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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6月蔬菜田间管理
6 月包含芒种、夏至两个节气，常年月平

均气温 23.4℃，已进入初夏，中旬左右进入降
雨季节，降雨量增多且比较集中，常有突发性
大风或短时高温，应注意防范。蔬菜生产的重
点是立足抗灾，抓好以防涝、防病为中心的田
间管理，切实抓好秋播生产。

一、播种定植
①花菜。早中熟花菜可在本月下旬开始播

种育苗，可选用 A40（泰国）、杂交印天、70 天等
品种。

②青菜。分期分批种足管好鸡毛菜、火青
菜，以原地为主，品种可选用夏冬青、新选1号、
华王青菜等。

③芹菜。早秋芹菜一般在 6 月中旬至 7 月
上旬播种，品种可选用早青芹，也可选用国内外
耐热品种像意大利夏芹等，既可直播也可育苗
移栽。

④毛豆。晚熟毛豆一般在月底播种结束，
如牛踏扁、慈姑青等，这个阶段也可播质量好的
早中熟品种如黑眼豆等。

二、田间管理
①加强对大棚茄果类、瓜类、豆类的肥水管

理，延长寿命，增加产值。番茄、茄子应大水大
肥大通风，同时揭去棚两边裙膜，可结合沟灌追
施肥料，棚内茄果、瓜、豆要及时采收上市。

②有盐渍化危害的大棚早熟番茄、黄瓜、
西瓜等，在出地后可及时揭去大棚薄膜，在梅
雨时节，让雨水冲洗土壤盐分，有利于后茬蔬
菜作物生长。

③防病治虫。除防治茄果类、瓜类病害
外，加强对蚜虫、菜青虫等病虫害防治。严
禁高毒农药在蔬菜上使用，为市场生产安全
卫生蔬菜。

④做好火秋播育苗的准备工作，备足备好
种子、遮阳网、营养土等农用物资，育苗前要做
好土壤的消毒。甘蓝、花菜、芹菜等播种育苗要
充分发挥遮阳网保湿降温作用，提高出苗率、成
苗率和秧苗素质。

⑤清沟理沟。在梅雨之前，进一步做好清
理沟道工作，将明沟内杂草、淤泥和杂物等清理
干净，确保排灌畅通。

⑥适时采种。甘蓝种子将在本月陆续成
熟，抓住晴天及时采收，晒种子时切忌将种子直
接置于水泥地上，以免影响种子质量。茄子杂
交制种一般在6月上中旬进行。

本报记者 边艳高凯 整理

气象播报 指导生产
“这可多亏了天气预报啊，针

对降雨，村里都及时调整了收麦和
晾晒的时间。”新郑市观音寺镇贾庄

村唐根涛说。
眼下，夏收夏种工作如火如荼，新

郑市气象局及时把最新的天气预报传达
到有关部门和广大农民朋友手中，让老百

姓在第一时间全方位了解最新天气情况，指
导生产。

一方面，该部门加强与省市台及周边县市
的会商与联防，做好短时、临近订正预报，及时发

布影响“三夏”生产的气象预警信息，并加强对可
能造成粮食减产的大风倒伏、干热风、暴雨等灾害
性天气的跟踪监测，指导农民采取有效防范和救灾
措施；另一方面加强与新郑市农委等单位的合作，
及时掌握全市麦收时间和进度、小麦病虫害发生发
展等信息，以便及时做好相关气象服务；充分利用电
视台、气象微博、12121、气象信息显示屏、手机大喇
叭等各种手段传播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全方位做好

“三夏”气象服务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积极做好
秸秆禁烧气象服务，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境内
所有乡镇、社区展开 24 小时全天候监测，并做好信
息收集与上报工作。”新郑市气象局纪检组长赵艳
梅告诉记者。

那么新郑市本周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呢？气
象局有播报：

6 月 5 日：多云间晴天，22～31℃；6 月 6 日：
多云间阴天，23～30℃；6 月 7 日：多云间阴天，
23～31℃；6 月 8 日：阴天，23～32℃；6 月 9 日：
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20～26℃。

农资补贴 农机助力
穿梭在田间的收割机，张着阔大的

“嘴巴”，将麦子一波波敛入口中，顺着收
割机完备的“消化系统”瞧下去，金灿灿
的麦子堆成了小山。机声隆隆，却掩

饰不住人们收获的喜悦。
“三夏”麦收忙，收割机作为

农业机械主力军之一，为夺取
夏粮的丰产丰收，可是功不可

没。怎么“伺候好”这支生
力军呢？新郑市农机部

门可谓多措并举。
“我们备战‘三

夏’的工作其实早已开始，主要就是‘七项准备五项
服务’。”农机站相关负责人说，“也就是做好机具年
检、技术培训、物资储备、发放作业证、签订帮扶协
议、制订应急预案等‘七项准备’，搞好信息、技术、柴
油保障、供需协调、物资等‘五项服务’。”

现如今，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机也
为一些购买的农户带来新的创收方式。说起农机购
置，城关乡贾庄村的高卫现有话说：“眼看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一年比一年好，今年和家里一合计，又买了
两台。而且今年与往年有点不一样，那就是政府的
资金不再补贴给农机机械销售企业，而是采用‘全价
购机、直补到卡（户）’的结算方式，将补贴资金直接
打入我们购机农民的补贴账户，太方便了。”

抢字当头 颗粒归仓
无边的麦田像一块块金色的地毯，一辆辆大型

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收获的景
象。在轰鸣声中，联合收割机所过之处留下一道道
麦茬，麦秆粉碎还田，麦子颗粒归仓。一趟下来收割
机满载而归，从机舱中源源不断地吐出饱满金黄的
麦粒。农民们随即将麦子装包起运。

新郑市城关乡胡庄村村民高明对记者说：“自从
有了这些收割机，我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忙碌了，你
瞧我家这些地，这些‘大家伙’来回走几趟，轻轻松松
就把麦子全部收进肚中了。”说完，他用手掐了一穗
新麦，用手搓去麸皮，细数麦粒后一扬手，把干净的
麦粒扔进嘴里，掩饰不住内心丰收的喜悦。

服务分队 奋战一线
骄阳似火，他们在田间地头巡逻；日正当头，他们

在宣传广播；田间地头，他们义务伸出援助之手。他
们就是活跃在新郑广大农村土地上的服务小分队。

6 月 3 日中午，在新郑市新村镇马垌村，远远传
来机器的轰鸣声，300 亩的麦田里，呈现出一片井然
有序的收割景象。在外打工的村民孟全志，由于有
了驻村工作队组织义务帮扶队，他今年“三夏”就没
有返乡。包村干部苏鹏飞帮他家联系收割机，把他
的麦子收收打打，袋袋装好，送到他家。由于帮扶，
群众直接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看到了工作队
的真心真情，大家纷纷赞叹：“服务队给俺们带来了
好福气！”

“今年麦收前，我们局就抽调专门人员，指导农
机合作社、农机大户与农民签订作业合同，实行‘订
单’连片作业，实现农机与农户的对接，既满足了农
户的需求，也减少了机械转移次数。由于全市麦收
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好，麦收期间的工作反而轻松了

许多！”新郑市农机局负责人
告诉记者。

不误农时 抓好播种
目前，夏粮收割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中，而后农民在收完夏粮后即将迅速投入
另一股热潮——夏播。夏播和夏管将成为
工作重点，在这里新郑市农委农技专家提醒
广大农民朋友，在墒情好的地块要抢墒播种，
墒情不足的要及时造墒播种，确保不误农时，
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做好夏玉米播种期、苗期病虫草害防治，确
保苗全、苗壮，对夏玉米丰产丰收至关重要，农民
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治工作。”新郑市农委农技
专家说，“玉米田杂草种类主要有马唐、狗尾草、稗
草、凹头苋、马齿苋等。由于夏播玉米生长期间正
值高温、多雨季节，田间杂草发生量大，生长快，如
除治不及时，将严重影响夏玉米正常生长。化学除
草是有效控制杂草危害，确保玉米丰产丰收的重要
举措。大家可根据玉米不同生育期，选择不同的除
草技术。夏玉米播种期、苗期病虫害主要
有地下害虫、小地老虎、黏虫、棉铃虫、灯
蛾、土蝗、玉米蓟马、玉米粗缩病等，所以要
及时清除田边、地头杂草，减少田间病虫侵
染源。玉米播前，未包衣种子，应采用杀菌
剂、杀虫剂拌种。”

多措并举护航“三夏”生产
本报记者 陈杨边艳赵丹高凯李伟彬 通讯员 赵艳梅 文 /图

“我无数次梦见过我们的西瓜熟了，又
大又甜的。现在梦想成真了，觉得还跟做梦
似的。”看着大棚里一个个长势喜人的西瓜，
大棚种植户师新磊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脸上乐开了花。辛苦了三个月，再过几天就
可以看到收益了，这种成功的喜悦，感染着
在场的每个人。

师新磊还有一个身份——新郑市八千
乡八千村的大学生村官。算起来，今年已经
是他当村官的第四个年头了。他告诉记者，
四年来，随着对农村工作的逐渐熟悉，和许
多村官一样，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协助村
里做一些日常的文字工作，而更想尝试着用
自己的行动，帮助村里群众致富。于是，在
他心里，带领群众致富这个“梦想”的种子悄
悄地生根发芽。

师新磊所任职的八千村原来就有着很
好的大棚种植基础，但是许多农户大多以种
植蔬菜为主，收入并不是很多，他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通过咨询专家和实地调研，师新
磊认为如果利用大棚发展西瓜、草莓等高
效产品，能够极大增加大棚种植农户的收
入。于是，他将想法告诉了大家，可干了一
辈子农活儿的乡亲们，根本没有把这个年
轻人的话当回事儿，加之村里从没有种过
西瓜，大家担心赔本并不买账。碰了一鼻
子灰的师新磊不但没有气馁，反而突然觉
得之前一直想要带领群众致富的“梦想”变
得清晰了，因为他有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带头试种西瓜”。
机会悄然而至。今年 3 月份，村子里原

先属于河南农业大学的生产基地被撤走，但
基地内用于育苗的八个大棚还保存完好，师

新磊觉得实现自己“西瓜梦”的机会来了。
但前期近两万元的投入，对他是个不小的数
目，于是他将想法告诉了其他几名大学生村
官，几个勇于尝试的年轻人一拍即合，大家
拿出平时积攒的工资，终于让这个承载着大
家希望的“西瓜梦”得以开花。

然而让梦想开花的过程却是艰辛的。
由于大家平时还要负责村里的工作，大棚的

种植工作基本都得在业余时间完成。几个
年轻人每天五六点就得起床照料瓜棚，下午
下班后再去一趟，一天至少 4 个小时待在棚
里。参与其中的另一名大学生村官王鹏，对
于这几个月的种植过程倒背如流。他说，3
月份在村里人的帮助下，他们给大棚换上了
新的塑料膜。4 月份开始定植，移栽结束。
清明后，只要是晴天，每天早上 7 点，他们都

要打开大棚的门，使苗通风透气，下午4点以
后再关好大棚的门，使其在夜间保温。5 月
初，长得好好的西瓜感染了病菌。大家又是
查阅资料，又是利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学
习，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当第一次看见
长大成形的西瓜时，“感觉他们都像有了生
命，别提多高兴了，这些可都是我们自己的
劳动果实啊！”王鹏现在还有些激动。

如今，梦想终于照进现实。再过几天，他
们的西瓜就可以采摘了，师新磊告诉记者，他
们已经提前联系好了买家，不愁销路问题，就
等着收获他们的第一桶金了。“这个小棚里的
西瓜能结5000多斤，那两个大棚每个都会结
8000斤左右，收回成本应该不成问题了。”师
新磊很有成就感地说。

几个年轻人的尝试，也终于得到村里
其他农户的认可。与他们大棚紧挨，种植豆
角的一个农户很是羡慕地对记者说：“想不
到这几个村官还真能弄成事儿！我种了
这些年的菜，现在也想试试种西瓜了。”

对于未来，几个年轻人还有着一个彩
色的“西瓜梦”。师新磊告诉记者，这几天他
们已经联系好了一批“彩虹西瓜”的育苗，这
种有着不同颜色瓜瓤的礼品西瓜，更具有市
场价值。他们准备把另外两个棚腾出来，都
给育上这个品种的西瓜苗。同时，他也告诉
记者，现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
题，他希望能够通过贷款，让他们的大棚发
展壮大，下一步再发展草莓种植。“我们想
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大家探好路，通过示范
带动，让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形成规模、形
成特色，最终帮助大家一起致富。”师新磊描
绘着这个彩色的“西瓜梦”。

关键词：新农合

河南新农合保障病种新增18种
从今年3月1日起，河南新农合保障病种新

增 18 种，终末期肾病（尿毒症）、乳腺癌、宫颈
癌、重性精神病、耐多药肺结核、艾滋病机会性
感染、肺癌、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慢性
粒细胞白血病、急性心肌梗塞、血友病、Ⅰ型糖
尿病、甲亢、唇腭裂、再生障碍性贫血，均纳入重
大疾病医保范围。

具体情况，请登录河南省卫生厅网站http://
www.hnwst.gov.cn/，查询《河南省提高农村居民
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工作实施方案》。

关键词：增值税

公司加农户经营模式
销售畜禽免征增值税

3月20日国税总局发布公告称，自2013年
4 月 1 日起，“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免
征增值税。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是从事畜禽饲养，
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
畜禽苗、饲料、兽药及疫苗等 (所有权属于公
司)，农户饲养畜禽苗至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
公司将回收的成品畜禽用于销售。

在当前的畜禽养殖业中，“公司+农户”经
营模式已经普遍采用，企业将生产环节外包给
农户，负责销售与服务环节，承担农产品的大部
分风险，农户完全解除技术与市场担忧，双方组
成相对完整、独立的经营模式。由于畜禽养殖
的风险绝大部分留在企业本身，与企业自产农
产品无本质区别，因此纳税人采取“公司＋农
户”的经营模式从农户手中回收再销售畜禽产
品，属于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应根据现
行增值税的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

关键词：家庭农场

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发展家庭农场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

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
转。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
号文件中出现。

所谓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
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
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近年来，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
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
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 33 个农村土地流转规
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
6670 多个。

发展家庭农场是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
的重要途径。由于刚刚起步，家庭农场的培育
发展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本报记者 陈杨高凯 整理

大学生村官正在进行西瓜中后期田间管理

“一夜南风起，小麦覆垅黄。”
“三夏”战役已打响，为夺取夏粮丰产丰

收，适时种好秋季作物，新郑市全力行动，掀
起了抢收抢种的新高潮。

“三夏”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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