实，在绿叶的
映衬下，更加晶莹剔透，慕名而
来的游客一边采摘品尝，一边拍

照打卡，大饱口福的同时，尽情
享受田园采摘的乐趣。

据 了 解 ， 冯 家 镇 裕 丰 生 态
家 庭 农 场 共 种 植 3 亩 樱 桃 树 ，
今年是第一年结果。此外，该
农场还种植了西瓜、葡萄等北
方常见水果，以及火龙果、香
蕉、木瓜等南方特色水果，真
正打造出一个“百果园”，满足
了市场需求，助力村集体和村民
持续增收。

青田街道畜牧工作站完成畜禽采血检测工作

加强动物疫病防控
护航养殖产业发展

大李村高效推进
秋粮抢种和节水灌溉

滨 州 日 报/滨 州 网 讯（记 者 
房 艳梅 通讯员 张振华 报道）近
日，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卤虫
分会工作会议在滨州召开，来自天
津科技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亚洲
区域卤虫参考中心、山东省海洋科
学研究院食品与医药研究所、山东
省现代农业虾蟹产业技术体系等
卤虫产业领域的专家、企业家共聚
一堂，深入探讨交流，共谋合作发
展，助力全国卤虫产业高质量发
展。

滨州是卤虫产业的发祥地、盐
田卤虫卵的重要产地，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水产产
业发展，将其列入全市五大千亿级
优势产业集群，形成了对虾、贝类、
卤虫三大优势主导品种。目前，
全市卤虫卵年加工量 3000 吨、
产值 12 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
70% 以上；我市的卤虫卵提纯、
加工和贮存等技术水平世界领先，
以友发、汇泰、通源等公司为代
表的虫卵加工和贸易产业延伸到
泰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成为渔业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

滨 州 日 报/滨 州 网 讯 （记 者 
贾洪涛 通讯员 赵乐乐 报道） 自 6
月份以来，全市城乡水务系统快速
行动，落实措施，全力以赴抗旱保
生产。

积极引黄调水。市防指、省防
指先后于 5 月 18 日、5 月 29 日启
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黄委
6月5日批复我市2.1亿立方米应急
抗旱用水指标，6月13日起，我市
13 座引黄涵闸全部提闸放水。水
务、河务部门建立日会商机制，随
时调整引水计划，保障闸口最大出
水流量。同时，按照保下游、控中

游、严上游的原则，合理分水配
水，加密渠道巡查，打击偷水抢水
行为，维护引水秩序，最大限度保
障各县市区用水需求。截至6月24
日上午 8 时，累计调引应急抗旱用
水15379万立方米，其中引非农业
水 4151 万立方米，有效保障了城
乡居民生活用水安全；引农业用水
11228 万立方米，完成农田灌溉
114万亩。

扩大灌溉水源。市城乡水务局
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指导各县市
区挖掘微咸水、地下水等可用水
源，落实做好渠道清淤、提水泵站

维修等工程措施，综合采取蓄、
引、抽、提等方式，全力增加农业
灌溉可用水量。目前，全市共计投
入机电井 9440 眼、泵站 411 处、
机动抗旱设备8570台套。

严防旱涝急转。全市城乡水务
系统在全力做好旱情应对的同时坚
持旱涝并防，积极推进防汛备汛各
项工作。目前已落实 54 座水库、
37 座大中型水闸防汛责任人 273
人；对潮河双刘、坡杜 2 座水闸和
古城、郭庄 2 座水库进行除险加
固，实现病险水闸水库动态清零；
积极推进徒骇河、德惠新河等骨干

河道治理和沙河、付家河等 6 条中
小河流治理，月底前完成主体工
程；在主城区，实施 17 处水系连
通工程，建设43 处雨水快排通道，
检查 945 处城市排水设施、27 条
河道、54 座水库，对于发现的问
题均已整改完毕；清理主城区雨水
箅子 5660 个，更换维修井盖 244
个，所有检查井均配备防坠网；细
化落实巡查防守、转移避险等措
施，建立 37 支 1500 余人防汛队
伍，举行防汛演练 20 余次；加强
防汛物资储备管理。

积极引黄调水  扩大灌溉水源  严防旱涝急转

全市城乡水务系统快速行动抗旱保生产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卤虫分会工作
会议在滨州召开

滨州卤虫卵年加工量3000吨
占全国市场份额70%以上

近日，滨城区杨柳雪
镇农民在用黄河水浇灌
玉米。

正值“三夏”关键期，
我国北方地区持续高温
和干旱，各地群众积极应
对，全力开展抗旱工作。
 新华社发（初宝瑞 摄影）

“三夏”时节
抗旱忙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李蓓蓓 报道）日前，邹平市明集
镇解家村种粮大户刘水波的紫麦收
获全部结束。“种了 3 年的紫麦，
今年不但持续丰收，而且咱家的紫
麦产品还‘走’上市民餐桌了！”
刘水波高兴地说。刘水波所说的紫
麦，是中科院研发的小麦新品种

“紫优 5 号”，因其富含花青素麦粒
呈紫色而得名。3 年前，明集镇基

本上种的是普通小麦，而随着消费
者对农产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紫
麦落户明集镇并强势“上线”，在
当地得到大力推广。“全镇有 5000
多亩耕地种上了紫麦，效益很好。”
明集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牛方

鹏说。
据介绍，紫麦有抗寒、抗旱、防

倒伏的特性，产量稳定，并且实现订
单种植和销售，每公斤比普通小麦
收购价格高出 0.6 元钱，今年每亩
地产量高达 650 公斤，收入比去年

高很多。“为进一步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我们今年拿出 20 吨紫麦做实
验，把紫麦做成了面粉、面条、紫麦
酒、糕点等 10 余种产品，咱家的紫
麦产品也已经‘走’上市民的餐桌
了。”说起紫麦产品，刘水波算了一
笔账，按照每亩地紫麦加工出 450
公斤面粉计算，收入可达 7200 元，
除去各项成本，每亩地增收 3600
元 ，比 单 纯 卖 小 麦 利 润 高 出 近
60%。

今年，明集镇紫麦种植面积比
上一年增加了2000余亩，订单率达
80%。目前，位于镇中心位置的明
紫坊实体店正式营业，同名注册的

“明紫坊”系列农产品已取得富硒认
证，面粉、面条、面包等紫麦产品琳
琅满目，每天前往购物的市民游客
络绎不绝，一个月时间内投放的 2
万余件商品全部销售一空，为进一
步助力村集体和农民持续增收拓宽
了新的道路。

“明紫坊”紫麦产品“走”上市民餐桌
明集镇种植紫麦5000余亩，开发“明紫坊”系列产品，助力村集体和农民持续增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闫梦彬 张燕 报道）连日来，位于
无棣经济开发区的智慧粮仓拉开了
小麦收购的帷幕。在工作人员的指
挥下，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今夏刚
收获的小麦，井然有序进入智慧粮
仓院内。现场，工作人员对运输车
辆进行信息登记，对粮食进行检验，
再经过卸粮、结算等一系列规定操
作流程，当地种粮户很快完成了售
粮。

据了解，无棣县智慧粮仓（应急
保障物资储备库）建设项目为 2022
年山东省优选项目，被无棣县委县
政府列为“三百工程”项目，该项目
由无棣弘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建设，项目总投资 2.02 亿元，占地
87亩，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建

设期自 2022 年 8 月开始，至 2023
年12 月建设完成。项目建成后，共

拥有高大平房仓 5 栋、仓房 15 间，
仓储库容10万吨。2024年6月，该
公司与中储粮济南分公司签订仓房
租赁协议，济南分公司租赁 1-11
号仓用于存储进口大豆 6 万吨，
12-15号仓用于存储地方储备粮。

连日来，智慧粮仓每天收麦量
大约在400吨-500吨之间，预计今
年小麦的仓储总量达 1.7 万吨。“我
们运用了目前最先进的液压翻板卸
车系统，卸载一车粮食大约需要 30
分钟，最大限度减少农民售粮排队
时间。粮入库、钱到账，让农民售粮
没有后顾之忧。今年小麦增产，卖
粮顺利，收入增加，老百姓更是喜上
眉梢。”智慧粮仓负责人张洪雁说。

粮入库 钱到账

“智慧粮仓”让农民售粮无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