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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盛夏时节，在镇安县永乐街道安山村千亩烤烟示范
田，只见碧水青山浑一色，黄土绿叶共一天。绿意盎然的
美丽乡村，烟农在连片烟田间穿梭忙碌，操作着便捷适用
的农机具，精心管护着每一垄烟田、每一棵烟苗，在绿色
田园擘画着收获的希望。

今年以来，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镇安县局（分公
司）立足烤烟产业转型升级，针对当前烟田选地难、农艺
落实难等瓶颈问题，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重培训、优布
局、抓农艺、提质量”为抓手，深入开展“用智慧选好田、送
科技到烟田、请专家进烟田”三项活动，全力筑牢科技兴
烟护城河，持续推动镇安烟区烟叶高质量发展上水平。

用智慧选好田用智慧选好田

为了深入推进烟区基本烟田永久保护制度落地生
根，解决当前产业抢地、烟粮共生问题，镇安县局（分公
司）以创新为驱动，开展了“研究智慧烟田信息化管理平
台”QC 项目，共享农业部门土地资源管理成果，应用
ArcGIS 工具，详细采集基本烟田、烟田肥力水平等数
据，建立了“智慧烟田信息化管理平台”，并在2023年应
用该平台精准识别农田属性、烟区海拔以及土壤肥力水
平，进一步合理布局、优化烟田，为每一户烟农选好地种
烟，破解了“不宜地块、高标准农田、退耕田”盲目种烟难
题和“无集中连片好地种烟”生产难题，实现 2023 年高
质量烟田面积占比稳步提升，从生态调控、烟田优化上
做足了优质丰产基本功。

“过去，由于不了解土地属性、土壤肥力水平，混淆了
高标准农田和不适宜贫瘠地。有了‘智慧烟田信息化管
理平台’，我们能够在平台上查询到每块地的肥力、位置、
属性等信息，进而优化田块，合理施种。既化解了烟粮抢
地矛盾，还提高了烟田质量水平。今年，全村优选了500
多亩烟，全都是好烟地呀。烟农增收有保障了！”永乐街
道安山村党支部书记苏文明高兴地说。

送科技到烟田送科技到烟田

针对当前用工雇工难、重点环节用工成
本高等难题，在配置先进适用小型农机具的
同时，以精简作业、减少工序为核心，开展宜机化作
业技术协同攻关研究，制定了山地烟区“宜机化作
业技术规程”并推广应用。

2023年，镇安县局（分公司）通过将烟田破除田埂、归
整成片、烟田机耕路建设等措施落实，为烟田宜机化作业
创造良好条件；通过动员开展挖掘机冬深翻、种植油菜翻
压绿肥等措施，持续改良土壤、培肥地力；根据小型起垄
机、中耕管理机的农机规格微调株行距，推广适当“远行
距、近株距”新技术，满足“微调农艺适应机械作业”技术
需求。通过以上新技术、新工艺的落实，实现烟叶生产亩
均用工从22个降低到16个以内，同时实现了全县烟田规
模化水平及烟田科管水平的全面提升。

“现在，路直通到田间地头，烟地也归整成片了，我的
100多亩烟田，一眼就能看得见整体长势情况。”米粮镇联
盟村家庭农场主毛浓平说，科技兴烟，要相信科学，要学
习新技术。“我用了新的起垄覆膜机、打孔器等，像起垄覆
膜、中耕管理等就由相关的农机农具来完成。同样的地
块，今年我雇了6个农机手，六七天全部干完。算一算，给
我节省了2万多块钱呢。”

请专家进烟田请专家进烟田

“过去，存在移栽技术不规范等，导致烟苗根系不够
发达、长势不整齐；或者采烟成熟度不一致、烘烤技术没
完全掌握。今年，我们村召开了施肥、移栽、绿色防控、烟
叶采烤4场科普培训会，专家教授在现场亲自教怎样种好
烟、烤好烟，过去的疑难问题全破解了，烟的品质和等级
肯定上升。我今年还通过培训拿到了职业烟农证书呢！”

永乐街道金
花村烟农陈
正龙自豪地
说道。

为巩固金叶科技
小院建设成果，镇安
县局（分公司）在全县范围内建
立了金叶科技小院科技示范园
6个，围绕烟叶植保、大田管理、
采收烘烤等技术，采取理论教学与现
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在育苗、移栽、
优化结构等重点环节邀请省内外相关课题专
家组深入示范园区开展“专家田间大讲堂”活
动20多场次。

“联合镇安县农科教中心聘请专家团队开展全县职
业烟农培训科普活动，累计参训人员460多人次。”镇安
县局（分公司）烟叶股工作人员介绍说，一系列科普活动
的开展为烟叶提质增效奠定坚实基础。

送技术，铺好路；解疑惑，出点子。为烟农破解“怎样
种烟”精准把脉，实现了“小院请来大专家，讲堂办得顶呱
呱。传经送宝给烟农，烟田遍开科技花。”

烟田有烟田有““智慧智慧””
烟农得实惠烟农得实惠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聂光玲聂光玲 杨青玺杨青玺

雨过天晴，洛南县四皓街道柴峪村烟田一派生机盎然
景象，大田劳作的烟农欢声笑语，一扫雨天焦虑烦躁的心
情，在烤烟产业发展的道路上引吭高歌。

近年来，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洛南县局（分公司）
以科技引领服务产业发展为主线，以金叶科技小院为平
台，以科技下乡、“科技工作者日”等活动为契机，聚焦服务
烤烟产业提质增效、服务“三农”发展和人才培养，采取面
对面、点对点、科普进基层等多种方式，发挥科技小院促进
服务社会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的功能作用。

科技小院大作为科技小院大作为

5 月下旬以来，洛南烟区遭受阴雨天气，洛南县局（分
公司）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及时联系城关金叶科技小院特
聘专家进行线上指导，加强田间病害监控，最大限度降低
病害程度。

谈及金叶科技小院，洛南县四皓街道各村的烟农纷纷
竖起大拇指。

2021 年 5 月，由陕西省烟草学会、商洛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烟草行业学科带头人刘国顺教授商洛烟草工作室
共建，外聘中国农科院青州烟草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河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组团入
驻，成立了洛南县城关金叶科技小院。

科技小院由阅览室、专家咨询室、培训室、党小组活动
室、实验室、会议室以及柴峪科技示范基地“六室一基地”
构成，围绕科普宣传、科技创新、科技服务、人才培养和社
会服务“五位一体”功能，着力培育新时代“三农”人才，搭
建科技转化平台，落地科普宣传惠农，推动产业融合、促农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柴峪试验示范基地，科技小院以 1382 亩烟田为平
台，大力开展土壤保育、小苗早栽深栽、栽培试验、品种示
范、绿色防控、防灾减灾、精准采烤、带茎烘烤等新型实用
技术应用推广，建立烟叶绿色发展核心示范区，增强烟区
群众的科技意识。

科技小院成立以来，接受群众咨询 1000 多次，现场技
术培训 100 多场次，有力推动了科技在洛南烟区传播推
广、成果转化。

“有了金叶科技小院专家团队的诊断，连作多年烟田
的根部病害得到及早预防，效果很明显。”洛南县四皓街道
种烟大户王飞高兴地说道。

““四零四零””服务接地气服务接地气

科技小院从“五位一体”完美地结合到零距离、零时
差、零门槛、零费用的“四零”服务，让服务烟农更近一步、
更接地气。

在生产关键环节，外聘的专家教授无法第
一时间来到洛南与烟农进行面对面答疑时，金
叶科技小院作为烟农与专家之间的联络桥梁，
利用网络视频连线，搭建线上交流平台。

今年，科技小院先后开展3次
视频连线活动，邀请专家团队针对
烟叶生产中遇到的苗期持续低温、
栽后长期阴雨等问题进行技术指
导，实现了技术服务“零距离”。

在 洛 南 县 ，
9 个烟站建立了

“烟农之家”微信
群，邀请专家教授
进群，实时为烟农

答疑解惑，发布新型农机具使用视频、植保知识等，方便烟农
互助交流，打通了服务烟农“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技术服
务“零时差”。

有了专家团队的支持，洛南烟叶生产各环节的疑难杂
症都能迎刃而解，做到了服务“零门槛”。

今 年 6 月 12 日 ，洛 南 县 石 门、石 坡 等 镇 遭 受 短 时
冰雹、大风和强降雨灾害袭击，造成 4261 亩烟田不同
程度受灾。

灾情发生后，中国农科院青州烟草研究所刘伟教授
和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高级农艺师穆耀辉等专家第
一时间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提出灾后补救措施，最大限
度减少灾害损失。

在洛南烟区，雨后烟田发现野火病、气候斑，经过专家
诊断和防治，病害得到及时遏制。

“没有专家咨询费、不用花一分钱，从耕种收、苗管
烤，再到减工降本、绿色生产全程‘零费用’，专家团队的
服务很到位。”洛南县四皓街道柴峪村烟农康小锋高兴
地说道。

科技宣传入民心科技宣传入民心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期间，受聘洛南县科技特派
员的烟草系统5名技术员格外忙碌，他们巡回全县13个镇
办、98 个种烟村宣讲烤烟产业发展的最新技术、农事操作
要领，发放烟叶科技图册、手册等书籍……

“参加‘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感受最深的就是老
百姓对农业新科技知识的迫切需要，让我们有底气、更有
动力服务一线。”洛南县科技特派员、洛南县局（分公司）古
景烟站副站长徐英锋说。

与此同时，洛南县局（分公司）烟叶战线 135 名一线
技术员披星戴月、披荆斩棘奔走在田间地头，以行动扛
起科技宣传、落地的大旗，用汗水浇筑烤烟产业高质量
发展之路。

90后技术员闫超超自入职洛南县局（分公司）以来，十
年间，个人累计参与烟草科技试验、示范100 多项，发表科
技论文10篇，主持或参与的QC项目6项、实用新型专利3
项，可谓硕果累累。

为推动山区不同地形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落地，闫
超超自己动手绘制管网分布平面图，筛选供水动力设备、
管网铺设，安装连接、供水调试，将水分和养分直接输送到
烟株根系最集中的土壤区域，让烤烟“渴了就喝、饿了就
吃”，取得了显著效果。

为加快推进烟叶绿色生产，今年，洛南县局（分公司）
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开展了新型液态地膜试验示范
项目，旨在消除“白色污染”难题。

作为项目负责人，闫超超从试验地块选定、施肥起垄，
到新型液态地膜喷覆、田间试验对比，他冒风雨、顶烈日，
一点一滴，不懈怠、不气馁，真实记载着真实数据，为烟叶
绿色化生产提供着第一手资料。

新型液态地膜既有塑料地膜的增温、保墒、保苗作
用，还有较强的黏附能力，腐化分解为腐殖酸彻底解决
了塑料地膜对土壤和环境的污染，同时又增加了集农
药、肥料和农膜于一身的特点，用后翻压入土，可成为土
壤改良剂。在改善作物生长环境的同时，提高了土壤的
有机质。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没有撤退可言，唯有静下心、
沉下身、扎下根，才能服务好、结硕果、攀高峰。”闫超超憨
笑地说道。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不晴不雨一身灰。”在洛南
县，有许多和闫超超从事同样的烤烟生产技术服务指导的
科技工作者，他们默默奉献、接续奋斗，服务产业发展，促
进烟农增收。

一直以来，洛南县局（分公司）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搭
建发展舞台，提供科研资金，激励科技工作者开展问题导
向型攻关活动，不断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为烤烟产业
发展贡献了力量。

2022 年，洛南县局（分公司）获得实用
专利 5 项、软件著作权专利 1 项，10 名同志
荣获全市烟草系统“十三五”最美科技人。

“我们将以问题导向型科
技攻关活动为主线，以科技小
院为平台，以田间地头为舞
台，用科技之光照亮烤烟产业
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之
路。”洛南县局（分公司）局长、
经理郭小宝说。

科技之光照亮产业前行之路科技之光照亮产业前行之路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赵赵 星星 聂光玲聂光玲

开展烟田机械化中耕管理培训开展烟田机械化中耕管理培训

金叶科技小院团队专家金叶科技小院团队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安德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安德荣（（右二右二））现场诊断烟叶大田病害现场诊断烟叶大田病害。。

棋盘化移栽棋盘化移栽

金叶科技小院团队专家金叶科技小院团队专家、、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白建宝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白建宝（（左一左一））调查烟叶根部病害情况调查烟叶根部病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