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很多人养不好黄杨盆景，其
实黄杨盆景栽培方法很简单，在
养护时为其提供肥沃的土壤并要
1～2年换盆一次，春秋2～3天浇
水一次，土壤表面不干不浇水，还
要每月少量施加氮肥为其补充养

分，为黄杨提供充足的散射光和
20℃～30℃的温暖环境，及时修
剪枝叶，做好病虫害防治，放在通
风处就可以了。

肥沃土壤
黄杨是一种喜欢酸性土壤的

植物，在栽培黄杨盆景时要为其
提供适合的肥沃土壤，可以选择
到稻田土、腐殖土和蛭石进行2:2:
1的混合配制，并且在种植后要
1～2年进行一次翻盆换土，让它
可以更好地生长。

适量浇水
适量浇水进行水分补充，对

于黄杨盆景的旺盛生长十分重
要。在养护时一般春秋可以2～3
天浇水一次，夏季要每天浇水，冬
季则可一周浇水一次，平常浇水
时注意观察盆土表面是否干燥，
未干时不要浇水。

少量施肥
在施肥方面，黄杨盆景并没

有很大的养分需求，只需要在黄
杨的生长旺盛期少量施肥补充养
分即可。主要是每月施加一次稀
薄的氮肥肥液，并且可在种植时在
土壤中掺杂少量的豆饼肥来做基
肥。

光温适宜
提供适宜的光温也是黄杨盆

景栽培方法之一，养护时将黄杨
摆放在散光下，可使它生长的更
为繁茂，并且要将其放在温暖
环境中，保持温度在20℃～30℃
左右，可以让黄杨旺盛的进行生
长。

枝叶修剪
黄杨盆景在养护时还要不时

进行枝叶的修剪，使其更加美观
具有观赏价值。主要将其过于长
的枝条适当剪短，还要将多出来
的分枝剪除，并做好整体的枝叶
造型修剪，让黄杨盆景能够保持
良好的株型。

病虫害防治
要让黄叶盆景始终旺盛美

丽，还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主要
在介壳虫、蚜虫等害虫的幼虫期
就要做好防治工作，喷洒相关的
杀虫药液，使黄杨盆景免受病虫
害威胁，并且要将其放在通风环
境，使其健康生长。

（据《花草坛》）

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作为八个标志性战役之一，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攻坚战对于推动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接2月22日B2版）
主要任务
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

动。深入推进化肥减量增效。
聚焦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重点
区域，明确化肥减量增效技术路
径和措施。实施精准施肥，分区
域、分作物制定化肥施用限量标
准和减量方案，制定水稻、玉米、
小麦、油菜等氮肥推荐定额用
量，依法落实化肥使用总量控
制。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优
化氮、磷、钾配比，逐步实现在粮
食主产区及果菜茶等经济作物
优势区的全覆盖。改进施肥方
式，推广应用机械施肥、种肥同
播、水肥一体化等措施，减少养
分挥发和流失，提高肥料利用效
率。加强绿色投入品创新研发，
积极推广缓释肥料、水溶肥料、
微生物肥料等新型肥料，拓宽畜
禽粪肥、秸秆和种植绿肥的还田
渠道，在更大范围推进有机肥替
代化肥。在旱作区大力发展高
效旱作农业，集成配套全生物降
解地膜覆盖、长效肥料应用、保
水剂混肥底施等措施，减少养分
挥发和随雨流失。培育扶持一
批专业化服务组织，提供统测、
统配、统供、统施“四统一”服
务。鼓励以循环利用与生态净
化相结合的方式控制种植业污
染，农企合作推进测土配方施
肥。到2025年，主要农作物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90%
以上。（农业农村部牵头，生态环
境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按职
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农药减量控害。
推进科学用药，推广应用高效低
风险农药，分期分批淘汰现存10
种高毒农药。推广新型高效植
保机械，推进精准施药，提高农
药利用效率。创建一批绿色防
控示范县，推行统防统治与绿色
防控融合，提高防控组织化程度

和科学化水平。构建农作物病
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一批智
能化、自动化田间监测网点，提
高重大病虫疫情监测预警能
力。到2025年，主要农作物病虫
害绿色防控及统防统治覆盖率
分别达到55%和45%。（农业农村
部牵头，生态环境部、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深入实施农膜回收行动。
落实严格的农膜管理制度，加强
农膜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再
利用等环节的全链条监管，持续
开展塑料污染治理联合专项行
动。全面加强市场监管，禁止企
业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
标准的地膜，依法严厉查处不合
格产品。因地制宜调减作物覆
膜面积，大力推进废旧农膜机械
化捡拾、专业化回收、资源化利
用，建立健全回收网络体系，提
高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和处置水
平。加强农膜回收重点县建设，
推动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落
实回收责任，集成推广典型回收
模式。推进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有序替代，在不同类型区域建设
试验示范基地。建立健全农田
地膜残留监测点，开展常态化、
制度化监测评估。（农业农村部
牵头，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
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

加强养殖业污染防治。推
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完善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管理制度，
依法合理施用畜禽粪肥。推动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
装备提档升级，规范畜禽养殖户
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开展设
施装备配套情况核查。整县推
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改造提
升粪污处理设施，建设粪肥还田
利用示范基地，推进种养结合，
畅通粪肥还田渠道。建立畜禽
规模养殖场碳排放核算、报告、

核查等标准，探索制定重点畜产
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引导
畜禽养殖环节温室气体减排。
完善畜禽粪肥限量标准，指导各
地安全合理施用粪肥。到2025
年，畜禽规模养殖场建立粪污资
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粪污处理
设施装备配套率稳定在 97%以
上，畜禽养殖户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水平明显提升。（农业农
村部牵头，生态环境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参与）

严格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
管。组织各地依法编制实施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到 2023
年，畜牧大县率先完成规划编
制。推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根据畜禽养殖发展情况和生态
环境保护需要，制修订畜禽养殖
污染物地方排放标准。严格落
实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
度，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监
督指导畜禽规模养殖场依法持
证排污、按证排污或者进行排污
登记，遵守排污许可证管理规
定。结合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
和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
划、台账和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进行抽查。加大环境监管执法
力度，依法查处无证排污、不按
证排污、污染防治设施配套不到
位以及粪肥超量施用污染环境
等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
牵头，农业农村部参与）

推动水产养殖污染防治。
养殖大省要依法加快制定出台
水产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控制
标准，加强水产养殖尾水监测，
规范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排污
口设置。以珠三角、长江流域、
黄渤海等区域为重点，依法加大
环境监管执法检查力度。（生态
环境部负责）大力发展水产生态
健康养殖，积极推广池塘工厂化
循环水、大水面生态增养殖、稻

渔综合种养等多种生态健康养
殖模式。实施池塘标准化改造，
完善循环水和进排水处理设施，
推进养殖尾水节水减排。（农业
农村部负责）

保障措施
强化组织领导。生态环境

部联合农业农村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水利部、国家乡村振兴
局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定期
会商、督导评估，强化“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协同推进攻坚
战。各地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
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将深入打
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目
标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制定实施
方案，明确职责分工、时限要求
和责任人员，并将主要任务纳入
当地督查督办重要内容，建立定
期调度机制。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有关
部门将实施方案于2022年6月底
前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按季度报送目标任
务进展情况，按年度总结推进。

强化政策保障。地方各级
财政落实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支
出责任，保障重点任务实施。发
挥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等政
策引导效应，加强资金绩效管
理，支持解决农村环境突出问
题，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保护。建
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管护长效
机制，推动农村厕所、生活污水
和垃圾处理设施等一体化运行
管护。落实污染治理相关税费
优惠政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用地，按照公用基础设
施建设优先列入建设用地计划，
依法落实用地审批。大力发展
农业农村绿色金融，引导社会资
本以多种形式参与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项目投资建设。鼓励有
条件地区依法建立农村生活污
水垃圾治理农户付费制度。加

强农村生态环境宣传教育，提高
村民生态文明意识，引导公众积
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强化监测监控。加强农村
环境质量监测，在人口集中区、
主要养殖区和种植区等，加密布
设水体质量监测点位，基本实现
监测点位区县级全覆盖。持续
推进日处理20吨及以上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
测。结合环境监测工作，调查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情况、污染物去
除效果，并对设施正常运行情况
进行通报。采用卫星遥感等技
术，对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进
行动态排查；对国家监管清单中
已完成整治的黑臭水体，省级有
关部门要组织监测透明度、溶解
氧和氨氮3项指标，原则上每年
至少监测1次。在典型灌区开展
农田灌溉用水和出水水质监
测。加强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
执法监测。推进农业面源污染
监测网建设；选择典型小流域，
试点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长期监
测。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农
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平台，
加强污染治理调查评估，强化环
境质量改善效果分析，对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畜禽规模养殖
场污染排放和黑臭水体整治情
况等进行监控。

强化监督考核。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相关部门以本地区
实施方案为依据，将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工作纳入本省污染防治
攻坚战考核范围，作为目标责任
考核重要参考。健全农村环境
整治成效评估机制，对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抽查。将农
村黑臭水体整治情况纳入强化
监督。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突
出问题纳入中央和省级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范畴，对污染问题严
重、治理工作推进不力的地区进
行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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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花如何
增温催花？

水仙花是我国十大名花
之一，有凌波仙子、玉玲珑、金
银台、天葱、雅蒜等别称。水
仙花外表诱人、曲线鲜明、花
身散发出独一无二的香味，具
有很高的观赏性。

水仙花有毒吗
首先，水仙花花香是无毒

的，但水仙花鳞茎内含有拉丁
可毒素，可用于医药，而人误
食后会引起呕吐，肠炎，所以
水仙花不能随便内服。

水仙花可以摆放在家中
的任何地方，特别适宜放在
厅、房内，当水仙花开时，整个
房间会香气四溢，令人赏心悦
目，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一般水仙球正常进行水
养45-50天可如期开花。而当
室温提升到18℃左右时，只需
30天就能开花;室温在20℃时，
只需25天就可开花;因此可根
据需要来确定水仙花的开花
日期，有选择性的欣赏到清香
美丽的水仙花。

水仙花的增温催花方法
阳光增温。白天移放室

外阳光下，或室内朝南阳光充
足的玻璃窗前，直至开花为
止。

灯光增温。在花盆中罩
上塑料罩，开电灯照射，待罩
内升温至23℃停止。

电热器增温。开启电热
器或将电吹风放置在不至烫
伤水仙花的位置，让暖风徐徐
吹拂花体，连续数天至花朵绽
放。

温水增温。在水盆内放
入少量温水，让水温升到12～
15℃。

如何延长水仙花开花期
当水仙花全部盛开时，将

少量食盐放入盆中，能使水仙
花开花期延长。不过，切忌在
水仙含苞待放时就放盐，否则
反而会抑制花蕾开放。

如何预防“哑花”
“哑花”是指水仙在水养

过程中，花葶中途夭折，花蕾
枯萎或花蕾未开先衰的现
象。“哑花”现象主要由以下几
种原因引起：

水仙球质量差：球体小，
花芽发育不良;球体遭受病虫
害，根盘干朽，发根少，体质
弱。

养护不当：换水不勤，光
照不足，室温过高，通风不良，
造成叶片徒长，花葶瘦弱。此
外，换水时碰伤根和花葶，也
会导致出现“哑花”。

水养季节不当：如霜降前
鳞茎处于休眠期或清明后气
温升高时进行水养，均会出现

“哑花”。
要防止“哑花”，首先要挑

选优质的鳞茎进行养植，水养
时要用干净的水，并且应将自
来水先贮存一天再用，再就是
要保证水仙光照充足，每日不
少于6小时，还要注意室内通
风，气温保持在12℃～15℃，
天气干燥时，每天要向水仙植
株喷水。

（据《养花之师》）

紫薇是一种小乔木，属于长
寿树种，其树型不高，常常作为庭
院观赏树和街道绿化树，且紫薇
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耐干旱耐
寒冷，对土壤的要求也不严，花期
能长达3个月之久。那么紫薇如
何栽植呢?都有哪些养护要点?

紫薇的栽植方法
移植。在秋季落叶后至春季

芽萌动前进行，小苗移植可裸根，
大苗移植需带种球。定植时，施
堆肥，连灌2次透水，以后适时灌
水、松土、除草。紫薇栽植在春季
进行，裸根栽植即可。植苗时要
保持根系完整。

栽植地点。栽植地点应选择阳
光充足、湿润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

水肥管理。栽前施足基肥，
肥料用腐熟的人粪尿、圈肥、厩肥
及堆肥均可。定植后的头三年，
每年冬季或春季萌芽前在根部穴

状施肥10至15千克(以堆肥、饼
肥等有机肥为主)，也可酌情施一
定的复合化肥。

成活后的紫薇，每年春季要
浇返青水一次，以后浇水 3 至 4
次，花期浇水1至2次。在华北地
区，封冻前浇一次封冻水，雨后要
注意排涝。

整形修剪。栽种的紫薇要注
意修剪。在栽植较大的紫薇时，
栽前要重剪，可按栽培需要定统
一高度的主干，把上部树冠全部
剪掉，这样新发的树冠长势旺盛
且整齐美观。

在紫薇幼树生长期间，应随
时将茎干下部的侧芽摘除，以使
顶芽和上部枝条能得到较多的养
分而健壮生长，早日形成完整树
冠。在生长季节，应及时剪除残
花及枝条，促发新枝以延长花期，
紫薇花序开在新枝顶端。在落叶

后要疏剪徒长枝、细弱枝、病虫枝
和枯萎枝。

紫薇的养护要点
土壤。紫薇有着较强的环境

适应力，有条件的可以选用深厚
的肥沃砂质土壤进行栽培，最有
利于紫薇的生长。

浇水。紫薇抗旱忌涝，可在
每年的春季萌动前浇一次返青
水，在秋季落叶后浇一次冻水，其
他时间注意“不干不浇”。春旱时
需浇水1～3次;雨季时的排涝工
作要做好，避免积水引起的烂根;
秋天一般不用进行浇水。

光照。紫薇生长需要充分光
照，否则会使开花期出现花少甚
至无花的情况，更严重的会使整
株生长衰弱。

温度。长成后的紫薇植株抗
寒性很强，但对幼苗的防寒保温
工作必须做好。培养达到三年生

以上后就可以停止保温了。
施肥。和浇水的时间相仿，

在春季萌动前施肥一次，在秋季
落叶后施肥一次。可以施以人粪
尿或麻酱渣，能够促使来年植株
的生长更加旺盛，花期开花更加
茂盛鲜艳。

修剪。由于紫薇的花序在当
年的新枝顶端着生，所以要注意
对一年生的枝条进行重剪回缩，
利于集中养分，使枝条生长更健
壮。徒长枝、下垂枝、病虫枝、干
枯枝、纤细枝与内生枝都要剪除，
幼树期时植株主干下端长的侧生
枝也要及时剪掉，减少养分的消
耗确保在植株主干的上部能有良
好的树冠形成。

虫害。紫薇易被绒蚧、黄刺
蛾和大蓑蛾等虫害侵染，应及时
地采取喷药等措施来防治。

（据《农业说坛》）

紫薇的栽植方法及养护要点

黄杨盆景栽培方法

农业农村打响污染治理攻坚战

薄荷喜湿不耐旱，适合在疏
松透气、肥沃的土壤中生长。

种植薄荷时，需要给予薄荷
充足的光照。薄荷是喜光的植
物，需要保证每天能接收到全天
的阳光，在夏季时需要注意，中午
温度高，太阳光过于强烈，薄荷在
这个时候不能被阳光直射，需要

进行遮光处理。
想要让薄荷长得好，要注意

在春季和夏季每两个月进行一次
修剪。每当薄荷长出新芽时，观
察一下新芽是否长在主干上，对
于主干顶端的芽需要及摘除，解
除薄荷的顶端优势，让薄荷将营
养用于长叶子。

种植方法：一般2~3天浇一
次水，不要让土壤出现积水，每个
月施用一次氮磷钾1:1:1复混肥
料，每次施用时稀释100倍；薄荷
要进行全天光照，在夏季中午要
进行避光。种植技巧：春季和夏
季每两个月进行一次修剪，打顶
摘心，每年还需要换一次土。

薄荷生长快速，对养分消耗
较大，长时间种植会导致土壤营
养不均衡，施肥也难以补救，一般
需要每年换一次土。养护薄荷需
要使用排水性好的土壤，切记不
要使用黏土，会影响其根部呼吸
的生长发育。

（据《霸耀科技》）

薄荷种植方法与技巧

盆栽栀子花喜光，但夏季适
宜摆放散光处。

土壤。盆栽栀子花喜欢在含
腐殖质较多的酸性土中生长，要
注意土壤的渗水、透气性。

温 度 。 盆 栽 栀 子 花 在
18℃～28℃是其最佳生长温度，
开花适温为 22℃～28℃,适当通
风。

光照。栀子花喜充足的光
照，特别在春秋两季，每日要给予
5小时的日照，不然对其生长和冬

季越冬不利。夏季忌中午强光暴
晒，否则会使叶片变黄。要放置
散光处养护，透光率达40%～50%
为宜。入冬放置室内阳光直射
处。

施肥。栀子花不是十分喜肥
的花卉，但是由于它生长旺盛，又
受盆土养分有限的影响，所以，需
要合理补充肥料。开花以前可以
半月左右施一次液肥。每隔10
天左右施一次氮磷钾肥或饼肥，
在施肥前1天应停止浇水，施肥

的这天同时浇1次透水，入秋后
需要控肥。

浇水。盆栽栀子花喜大水，
春天因风多、风大、空气干燥和降
雨稀少，每3天浇水一次，并在放
置盆花的周围每日早晚要洒水，
以提高空气湿度。夏季入伏后天
气炎热，以软水浇灌为宜，因硬水
中含钙、镁盐类较多，这对栀子花
的生长十分不利，轻则枝叶变黄，
重则很快死去。

为了克服土壤和水质的碱

性，在生长季节里每周浇一次矾
肥水，使盆栽栀子花保持枝叶浓
绿。冬季应控制浇水，不干不浇，
长期含水量过多，易造成烂根死
亡。

摘心。为了调节和控制盆栽
栀子花的生长，使株形优美和促
进开花，在春季旺盛生长将停止
时，把新枝顶端摘去，促使枝条基
部的腋芽饱满和花芽的形成。

（据《晨泽绿植》）

盆栽栀子花的方法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