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2日，在青岛胶州市里岔镇的一块小

麦高产创建示范基地上，青岛农业大学教授林

琪被种植户围在中间，“暖冬是把双刃剑，有利

也有弊，只有做好春季麦田管理，才能丰收。”

据青岛市农业推广站的一份材料显示，

今年青岛市全市小麦长势良好，安全越冬，苗

情是近几年来较好的一年。

林琪解释道：“暖冬之后往往病虫害也较

多。如果发生倒春寒，旺长的麦苗抵抗寒气

能力弱，后期更容易发生倒伏，虚长的麦苗抵

御病虫害的能力也会降低。”

讲到这里，林琪教授蹲下身子，指着麦

地上一些弯弯曲曲的裂缝告诉大伙儿，这些

“龟裂”的出现，说明土壤已经开始缺水，出

现了早期的干旱迹象。他伸手往下抠了抠

地上的土，说：“大家看，五到十公分以下才

能看到湿土，如果是水浇地，就要及时灌溉

了。在旱地，就要在当前的返青期及时进行

镇压和划锄。”

所谓镇压，就是在麦田里压一遍，让麦子

更实地深入土壤。事实上，早先农民一般用

绳子拉着石轱辘进行镇压，但劳动强度大，收

效低，慢慢地被放下了。近年来，林琪指导当

地农技部门设计出一种镇压器，实现了农机

具的创新，这种机械式的镇压方式操作简单，

只需要加在手扶拖拉机后面在地里开着压就

行。一亩地不到十分钟压完一遍。

“镇压之后一亩增一百斤，看着不多，可

我有八百多亩地，就能多收入十万。”当地种

粮大户杨树林告诉记者。

不过，现场一位大姐对百十斤重的镇压

器并不放心：“不能压坏？俺家里就十几亩

地……”

“镇压器走一遍，不仅压不坏，还能控制

麦苗的生长节奏，同时压实土壤裂缝，把下面

的水分提上来，起到保墒的作用。”林琪说，冬

天土壤里的毛细管会发生断裂，水分难输

送。镇压弥合裂缝，不散失水分，保证输送，

还防止冷空气进入，有保温效果。

镇压之外，划锄也是春季麦田管理的重

要环节。镇压之后土壤水分来到根部，划锄

能使土壤的毛细管再次断裂，不让水分到达

地表，这样水分就很好地保存在了根系周

围。“划锄还有断根的作用，通过损伤麦苗的

根系促进根系再次蓬发，并能锄掉部分杂

草。”林琪边讲边演示，返青期后，还要在追肥

和病虫害防治上采取科学手段，确保丰收。

“旱地小麦增产需要的两大关键，一是品

种，一是栽培技术。”林琪经过多年研究和实

验，育出高抗旱小麦品种“青麦 6 号”“青麦 7

号”，已经成为旱地小麦主推品种，“青麦 6

号”在盐碱地实打 538公斤。在栽培技术上，

林琪总结出一套对旱地小麦实施的“早、深、

平”技术，并对这一技术进行了推广，直接听

众逾 2万人次。

青岛农大：暖冬后，给旱地种麦增产支几招
□ 通讯员 陈太安 周维维 本报记者 王建高

日前，国家提出“土豆主粮化”战略。山

西是全国土豆主产区之一，也是良种繁育最

佳基地之一，山西省农科院科技处处长张政

研究员说：“战略提出是一支魔法棒，彰显了

山西土豆产业的优势，也探出了短板。”

支撑：完善科技体系

时下虽正值隆冬，左云县管家堡乡陈仓

窑村的王大爷却每天行色匆匆：和县里联系

薯种、和农科院高寒所联系脱毒马铃薯综合

配套技术、和村里的土豆协会联系参加科技

培训事宜……

去年，王大爷种了 20 亩土豆，亩均产量

5000多斤，总产量 10万多斤，纯收入达 3.5万

多元。左云县把打造优质“左云土豆”品牌作

为特色农产品产业重点规划发展，去年种植

面积达 10.34万亩，占到了全县农作物播种面

积的 25%，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土豆”的

收入就达 1000 多元，成为山西土豆产业示范

基地县之一。

左云县依托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高寒作

物研究所等科研院所雄厚的技术力量，成立了

左云县马铃薯产业开发专家组，具体负责全县

马铃薯产业开发的科研、培训、技术指导等工

作，使工厂化繁种、种薯包衣、宽行起垄密植栽

培、平衡配方施肥、地膜覆盖、病虫草害综合防

治、机械化作业、科学储藏等一系列先进技术，

在全县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建立健全技

术服务体系，加强本地农业技术服务队伍建设，

每年举办技术培训班5期，培训人员300余人。

目前，已经形成了专家组与本县技术队伍相结

合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使全县土豆产业发展

走上了优质高产高效的快速发展之路。

煤矿企业家投资创办的山西京奥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建起了工厂化繁育、机械化作业、

科学化管理的现代化土豆脱毒种薯生产基地。

建成了7980平方米的智能温室一座、1000平方

米的组培室一个，具备年生产1000万粒脱毒微

型薯的能力；建成了一个千亩马铃薯原种生产

基地和一个万亩马铃薯一级种繁育基地，具备

繁育原种200万公斤、一级种2000万公斤的能

力，带动全县优种率达到 98.5%。构建了脱毒

种薯三级良种繁育体系。全县强化水利设施、

农业机械、种薯贮藏、有机肥供给等综合配套体

系建设。现已建成大型喷灌圈4处，喷灌面积3

万亩，并有3500亩可实现其他形式的灌溉；购

置全套马铃薯农业机械，建成了9个马铃薯机

械化生产示范区，建成种薯储藏窖5座，种薯储

存能力达到了1500万公斤。该县培育发展了

一批农村经纪人和农民合作经济中介组织，成

立了马铃薯销售协会，形成了内联基地、外联市

场的销售网络。

制约：优种和加工“短板”

目前，山西已建成左云、右玉、五寨等 40

多个土豆基地县。“但就总体来说，山西土豆

产业依然存在明显‘短板’。”山西省农业种子

总站省薯类脱毒中心副站长冯耀斌说，山西

在脱毒种薯推广方面较其他省落后，尽管连

续 5 年实施了“土豆良种繁育补贴项目”，但

全省一级种薯的覆盖率也只有 40%。

再者，山西土豆品种相对单一，以鲜食品

种为主，缺乏加工专用型品种和早熟菜用型

品种。虽然近年推广了克新 1号等 20多个新

品种，土豆品种结构得到了一定调整，但目前

山西土豆专用品种使用率仅有 10%，离全国

专用土豆使用率 2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山西省农产品加工局局长李岳峰说：“土

豆‘主粮化’的核心，在于要改变土豆的蔬菜

身份，改变鲜食为主的传统，要真正以形式多

样的主食品种走向百姓的餐桌。”

深加工是土豆“主粮化”过程之一。然而

当前山西土豆加工转化率仅有28%，且以一家

一户家庭小作坊式的初级加工模式为主，产品

为粗淀粉、粉条、粉丝、粉皮等。近年来，虽然政

府加大了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政策及资金扶持

力度，但对于鲜薯的加工转化还很有限，对于年

产近400万吨的土豆总量来说，远远不够。

强大的科技支撑才能把“土
蛋蛋”做成“金豆豆”

山西省农业厅种植业处处长冀俊强介

绍，大同、朔州、忻州、吕梁等地平均海拔大都

在 1200 米 以 上 ，年 平 均 温 度 6℃ ，无 霜 期

100—140 天以上，气候冷凉，所产马铃薯具

有块大、整齐、表皮光洁、淀粉含量高、商品性

好的特点，其品质在国内属于上乘。气温低、

风速大、病害少，在这里繁育的脱毒种薯退化

慢、产量高、适应性强，因此早已被农业部确

定为华北地区种植土豆优势区，国内主要的

土豆脱毒种薯繁育基地。

张政说：“基础和传统就是山西土豆产

业的‘天时地利’，科技就是土豆产业化的

‘人和’。只有强大的科技支撑，才能把山西

打造成全国重要的马铃薯种薯扩繁及商品

薯生产加工基地，才能真正把‘土豆豆’变成

‘金豆豆’。”

他建议，必须抓源头，推进脱毒种薯普及

化；抓技术，推进生产标准化；抓定位，推进布局

区域化；抓销售，推进市场多元化。山西要以增

加农民收入为目标，以加速脱毒种薯生产推广为

重点，坚持政府、企业、农户为主体，科技、市场、

项目相结合，突出资源优势，着力加强马铃薯脱

毒种薯繁育、标准化生产、市场营销、精深加工、

科技创新与推广五大体系建设，推进马铃薯“种

植规模化、布局区域化、生产标准化、品种专用

化、加工精细化、营销品牌化”，形成“种薯供应优

质化、区域布局科学化、专业生产规模化，加工经

营一体化”的现代马铃薯产业发展新格局。

土豆加工附加值很高，土豆加工成薯条

可升值 50倍，加工成薯泥升值 40倍。张政建

议，山西要按照鲜食、淀粉、全粉、薯条、薯片加

工等不同用途,对现有品种结构进行调整,引

进、示范和推广一大批优质高产新品种,推广

优质化、标准化生产技术，逐步形成不同用途、

不同成熟期的多品种格局，建立一批优质马

铃薯商品生产基地。要大力培育深加工企业,

支持加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和

新产品开发;鼓励企业与马铃薯种植户签订合

同,发展马铃薯订单农业；支持企业转变机制,

实施名牌战略,培育马铃薯产业的名牌产品。

科技的魔法：“土豆豆”变成“金蛋蛋”
□ 本报记者 王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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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胡左）从今年起，呼和

浩特海关全面融入东北地区区域通关一体化

改革，将与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

等海关共同推进东北地区通关一体化进程。

据介绍，东北地区海关正在积极研究通

过海关信息化手段，实现通关现场一体化作

业。在此基础上，将建立统一申报平台，允许

代理报关企业“一地注册、多地报关”；允许区

域外报关企业在区域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在

区域海关直接报关。东北地区区域通关一体

化改革初步定于 5 月 1 日正式实施，届时，自

治区内企业可通过电子口岸，自主选择内蒙

古、黑龙江、吉林、辽宁任一口岸向海关提交

报关信息，彻底解除了以往区内企业受注册

地辖区的申报限制，对需要实施查验的货物，

可由企业根据物流实际需求，自主选择在口

岸或属地海关监管场所实施查验，实现了多

关如一关。

呼和浩特海关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关将

尊重企业自主选择，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

自主选择口岸清关、转关、“属地申报、口岸

验放”、“属地申报、属地放行”、一体化通关

等任何一种通关方式。同时，为确保有效防

范风险，呼和浩特海关将与东北地区各海关

建立健全区域内企业信息共享机制，依托信

息系统，实现企业注册、信用、通关管理、不

良记录等信息的全面共享，实施统一的信用

等级差别化管理措施；东北地区直属海关企

管部门将设立总协调员岗位，建立协调员联

系配合机制，处理解决企业在区域内业务疑

难问题；实现对报关企业申报质量、后续管

理等管理信息共享、管理措施联动和管理结

果互认。

内蒙古外贸企业可“一地注册、多地报关”

山东省德州宁津县柴胡镇东崔村的韭菜

地头上，来买韭菜的人络绎不绝。村支书崔

国强乐得合不拢嘴：“今年咱这里生产的韭菜

供不应求，我家比去年多挣了好几倍的钱。

咱们的韭菜是按标准生产的，绝对安全，你们

就放心吃吧。是山东农业大学的薛明教授和

县蔬菜局给我们解决了韭蛆防治的难题。”

崔国强是韭菜种植户，过去韭菜年年种，

但有产量没钱赚。“主要是韭蛆危害重，农药

用得滥，自家地里的韭菜自己吃也不放心。”

崔国强说。

根蛆是为害韭菜的重要害虫，防治难

度大。在山东省农业重大应用技术创新课

题和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支持下，山

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薛明教授带领科

研团队经过 10 余年的研究，揭示了韭菜根

蛆的灾变机制，研究韭蛆的生态控制、生物

防治和安全的化学防治技术，以新烟碱类

药剂噻虫嗪和噻虫胺、昆虫生长调节剂氟

铃脲等低毒的环境友好药剂替代毒死蜱等

有机磷农药，发明了噻虫胺和氟铃脲等 6

个高效低毒的环境友好型农药混用组合，

创建了防治根蛆定位施药技术，集成了两

项绿色防控技术规程，制定了 2 项山东省

地方标准。韭菜收割后在韭菜根部定位喷

药，药液用量 45kg/667㎡，在土表喷药后再

浇水。定位施药与常用大水漫灌的传统方

式相比，地表局部施药有利于使为害幼虫

处于较高浓度的药剂下，不仅防治效果高，

还可大大降低农药的使用量，产品符合国

家和出口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

山东省是我国韭菜种植面积最大的省

份，韭菜种植在蔬菜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2012 至 2014 年，该技术在德州、济

宁、潍坊以及泰安等地建立了大面积示范基

地，并在全省广泛推广，用于露地和设施栽

培韭菜生产中根蛆的防治，使化学农药用量

减少 30%以上，示范区产品达到绿色和无公

害 标 准 ，获 得 了 巨 大 经 济、社 会 和 生 态 效

益。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中强研究

员说：“山东农大薛明教授的韭菜根蛆绿色

防控技术，缓解了韭蛆防治难题，还提高了

农民的收益。”

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和

山东省植物保护总站的有关专家一致认为，

薛明教授的该项成果针对山东省及全国韭菜

生产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研究，

在根蛆灾变机制、高效低毒新农药组合使用

和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有重大创

新，推广应用价值很大。

山东农大：新烟碱类药培护“三月韭菜鲜”
□ 本报记者 魏 东 通讯员 刘群英 王 静

“列车长热线”提升春运服务质量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葛雷 记者刘志强）

“列车长,我的身份证可能落在 4 号车厢的 15

号下铺上了，能帮我找找吗？”“请稍等，我立

刻帮你查一下。”3 月 3 日 7 时 20 分，T8898 次

列车终到成都东站，列车长蒋明秀接到一名

贵州籍旅客的求助电话，结果在铺位的缝隙

中找到了这位旅客遗失的身份证。

这是贵阳客运段运用“列车长服务热线”

为旅客解决实际困难的一件小事。在今年春

运期间，这个“列车长服务热线”还为广大旅客

提供咨询、释疑解惑、受理投诉，解决了旅客在

旅途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大幅度降低了后台

12306的投诉率，全面提升了列车服务质量。

据了解，贵阳客运段在春运前期投资 20

余万元为 116个乘务班组和 10对增开列车的

列车长配备了一台移动电话，在所属各次列

车乘务室门上挂放“列车长服务热线”标志

牌。这条全天 24 小时开通的绿色信息服务

通道，及时了解了旅客的困难，发挥旅客对服

务的监督作用，还促使列车乘务员更好的规

范自己的言行，提高服务旅客的工作效率。

自春运以来，百多位列车长现场帮助解决旅

客困难 2892 人次，将困难和问题第一时间、

第一现场解决，使旅客向总公司、铁路局的投

诉率较往年同期分别下降 70%、80%，段路风

投诉电话下降 90%。

百度一站通架起连心桥
科技日报讯（齐彦青 梁国权）湖东车辆

段党委深刻把握安全文化建设本质要求，创

新宣传载体，2015 年自主设计和研发了 APP

应用程序——《湖辆百度一站通》。

该程序采用ADOBE RIA开发技术，精选

了28个专栏，涵盖了时事政治、党建信息、廉政

建设、文化培育、安全教育、理论学习、职场培

训、工会之家、太铁发展、大秦精神等方面的内

容，具有操作易、信息足、效率高、互动强、切入

准、爱众广、碎片化等优点，干部职工利用间休

时间尽情浏览党建信息、“三化”建设中的典型

人物、微课堂解析技术应用和车辆故障以及医

疗、保险、住房职工关注热点问题等内容。

该段职工李晓峰说：“百度一站通可以及

时了解各类信息，尤其是解析车辆故障对一线

职工发现故障、确保安全和进一步了解医疗、住

房信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湖辆百度一

站通》架起了党组织与党员职工的“连心桥”。

重庆火车站微信助春运
科技日报讯（刘真珍 记者冯竞）今年春

运期间，重庆火车站为让旅客方便、平安、舒心

出行，创新服务思路，他们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平

台，将实名制验票、旅客携带品、火车站南北广

场区位、安检等事项制作成不同的卡通形象，配

上说明文字以漫画方式通过车站微信公众号

向广大旅客推送，给人带来清新的视觉冲击，加

深了对铁路相关规定的记忆与理解。

作为三峡库区所在区域唯一的大型客运

枢纽，重庆火车站每年春运期间都担负着繁重

的客运任务。以往每年春运，都会因过于拥挤

嘈杂而发生旅客走失、延误乘车、安检不过等等

事故，既影响旅客的安全出行，也给车站服务工

作带来困难。今年春运伊始，重庆火车站党委

即组织工作人员探讨如何创新春运思路，让广

大旅客走得快捷、平安、舒心。他们想到了利用

微信公众号向旅客推送各项信息，让旅客一机

在握，对车站情况一目了然，帮助旅客快捷、高

效办理好各项手续，顺利平安出行。自春运以

来，这套卡通服务漫画一直受到旅客的喜爱，很

多旅客表示，这套实名制验票漫画让他们一眼

就能看懂，很可爱，希望这种服务新举措以后能

越来越多，让更多的人了解铁路乘车常识，共同

营造一个和谐的出行环境。

大庆东站3月11日开通运营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大庆东站（原

龙凤站）3月 11日起开办客运业务，哈尔滨铁

路局适时调整部分管内旅客列车运行图，有

7趟旅客列车经停大庆东站普速场。

大庆东站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哈

齐客专DK148+418.46m处，于2012年6月1日

开始建设施工，建设规模约1.5万平方米，共设

4个站台8条铁路线，进出站方式为上进下出。

随着大庆东站的建成使用，大庆地区将拥有大

庆、大庆东和大庆西三个主要铁路客运站。未

来哈齐客专建成运营后，大庆东站和大庆西站

将一起承担大庆市的主要旅客运输任务，其中

大庆东站承担最繁华的东部城区、大庆西站承

担西部城区的旅客运输任务。

据悉，在 4 月 21 日全国铁路调整旅客列

车运行图后，哈尔滨铁路局将根据实际情况

对大庆东站车次、运力进行相应调整。

集宁站多举措确保旅客安全出行
科技日报讯 （安慧霞）2015 年春运结

束，集宁站预计发送旅客 31.2万人，与去年同

比增长 9%。据悉，为确保春运工作有序展

开，该站成立机关、车间、班组 3 支帮班小分

队，制定分工包保方案，绘制 24 小时跟班作

业表，实行定时、定人、定岗、定责制度，协助

当班人员组织旅客购票乘降；采取“分区候

车、分批预剪、分段放行”的办法，按车次划分

候车区域，按时段提前预剪车票，按批次放行

旅客进站，确保客流不积压、不滞留；强化售

票组织，及时增开售票窗口，合理调整人员班

次，严格划分窗口功能，做到购买预售票和当

日票的旅客不叠流，旅客购票进出不对流，窗

口排队顺畅不涡流，确保售票秩序良好。

（上接第九版）

推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1月5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技术入股

西王特钢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山东技术中心、

山东省淀粉糖加工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揭牌

仪式在西王集团举行。西王特钢与中科院金属

研究所的此次深度合作开辟了科技合作的新模

式，更重要的是，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以独立开发

并拥有知识产权的十项技术入股西王特钢，成

为香港上市公司——西王特钢的新股东。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为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步伐，山东积极探索技术入股等科技合

作新模式，推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按照要求，2015 年山东科技的主要工作

目标是全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 2.4%左右，全省规

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53000 亿元左

右，同比增长 15%以上，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比重比提高到 32%以上，比年初提高 1个百分

点以上，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以上，

技术市场交易额同比提高18%以上，科技创新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新常态下，山东经济走在前列，科技工作

如何争当排头兵。在刘为民厅长看来，要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继续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力度。工作中要深入谋划全省科技

工作宏观布局，做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顶层设计；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度，

开拓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途径；

加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力度，突破创新驱动

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营造支持创新创业的

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创新主体积极性；进一步

深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创新要素国

际国内流动；深入推进科技人才服务体制创

新，为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改革，要从思想领域认识、把握和引领新常

态。新常态下，要走在前列，必须有更高的工作

标准、更严格的要求。为此，刘为民指出，科技工

作是一项推动创新的事业，推动科技创新首先要

创新做好科技工作。要不断适应科技发展的新

形势、新变化、新任务，将坚持创新贯穿科技工作

始终，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努力提高新形

势下驾驭科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把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 实习生阴浩）
3 月 12 日，记者从哈尔滨市科技（知识产权）

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起科技资源富集的哈

尔滨市将全面启动科技创业三年行动计划，

要让科技创业成为引领哈尔滨市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火车头。根据《哈尔滨市科技创

业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哈尔滨市将按照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企业成长路

径，采取差异化政策措施，加快做大科技企业

群体，做强高新技术产业，让科技创业尽快成

为哈市科技成果转化的主渠道，成为大学大

所科技人员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和大学毕业生

留哈创业就业的重要平台。争取 2015 年新

增科技型企业 400 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企

业增加 160户；力争到 2017年末，哈尔滨全市

新增科技型企业 1000 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

型企业增加 600户。

根据《方案》，哈尔滨市分别将 2015 年、

2016 年、2017 年确定为科技创业行动启动

年、发展年、成效年，哈尔滨市将以实现科技

成果向科技企业转化为目标，加快培育和催

生一批科技企业。引导支持企业加快进入规

上企业行列。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为目

标，支持企业自主提高创新能力。

哈尔滨计划未来三年增千户科技型企业

3月中旬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垦区各植棉团（场）抢抓气温回暖的有利时机，
组织职工精挑细选棉种清除杂质，进一步提高棉种质量，确保实现棉花“一播全苗”的播种目
标。新疆塔里木是我国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当前，垦区各团（场）以人工粒选棉种为主的
春耕备耕工作已全面展开。图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二团十连职工在粒选棉种。

陈建生 王锋 本报记者 朱彤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