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电话：88423056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2018.11.06 责任编辑 高雅莉/组版 高雅莉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三、《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科技与产
业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方案》

（一）出台《实施方案》的总体考虑
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制造强省建设的

支撑引领作用,按照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部
署要求,省政府办公厅牵头,省科技厅会同有
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推进科技与产业融
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方案》。总的目
标是：聚焦先进制造业集群，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加强创新资源开放集聚和优化配置，
强化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推动创新要素向企
业汇聚，推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创新成果
与产业发展紧密对接，为构建自主可控的现

代产业体系、提升创新型省份建设水平、推动
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二）《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提出了四个方面 13 项重

点任务，主要包括：
一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培育创

新型产业集群。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培
育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和科技创新中心。优化科技力量布局，统筹
建设智能电网、光伏、工程机械等 22 个重点
创新平台，省有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协同配
合、集成支持。组织实施前瞻性产业技术创
新专项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集中力量
推进重大技术突破，培育 10 个具有较强竞
争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发挥高新区主阵

地作用，打造未来网络、物联网、纳米技术、
机器人、石墨烯等前沿和新兴产业集聚区。
发挥省产研院改革试验田和创新策源地作
用，继续布局一批专业研究院，联合地方打
造若干研发产业园区。

二是对接大院大所原创成果，推动产学
研协同创新。支持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
构，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扶持力度，将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比列提高到75%的政策扩大至
所有企业，到 2020 年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30000 家。深化与中科院、工程院、清华、北
大等大院大所战略合作，吸引国家层面的创
新成果在我省转移转化。加强与重点国家或
地区的产业研发合作，建设若干国际创新合
作园区。发挥高校院所创新源头作用，建设

一批协同创新中心。继续办好中国江苏产学
研合作成果展示洽谈会、跨国技术转移大会、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等重点活动，每年实施的
产学研合作项目数提高到30000项。

三是加强科技需求侧与供给侧对接，
完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进省技术产权
交易市场建设，支持省内高校院所普遍建立
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一批国际技术转移服务
机构，健全省、市、县三级技术转移工作网
络，构建全省技术转移信息服务“一张网”，
到 2020 年培育各类技术转移机构 100 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营服务，开展产业专
利导航和专利预警，探索建立知识产权国际
纠纷仲裁中心，推进国际知识产权运营交易
中心等若干个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加快推进高校、科研院所与发明人对知
识产权分割确权和共同申请制度试点。

四是更大力度引才聚才用才，优化科技
与经济融合环境。通过团队引进、核心人才
带动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开发引进等方式，面
向全球引进和培养产业领军人才。实施急需
紧缺高技能领军人才引进培养计划和产业技
能大师培育计划，形成高技能人才高地。深
入推进科技镇长团、科技副总、产业教授选拔
和培养工作，促进科教资源与基层经济高效
对接。深入实施“创业江苏”行动计划，完善
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基金全
程资金链，建设一批专业服务水平高、辐射带
动作用强的众创空间，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良好氛围。 （来源：区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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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梨树等落叶果树在盛果期
都会消耗大量的养分。入冬后这些果树
先后进入落叶、枝条充实老熟和花芽深
度分化时期，若想来年果实品质好产量
高，做好冬季生产管理工作至关重要，其
管理要点如下：

整枝修剪
果树上不必要的枝条应在冬季进

行修剪。修剪时可看树定形，应当修
剪成圆锥形的，就修剪成圆锥形；应当
修剪成自然开心形的，就修剪成自然
开心形，不可强求划一，尽量保存结果
枝组。

清洁果园
冬季结合修剪全面清除果树虫枝、病

枝、死枝、枯枝、落叶、杂草、烂果，集中带
出园外烧毁，可消灭很多在这些地方过冬
的病菌和害虫，减轻来年果树病虫发生。

深翻改土
土层浅薄的果园，在定植后2～3年初

结果的园地要翻土扩穴，深度 50～60 厘
米，以改善根系生长条件；土层厚的果园深
翻深度 30 厘米，可改变害虫越冬环境条
件，使其受冻而死，达到松土灭害的作用。

防治病虫
冬季果树病虫进入休眠期，及时

防治病虫，可大大减少来年果树生长
季节病虫害的发生，真正起到事半功
倍的作用。

一般需做以下几项工作：刮除树干
粗皮，果树主干、主枝上的粗皮、翘皮是
害虫冬眠的场所，刮皮时，树干下面应铺
上塑料膜承接，用利刀刮除粗皮、老皮、
翘皮，将其带出园外集中烧毁，是消灭越
冬害虫的有效措施；涂白，在树干上涂上
白剂，可杀死多种病菌和害虫，防病虫害
侵染树干，还能预防冻害。涂白剂配方
为：石灰 0.5 公斤、食盐 0.5 公斤、兽油 0.2
公斤、石硫合剂 0.5 公斤、黏土 0.5 公斤、

水 18 公斤，搅拌均匀后涂抹树干，涂白
位置以树干基部为主，高约 1 米，涂抹时
要由上而下，在害虫产卵之前涂抹效果
最好；喷药，在园内、园外杂草密生处，枯
枝叶多的地方及时喷药，具有很好的防
治效果，可喷 2.5％的溴氢聚酯，波美 4～
5 度石硫合剂，0.3％的五氯酚钠，50％多
菌灵 100～200 倍液。

冬种绿肥
冬种绿肥以黄花或红花草子、豌

豆、蚕豆为主，于春季压青，可大大提高
土壤吸水、吸肥、保水、保肥能力，促进果
实优质丰产。 （来源：中国农科网）

果树冬季管理抓重点

一要加强三类苗管理。三类苗
应抓住冬前未封冻的有利时机，优先
管理，促根生长。要及时划锄松土，
提高地温。对于底墒较好的晚茬麦
田，一般不浇冬水，以免降低地温；对
于底墒较差的晚茬麦，应选晴天浇冬
水，底肥不足的可施适量化肥。

二要及时浇好越冬水。浇冬水
有利于沉实土壤，保证麦苗安全越冬，
有利于麦田贮存水分，为翌年早春小
麦返青、起身提供良好的墒情，争取
管理上的主动。因此，有水浇条件的
地方，应适时浇好越冬水，黄淮海麦区
在11月底、12月初为适宜浇冬水。对
底施氮、磷化肥不足的地块，或缺苗、
苗势弱的地块，或缺肥地块，要结合浇
冬水适量追施氮、磷化肥。

三要抓好越冬前旺苗管理。一
是镇压。封冻前均可用石磙或机械
镇压，控制地上部生长和过多分蘖
发生。镇压次数视苗情而定，一般旺苗麦田镇压
1～2 次即可。二是深锄断根。对于过旺麦田，除
镇压外，可在冬前每亩总茎数达到 60 万以上时进
行深锄断根，深度 10 厘米左右，锄后要耧平压实
土壤，防止透风遭受冻害。

四要适时划锄，灭草保墒。冬前划锄，既有
保墒提墒的作用，又可消灭杂草。因此，当小麦
冬前遇雨、冬灌或因其他原因造成土壤板结时，
对各类麦田应及时进行划锄，以破除板结，通过
保墒，促进根系和幼苗的健壮生长。

五要加强病虫草害防治。当前要抓好以条锈
病、白粉病、纹枯病、蚜虫、地下害虫和杂草等为
主的病虫草害防治工作。对小麦条锈病，要坚持

“发现一点，控制一片”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
越冬菌源。菌源区的甘肃、四川等地，要开展大
面积化学防治，控制菌源，减少对其他麦区的压
力；要选择高效、安全的除草剂进行化学除草，减
轻草害；配制毒土或毒饵防治地下害虫，确保全
苗过冬；对纹枯病达标田进行防治，压低中后期
病害基数。 （来源：《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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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式鸡舍的优缺点

密闭式鸡舍又称全封闭无窗鸡舍。这种鸡
舍顶盖与四壁隔热良好；四面无窗，舍内环境主
要通过人工或仪器控制进行调节，造成鸡舍内的

“人工气候”。即采用人工通风与光照，通过变换
通风量的大小，控制舍内温度、湿度和空气成分。

优点：鸡舍环境稳定，不易受自然环境条件
的影响；生产稳定、安全；通过人工控制操作技
术，有利于控制鸡的生长发育，性成熟和刺激产
蛋周期，便于鸡群质与量的监控。如限制饲养，
强制换羽等措施。

缺点：建筑标准和附属设备要求较高，投资
比较大，鸡群完全脱离了自然养殖的条件，完全
依靠人工创造适合鸡群生长和生产的环境和条
件，因此对饲料的全价性要求较高，这种方式适
用于北方地区。

红糖在养鸡中的妙用

红糖在养鸡过程中会起到很多很好的作用，
比如将红糖用在雏鸡出壳后，给雏鸡饮用 5%~8%
的红糖水加维生素 C，再开食，连续饮用 3 天，使
雏鸡从雏室转入育雏室的时候，促进卵黄吸收，
减少雏鸡发病，提高雏鸡饲料转化率。

当鸡转舍、变换饲料、断喙时可给鸡饮用
10%的红糖水 2~3 天，能预防鸡由应激造成的免
疫机能下降，并起到调节体液平衡，刺激食欲，补
充营养，加速鸡康复，提高生产性能等作用。在
寒冷的冬季使用 5%~10%红糖水给鸡饮用可起
到驱寒，化瘀、健胃的作用。

在治疗像球虫病、大肠杆菌病及鸡白痢等传
染性疾病时，可随药饮用 5%~10%的红糖水，连
续 3~5 天，会在鸡肠道内形成保护膜，减少有毒物
质对肠道的刺激，减少死亡。在治疗鸡肾肿或鸡
肾炎时，饮用 5%~10%的红糖水，能起到辅助药
物治疗的作用。

红糖还是一种非特异性免疫调节剂，可加强
鸡体防御机能，配合抗生素药物作用更好。

鸡发生药物中毒或饲料添加剂中毒时，给鸡
饮用 10%的红糖水，连续饮用 3~5 天，可有效缓
解中毒症状，配合应用维生素 C 效果更佳。

（来源：农业科技网）

冬季是大棚草莓生长的关键时
期，同时也是温度变化最为激烈的时
期。棚室早晚气温偏低，如遇晴好天
气，白天气温则会迅速上升。温度的
突然变化，既可以发生冷害，也可以
产生湿害，或者导致休眠、授粉不良，
更为病害的发生创造了温床。

增加棚膜的透光性建棚时选择
透光性好的无滴膜，雪后要及时清
扫棚膜上的积雪，还要定期清扫棚
膜上的灰尘等都可增强光照，提高
棚温。

草苫盖棚草莓防冻在寒流临近
前，夜间在大棚四周加草苫或玉米

秸，可提高棚温 2℃～3℃。当气温
骤降时，可在草苫上加盖一层普通农
膜或旧薄膜，既可提高草苫保温性，
又能防止雨雪弄湿草苫。

多层膜保温抗寒防冻将薄膜双
折（也可用废旧大棚膜），宽度 1 米，
夹放在第一层大棚膜内侧（钢管和薄
膜之间），必要时可在二层钢架薄膜
内再加一条 1 米宽的农膜，沿着大棚
四周全部拉严拉实，可起到保温抗寒
防冻作用。

提高大棚后墙的保温性为提高
大棚后墙的保温性能，可采取以下措
施：一是增加大棚后墙的厚度；二是

在后墙上贴一层砖；三是建空心保温
墙，墙内空心部位填充秸秆或聚苯泡
沫板；四是建造火墙，便于提温，此法
适合于严寒地区。

大棚四周熏烟寒流来临之前，在
大棚外周围点燃农作物秸秆、柴草
等，用其产生的烟驱赶寒气，使大棚
周围气温升高，从而提高大棚内的温
度，达到抵御寒流的目的。

地膜覆盖大棚内草莓采用高垄
栽培时，可于垄上覆盖地膜，这样可
提高地温 2℃～3℃，也便于浇水，但
在旱区垄高不宜超过 10 厘米。

（来源：中国农友网）

即将入冬大棚草莓防寒提前做即将入冬大棚草莓防寒提前做

冬季食用菌病虫害预防有门道

冬季，菇蚊、跳虫等害虫往往在短期内给
食用菌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尽量采用物理防
治措施，避免对食用菌产生药害和污染。

菇棚的修建：应远离村庄、垃圾场、粪堆等
地，确保出菇环境远离虫源，可将原材料在强日
光下曝晒，或进行发酵处理，杀死虫卵、活虫，
尽量采取熟料栽培或用于制种。

菌种质量的选择：在制种过程中，须仔细
检查、挑选，发现污染，立即淘汰，喷施新高脂
膜，形成一层高分子膜，确保生产菌种纯度。

防虫网位置的选取：菇棚通风口及进出口
为佳，防治成虫飞入，在通风口及进出口撒布石
灰隔离带，以防爬虫类害虫进入。

番茄“花脸”巧预防

选择优良品种番茄品种之间抗性不同，在
栽培时尽量选择“花脸”率低的优良品种。

合理施肥营养生长过盛，叶绿素含量增
加，抑制了茄红素的形成，使得番茄果面出现
大量黄斑。硼、钾缺乏，致使营养输送不畅，果
实中由于缺乏营养而坏死变褐色。番茄生长
中后期，植株表现早衰，易造成未来得及成熟
的果实在变红过程中由于营养供应不充足，茄
红素形成量少。建议合理科学的施用底肥并
以有机肥为主。

调节温度一般情况下番茄果面温度超过
32℃，不利于果实内茄红素合成，致使果皮残留
绿色或褐色。低于 8℃以下，茄红素的形成受了
干扰和破坏，以后再给予适宜的温度也不再转
红。故在番茄果实发育期注意适宜的温度，要控
制好昼夜温差温，确保番茄生长不受阻。

整枝调控光照、水分影响番茄的光合与蒸腾
作用，影响转色，同时在土壤干旱、植株蒸腾量大
时，根系供给养分、水分不足，果实转色也会不
良。通过整枝打杈来改善通风透光性，增加光照
照射果面的时间。 （来源：《农业科技报》）

一一、、小水勤浇小水勤浇，，不要沤根和肥害不要沤根和肥害。。
二二、、缓解盐害缓解盐害，，解决土壤溶液浓度过高而造解决土壤溶液浓度过高而造

成根量少成根量少、、生根差的问题生根差的问题。。
盐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盐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解决盐害也不而解决盐害也不

能一蹴而就能一蹴而就。。对于土壤表面已明显表现对于土壤表面已明显表现““青苔青苔、、
红霜红霜、、白霜白霜””现象的棚室现象的棚室，，建议菜农从一点一滴做建议菜农从一点一滴做
起起，，合理施肥合理施肥。。基肥基肥，，增施秸秆肥和生物菌肥增施秸秆肥和生物菌肥；；追追
肥肥，，减少化学肥料的用量减少化学肥料的用量，，可用全水溶性速效肥可用全水溶性速效肥
（（代替普通复合肥代替普通复合肥，，增施生物菌冲施肥增施生物菌冲施肥）。）。

三三、、深翻土壤深翻土壤，，打破犁底层打破犁底层，，避免土壤积水积避免土壤积水积
肥而发生沤根肥而发生沤根、、烧根等伤根的问题烧根等伤根的问题。。 在使用旋耕在使用旋耕
机时机时，，将基肥打碎将基肥打碎，，使其均匀混入土壤浅层耕作使其均匀混入土壤浅层耕作
层后层后，，还要再用锨人工深翻一次为好还要再用锨人工深翻一次为好，，打破犁底打破犁底
层层，，其深度其深度 2525~~3030 厘米即可厘米即可。。

四四、、土壤消毒土壤消毒，，减少或消灭土壤中病原菌的减少或消灭土壤中病原菌的
数量数量；；配合定植时穴施药剂保护根系配合定植时穴施药剂保护根系，，减少病菌减少病菌
侵染根系的概率侵染根系的概率。。 （（来源来源：《：《农业科技报农业科技报》）》）

冬季蔬菜重养根

直观法对粉剂农药，先看药剂
外表，如果已经明显受潮结块，药味
不浓或有其他异味，并能用手搓成
团，说明已经基本失效；对乳剂农药，
先将药瓶静置，如果药液混浊不清或
出现分层（即油水分离），有沉淀物生
成或絮状物悬浮，说明药剂可能已经
失效。

加热法适用于粉剂农药。取农
药 5~10 克，放在一块金属片上加热，
如果产生大量白烟，并有浓烈的刺鼻
气味，说明药剂良好，否则，说明已经
失效。

漂 浮 法 适 用 于 可 湿 性 粉 剂 农
药。先取 200 克清水一杯，再称取 1
克农药，轻轻地、均匀地撒在水面上

仔细观察，在 1 分钟内湿润并能沉于
水的是未失效的农药，否则即为失效
农药。

悬 浮 法 适 用 于 可 湿 性 粉 剂 农
药。取农药 30~50 克，放在玻璃容器
内，先加少量水调成糊状，再加入
150~200 克，清水搅匀，静置 10 分钟
观察，其中未失效的农药溶解性好，
药液中悬浮的粉粒细小，沉降速度慢
且沉淀量少，失效农药则与之相反。

振荡法适用于乳剂农药。对于
出现油水分层的农药，先用力振荡药
瓶，静置 1 小时后观察，如果仍出现
分层，说明药剂已经变质失效。热熔
法适用于乳剂农药。把有沉淀物的
农药连瓶一起放入温水（水温不可过

高，以 50℃-60℃为宜），经 1 小时后
观察，若沉淀物慢慢溶解，说明药剂
尚未失效，待沉淀物溶解后还能继续
再用；若沉淀物难溶解或不溶解，说
明已经失效，不能再使用。

稀释法适用于乳剂农药。取农
药 50 克，放在玻璃瓶中，加水 150 克，
用力振荡后静置 30 分钟，如果药液
呈均匀的乳白色，否则即为失效农
药，而且上层浮油愈多药性愈差。

新购药剂存在下述表象任何一
种的，均不应购入；库存药剂，接近
或已过保质期，但又不想浪费的，可
参照以下方法鉴别，无以下任何表
象的，在局部实验后再予使用。

（来源：中国农业网）

农药是否失效 鉴别有方法

秋冬季节，北方地区冬季气温
偏低，植株容易受到低温冻害，为了
保证葡萄植株安全越冬，来年有一个
好收成，在冬季来临之前，必须做好
越冬管理工作。

施肥冬灌
秋冬时节施一次基肥对葡萄植

株安全过冬，来年长势旺盛有重要作
用，尤其是结果葡萄，其生长所需的
氮、磷、钾多以应基肥形式施入土壤
中。基肥最好以堆沤腐熟的畜禽粪、
各种饼肥、土杂肥等有机肥为主，一
般每亩施 3~4 吨。

叶片管理
葡萄采收后的老叶，通过光合

作 用 对 增 加 树 体 养 分 的 贮 藏 有 重
要作用，所以要注意保护叶片，增
强 叶 片 的 光 合 能 力 。 果 实 采 收 后
应尽量少用，或不用打老叶，要严
格控制使用硫制剂农药，以防叶片
过早老化和降低光合强度，也不可
盲目施用速效氮肥，否则易促使萌
芽、枝条继续生长浪费养分并且不
能老熟。

整形修剪
通 过 修 剪 可 以 调 整 植 株 的 结

构，平衡枝蔓生长和果实生长的关
系，并保持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冬
季修剪的主要目的是疏去无用密枝、
病虫害枝、伤残老枝蔓和剪截当年生

枝蔓，选留次年结果母枝，修剪方式
应根据品种特性、栽培技术、架式等
不同而区别对待。

清园灭虫
葡 萄 的 许 多 病 虫 害 会 随 残 枝

叶在地下越冬，因此冬季葡萄落叶
后，应将葡萄园地面所有残叶、残
枝及杂草清理干净，并集中在一起
烧毁，以免给越冬的病菌和虫卵留
下藏身之所，清除掉的杂草和枯叶
也可留在施肥的时候，回填到施肥
沟 中 沤 制 作 为 基 肥 。 清 理 好 果 园
之后，再用石硫合剂均匀地喷晒在
葡萄枝蔓与架子上，以减少病虫源
越冬。 （来源：中国农科网）

葡萄冬管 抓住要点
设施 课堂

高效养殖高效养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