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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阳泉郊区杨家庄乡北杨家庄村的大脑山上有
一片养殖基地，远远看去与其他养鸡场没什么区别，但
是这里饲养的鸡却比较特别，有三冠、五趾、黑白花羽，
是从外地引进的贵妃鸡。

回乡创业，养殖贵妃鸡
“贵妃鸡原产于英国，肉质好，产蛋量高，近几年颇

受欢迎。”说起贵妃鸡，26 岁的小伙贾维杰滔滔不绝，眼
前这个占地 120 多亩，现有 4000 多只贵妃鸡的养殖场，
是他在 3 年前创办的。

2012 年，刚从学校毕业的贾维杰放弃在外地工作
的机会，返回家乡创业。之前，贾维杰曾在南方呆过一
段时间，了解贵妃鸡的养殖，综合本地气候、土壤条件，
他认为阳泉非常适合贵妃鸡的养殖，于是将贵妃鸡定为
创业项目。

在家人的帮助下，贾维杰选好地址，建起鸡场，又

一次性从南方购回 2000 多只贵妃鸡苗。信心满满开始
创业，却遭遇了挫折。“可能是之前我们对笼舍的建设不
是很完善，鸡苗受到侵袭，死了不少。”贾维杰说，当时眼
看就要入冬了，却由于保暖设施不足，鸡苗再度死亡。
两次下来，大概损失了一千七八百只鸡。

巨大的损失让贾维杰一时很难接受，不服输的个
性，让他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而是慢慢地调整状态，认
真总结教训。

运用互联网，新鲜鸡卖到全国各地
通过不断的摸索，又向其他养殖户学习和请教，贾维

杰逐渐摸着了门道。经过3年多的发展，他养殖贵妃鸡有
了一定的经验，养殖基地也有了规模。“我们现在的规模比
3年前大了不少，特别是在技术储备和市场开拓上。”贾维
杰说，鸡场现在的年出栏率在一万到两万之间，存栏也在
五千到六千之间，每年的销售收入在30万左右。

养殖基地做大做强的同时，贾维杰利用自己的计
算机特长，紧跟市场，为自己的鸡场设计了网络销售方
案，并取名为“方便鸡”。

通过互联网，贾维杰将销售模式从线下转到线
上。顾客可以从手机端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商城
直接下单，养殖场在接单后会第一时间通过快递投送的
方式，将新鲜的鸡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顾客手中。通过
跟专业做鸡类菜肴的厨师接洽，贾维杰还总结出一套适
合贵妃鸡烹饪的方法，为此，在顾客收货时，他还会送上
煲汤用的中药材，同时还会附赠一份说明书。

在贾维杰的心里，贵妃鸡养殖是自己的第一份事
业，认准了这一行，他只想做到最好。“这个行业潜力非
常大，以我们现在的发展状态来看，市场营销和品牌意
识可能是短板，我们会付出更多努力，保证产品质量，打
出山城品牌。”贾维杰说。 （来源：《农业科技报》）

山西阳泉：农民养殖贵妃鸡闯出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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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以来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持续阴雨、时
睛时阴的恶劣天气，对今年秋收秋种工作造成了极大
的影响。11 月 5 至 7 日连续降水 3 天，雨量 114.2 毫米；
11 月 12-14 日连续降水 3 天，雨量 37.1 毫米；11 月 16
日、18 日分别降水 10.2 毫米、4.2 毫米；11 月 22 至 26 日
连续降水 5 天，雨量 28.2 毫米。具体表现在：一是水稻
收获进度很慢。11 月 10 日前收获的水稻面积 28.6 万
亩，占 52.8%；11 月 11 至 26 日收获的水稻面积 10.51 万
亩，占 19.4%；目前尚未收获的水稻面积 15 万亩，占
27.8%。二是播期拉得长，晚播麦面积很大。11 月 5 日
前适期播种面积 26.8 万亩，占 50%；11 月 6 至 20 日偏
迟播种面积 6.4 万亩，占 12%；11 月 21 日后过迟播种面
积 20.3 万亩，占 38%，其中目前尚未播种的小麦面积
19.03 万亩，占 35.6%。三是寄种麦面积很大。全区稻
田套播麦面积 10.4 万亩，占 19.4%。其中 11 月 10 日前
寄种麦面积 7.98 万亩，占 15%，这些田块稻麦共生期均
在 15 天以上，有的长达 20-25 天；11 月 11 日之后寄种
麦面积 2.42 万亩，占 4.5%，这些田块稻麦共生期只有
10-15 天。

当前恶劣的连续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气温已
明显下降，日均温度下降 10 摄氏度以上，对当前抢收

抢种是十分不利的。各地要针对这个特殊情况，审时
度势，趋利避害，突出“三抢”（抢收、抢种、抢管）工作中
心，狠抓各项关键措施的有效落实，千方百计把来之不
易的秋熟丰收果实拿到手，突击抢播抢管小麦，努力提
高播种质量，实现晚中争早和壮苗早发，筑牢来年夏粮
丰收基础。

一是突出抢收在田水稻，确保颗粒归仓，实现丰产
丰收。天气晴好后，各地要迅速组织人力抢排田间积
水，降低土壤湿度，尽量缩短收割等待时间，待收割机
能进田作业时，组织调配充足的大马力收获机械，突击
抢收，加快水稻收获进度。水稻收获后要及时曝晒入
库，确保把来之不易的秋熟丰收果实全部拿到手。

二是突击抢种秋播小麦，提高播种质量，筑牢丰收
基础。水稻收割离田后，迅速用旋耕机深翻晒垡，实现
稻秸秆还田，有利于降低土壤湿度和加快小麦播种进
度。积极应用晚茬独秆小麦栽培技术，适当加大播种
量，一般亩用种量掌握在 50-55 斤；施足基肥，亩用
45%三元复合肥 70-80 斤，尿素 15-20 斤；播种结束后
及时开好麦田内外三沟水系，做到麦种好，沟配套。

三是突击抢管在田小麦，防冻保苗促壮，实现壮苗
早发。（1）机条播及人工撒播旋耕盖籽的小麦：连阴雨

前播种，全区面积 19 万亩左右，目前长势较好，叶龄 2.5-
3 叶，总苗数 20-25 万。田间管理上，近期着重抓好清沟
理墒排水降渍、及时追施苗肥、在冷尾暖头日平均气温 5
摄氏度以上的晴天及时喷药化除等措施。（2）稻田套播
小麦：套播 15 至 20 天以上的小麦，面积约 5 万亩左右，
稻麦共生期偏长，目前麦苗长势普遍较差，叶片细长瘦
弱，叶龄 2.5 叶左右；套播 10-15 天的小麦，面积约 1.5 万
亩左右，稻麦共生期适宜，目前麦苗长势较好，叶片短小
宽大，叶龄 1.5 叶左右。稻套麦田块不宜采用机械收割
方式，最好组织人工收割。同时做好秸秆覆盖还田，但
要注意还田数量不宜太大，以半量为宜。可以用比较整
齐的稻草，依次均匀铺盖，疏密有度，疏不裸露土壤，密
不厚叠遮光，达到远看一片秸秆覆盖，近看可见“斑马条
状”土壤；也可用乱草覆盖，或将稻草切成 2～3 寸覆盖，
做到均匀、适量，疏密有度。覆盖秸秆后，应当及时开沟
覆土，压在秸秆之上，以提高覆盖效果。并尽早补施苗
肥，促进苗情转化。（3）烂耕烂种小麦：11 月 6 日雨后机
械播种，目前叶龄 2 叶左右，全区面积不足 1 万亩。田间
管理上，近期要着重抓好内外三沟配套，排水降渍，追
施苗肥，在冷尾暖头日平均气温 5 摄氏度以上的晴天
及时喷药化除等措施。 （来源：盐都现代农业网）

牢牢抓住晴好天气 突击抢收抢种抢管

490亿元 11 月 10 日闭幕的第十三届中国国
际农产品交易会现场贸易额达到 490 亿元，现场零
售额达到 3.53 亿元。

40% 目前全国 283 个示范区生产的粮食占全
国的 40%，高标准农田占比为 53%、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75%，均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6000个 从 2016 年起，中央财政按照每村每
年 150 万元，连续支持两年，计划“十三五”期间全
国建成 6000 个美丽乡村。

192亿元 2013 至 2014 年，各级财政累计投入
192 亿元在美丽乡村建设上，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的
美丽乡村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品牌名片。

（来源：《农业科技报》）

三 农 数 字

针对异常气候条件，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会同农
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研究提出
冬前田管技术指导意见，强化

“抗旱、控旺、防冻”，抓好冬灌、
镇压、化控和病虫草害防治，培
育冬前壮苗，确保安全越冬。

镇压保墒化控防旺

在越冬前适时镇压，尤其
对秸秆还田和浇水后出现裂缝
的麦田，可踏实土壤，弥合缝
隙，减轻土壤散墒，有利于苗
期生长，还可以控旺促壮。小
麦 苗 期 镇 压 应 注 意 压 干 不 压
湿，土壤表层湿润或麦苗有露
水时不宜镇压；应使用表面光
滑的镇压器，不宜使用瓦楞型
的镇压器，以防止对麦苗造成
机械损伤。对播种过早、群体
过大过旺的麦田，喷施生长抑
制剂，控旺转壮，保苗安全越
冬。

以水调温防御寒潮

对气温偏高、小麦缺乏抗
寒锻炼，以及早播旺长的麦田，
一旦遭遇寒潮天气，易发生冻
害 死 苗 。 要 密 切 关 注 天 气 变
化，在降温之前及时灌水，改善
土壤墒情，调节近地面层小气
候，减小温度变幅，防御寒潮冻
害。一旦发生冻害，应及时追
施适量氮素化肥，然后浇水，促
进受冻小麦恢复生长。

适时冬灌抗旱保苗

黄淮、北部和西北冬麦区
对缺墒麦田和秸秆还田、旋耕
播种、土壤悬空不实的麦田，适
时浇越冬水，保苗安全越冬。
冬灌时间一般选择在日平均气
温稳定在 3 摄氏度至 4 摄氏度、
夜冻昼消、水分可及时下渗时进行，保证上大冻前
完成。提倡节水灌溉，禁止大水漫灌，灌水后及时
划锄，松土保墒，防止地表龟裂，避免透风伤根死
苗。

防治病虫化学除草

密切关注红蜘蛛、地老虎和纹枯病等病虫害发
生情况，及时做好预报和防治。黄淮海和西北地区
在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小麦 3～4 叶期，杂草 2 叶
1 心至 3 叶期时进行；长江中下游麦区在越冬前日
均温 5 摄氏度以上抢晴天用药，确保用药后 7 天内
不遇到 0 摄氏度以下霜冻低温，以提高化除效果，避
免产生药害。

此外，北方麦区要防止畜禽啃青，确保麦苗正
常生长和安全越冬；长江中下游和西南麦区稻茬麦
田要及时清沟理墒，疏通排灌水系，做到旱能灌涝
能排。 （来源：《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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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化学农药严格管理之下，而生物农药
由于来源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细菌等，与化学农药相
比，生物农药更加安全环保，且用药量较少，防治效率更
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的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华南农业
大学教授徐汉虹表示。

随着世界各国消费者对于无害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
强，生物农药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天地。到2020年，全球用
于植保的农药总量将达到 300 万吨，年复合增长在 6.5%
左右。但随着生物农药品种的增多、推广应用的提速、种
植业者对生物农药的认知度提高等，生物农药会出现快速
增长，其增长速度将超过化学农药，其增速可能超过7%。

近 10 年来，我国农药工业取得了进步，但与发达国
家相比，仍有差距。“通过生物化工技术，提升、改造和推

动生物农药技术发展，尽快使其从研发阶段进入产业
化，加快投入推广应用，让生物农药成为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利器。”徐汉虹说，为了从源头上解决农药的残
留超标问题，一方面要科学选择高效、低毒、环保的化学
农药，将农药残留控制在允许水平以下；另一方面，加大
生物农药的推广应用力度，加速发展绿色农业。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很多政策扶持生物农药
发展。如政府出台淘汰高毒农药的时间表，调整农药品种
结构，为生物农药腾出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一些地方政府
对生物农药的使用者实行高达价格50%的补贴政策；科技
部也在 2015 年科技规划中将生物农药列为重点攻关项
目。这些举措加快了生物农药发展进程，也定会为生物农
药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来源：《农业科技报》）

生物农药未来五年增速或超化学农药

氯化铵：价格加速下跌

氯化铵价格目前下跌加快，全国湿铵主流出厂
报价每吨 450～500 元，干铵每吨 500～580 元，与前
期价格高点相比，跌幅普遍在 50 元以上，高的超过
100 元。据市场反馈，河南地区干铵主流周边送到价
500～530 元，华东地区湿铵主流周边送到价 520 元
甚至更低，个别企业干铵买断成交出厂参考价已低至
450 元左右。

钾肥：市场短期内仍需消化

钾肥市场在销售仍无起色的情况下，整体报价
开始下滑，短期内市场将处于消化阶段。商家对当前
市场仍有顾虑。一方面冬储备肥缺失信心支撑，下游
市场仍处观望状态。另一方面钾肥整体到货量增大，
继续对未来市场施压。

磷肥：国际多地市场走弱

由于二铵库存量较大，印度第四季度磷肥市场
有些艰难，自 8 月中旬以来，印度二铵到岸价已经下
降了 50 美元。阿根廷市场二铵价格保持稳定，巴西
市场下降了 5 美元。埃塞俄比亚的含硫氮磷复合肥
招标目前没有进展。预计短期内国际磷肥市场将持
续走弱。 （来源：《农业科技报》）

1、对未发病的鸡场执行“全进全出”的饲养方
式，进鸡前对空鸡舍进行全面清洁及消毒。2、鸡、
鸭、鹅不能混养，搞好卫生消毒工作。3、采用减蛋
综合征油乳剂灭活苗于 120 日龄每只注射 0.5 毫
升，如为种鸡，可在 70 日龄先免疫 1 次，120 日龄
补免 1 次。4、重疫区，开产前 4 至 6 周和 2 至 4 周
各免疫 1 次，可缩短病程，同时用硫酸新霉素 5 克/
100 千克水连饮 4 天，激蛋添加剂 500 克/300 千克
料，拌料连用1至2周。（来源：江苏为农服务网）

鸡产蛋下降综合征防治措施

1、治疗措施。严重病例可静脉滴注 50%葡萄
糖 40 毫升、0.9%生理盐水 250 毫升、10%安钠咖
10 毫升、维生素C2000 毫克，1次/天，连用3天。

2、做好预防性消毒。规模养殖场做好消毒、
清除传染源，将病猪隔离治疗，带菌母猪尽可能
淘汰。污染的用具和环境用 3％来苏儿液等消毒
液彻底消毒。

3、疫苗预防。链球菌氢氧化铝甲醛灭活菌
苗，每头皮下注射 5 毫升，或用链球菌明矾结晶
紫灭活菌苗，每头肌肉注射 1 毫升。

（来源：江苏为农服务网）

猪链球菌病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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