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新疆
农科院”）获悉，该院农业机械
化研究所特色林果装备工程技
术学科团队历时三年，成功研
发了一款鲜杏定向去核装置及
自适应随机姿态调整系统，在
鲜杏自动去核技术方面取得突
破。相关成果近期发表在国际
学术期刊《农业信息处理》上。

据介绍，鲜杏制成杏脯，加

工成罐头、果汁、果酱等可以延
伸杏产业链，提高其经济价值，
减少鲜杏贮运损失。而去核是
实现鲜杏精深加工的关键，现
有去核机自动化水平较低，杏
果姿态需人工摆放调整，效率
低，制约了杏去核规模化加工。

新疆农科院机械化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毛吾兰介绍，针对
鲜杏去核存在的技术难题，团
队在三年前启动《鲜杏去核机

自动定位装置的机理研究与试
验》项目，目前已取得重大技术
突破，并在试验阶段实现了鲜
杏高准确率和低损失率去核加
工。

“我们制造了一台自动去
核机，一颗颗鲜杏能以果脐朝
上的统一姿态进行精准化去
核，并确保果肉完整。”毛吾兰
说，目前相关实验正在进一步
验证过程中。这一研究成果对

推动鲜杏加工规模化，实现加
工增值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该技术还可拓展至其他核果类
水果，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巨
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数据显示，新疆是我国最
大的鲜杏产区，栽培面积达100
多万亩，年产量近100万吨。库
车小白杏、轮台白杏等产品畅
销全国。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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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春管技术要点
油菜春管应以促弱转壮保

春发，促进多分枝多开花多结
角，增加粒重为主攻目标，强化
肥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和
防灾减灾管理。

早施薹肥 返青后至抽薹
初期，对于播期偏迟、长势较弱
的田块，一般亩施尿素5～8公
斤、氯化钾3～5公斤；对于冬前
抽薹受冻发病的田块，亩施尿
素 3～5 公斤、氯化钾 3～4 公
斤。基础肥力较高的适当少
施，机械化种植密度较大的适
当少施，采用埋施等肥料利用

率高的施肥方式时适当少施，
反之适当多施；对于基础肥力
充足、稳健生长的田块，应少施
或不施薹肥，以免造成后期倒
伏和贪青晚熟；对于无根部施
肥条件的田块，可亩喷施磷酸
二氢钾 100 克、硼肥 50 克和适
量芸苔素内酯，氮肥不足田块
还可喷施尿素300克。草害偏
重的田块应结合追肥，进行浅
中耕锄草，抑制杂草生长。

强化薹期病虫防治 对于
冬前抽薹受冻引发软腐病、黑
胫病、菌核病的田块，紧抓当前

开始进入春发生长时机，尽早
喷施杀菌剂和生长调节剂，防
止病害蔓延，促进苗势转强，可
喷施喹啉·戊唑醇防治。同时，
旱地于返青始薹期加强茎象
甲、跳甲监测，茎象甲成虫当田
间百株虫口量达3～5头，跳甲
成虫密度达每平方米10头以上
时，可用噻虫嗪、呋虫胺·氯虫
苯甲酰胺等防治。对于当前发
生根肿病但仍有新根生长的油
菜田，及时喷施硝钠萘乙酸或
DA-6（胺鲜酯），促进新根生
长。

预防气象灾害 春季遭遇
倒春寒，易造成茎秆破裂，引发
病害、落花落果、分段结实。蕾
薹期气温低于0℃、花期气温低
于 5℃，持续时间 3 天时，就有
冻害风险。在降温前，抓住时
机及时喷施芸苔素内酯等生长
调节剂和磷酸二氢钾等叶面
肥，提高油菜耐逆能力。冻害
发生后，须在气温回升到5℃以
上时，及时喷施广谱杀菌剂和
叶面肥。

（来源：陕西农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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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英语短视频卖苹果的“霞姐”

□王者

57岁的李晓霞身着黑色羽
绒服，戴着红色头巾，站在田
地中。她身前摆放着自家果园
种出的苹果，任谁看都是地地
道道的果农打扮。

可她一张嘴，却是另一种
形象。

“Thanks for loving me
so much （感谢大家对我的喜
爱） ……”一口流利的英语，

“国际范儿”十足。李晓霞用
英语感谢着网友对她的关注和
支持，同时鼓励大家勇敢追求
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巨大的
风格反差，这条短视频被网友
点赞好评。视频发布不到一天
时间，就收获 6000 多点赞和
200多条网友评论。

李晓霞是山东烟台招远
人。当了近 20 年英语教师的
她退休之后选择转行做一名新
农人。2022年，退休不久的李
晓霞与家人走进招远市毕郭镇
滕家村，流转了一处 1000 多
亩的老旧果园，建起现代化的
果业生态园，进入苹果种植行
业。

“我长在农村，对田园生

活本就十分向往。”谈起为什
么选择做一名新农人，李晓霞
很是直率，“都说咱烟台苹果
个大饱满、脆甜好吃，俺也想
种种试试！”

“既然选择种，咱就得扑
下身子好好干。”从果园规划
建设到种植品种选择，李晓霞
都亲力亲为。她走访专家，去
相邻乡镇果园实地调研，最终
选择了适合招远本地气候的苹
果优质品种。在果园管理上，
引入搁架系统、防雹网、水肥
一体化等配套设施，建设矮化
密植示范果园。此外，为提高
收益，果园还大胆试验免套袋
品种和机械疏花疏果技术。每
天一早，李晓霞都会到果园中
打理。除草、施肥、疏果、摘
果，几年的风吹日晒，让她苍
老了不少，但是她却乐在其
中，“当一名果农身体非常劳
累，但是我每天都过得十分充
实。”

技术先进、收益率高，李
晓霞家的果园成为当地高质量
发展果园示范园。她积极与周
边果农分享经验、提供技术指
导，带动当地规模化果园发
展，成为果业转型升级的样

板。同时，果园的发展壮大也
带动了当地农民就业。每年盛
果期，果园能提供约 200 个工
作岗位，增加农民收入共约
500万元。

去年秋天，李晓霞遇到种
植苹果以来最大的烦心事：苹
果销售市场价格较低，地里有
10多万斤苹果滞销。对此，她
每天都忙着联系收购商，可是
效果不尽如人意。

“姑姑，你不是当过英语
老师嘛，咱干脆用英语推介苹
果、推介招远。”怎么把苹果
卖出去？一大家子人帮着李晓
霞想办法，侄女李少燕提出通
过短视频的方式扩大销路、提
高销量。

“拍视频说起来容易，可
是俺一个农户，咋拍呢？”面
对李少燕写好的台词、编排好
的脚本，李晓霞心里有些没
底，迟迟不愿意走进镜头。

“姑姑，咱干脆把视频拍
起来试一试！”今年农历大年
初一，看到李晓霞还在顶着寒
风满城送苹果，李少燕很是心
疼，她决定再鼓励李晓霞试
试。“果农用英语推介产品，
发出来年轻人一准爱看。”这

次，面对李少燕的热情邀请，
李晓霞一口答应了下来。

大年初二，李晓霞手捧苹
果，站在镜头前，用流利的英
语介绍起自家种植的苹果。

当天晚上，李少燕剪辑好
视频发布在短视频平台。视频
一发，流量迅速涌了上来，

“霞姐”火了。
“多么流利的英语，说得

真好”“活到老、学到老”“英
语说得太顺溜了”……视频一
经发布，“烟台苹果霞姐”迅
速在互联网上走红。网友们被
李晓霞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所吸
引，为她短视频的创新形式点
赞。

随着视频在短视频平台的
关注度日渐提升，李晓霞还勇
敢地走进直播间。第一次走进
直播间的李晓霞面对着镜头十
分紧张，感觉脑袋里空空的，
经常磕巴。20多年前，她正是
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坚持
每天晚上自学英语，考取了曲
阜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成为一
名英语教师。如今，再次面对
陌生的领域，她没有气馁，依
然秉持着持续学习的精神，顺
着时代潮流，自学自媒体知

识。
“学习从来不是年轻人的

专利。”每天晚上回到家，李
晓霞都会复盘当天的直播过
程，“这个过程虽然充满艰
辛，但每一点进步都让我觉
得无比值得。”通过不断学
习，直播间中，李晓霞的介
绍越来越熟练，苹果的销量
也越来越好，最多时每天能
卖出去 400 多箱苹果，营业额
近万元。

“今年，我们要继续完善
果园设施，采用防雹网、防霜
冻微喷系统，建设分选线和专
用气调冷藏库，提升苹果品质
和储存能力。”展望未来，李
晓霞信心满满，“我想在宣传
推介自家苹果的同时，也宣传
我的家乡招远，为招远的其他
优质农产品带货，为家乡农业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源：《人民日报》）

乐心、乐学、乐生活

不妨去奉贤这个亲子农场打卡“田园乐趣”

保证育雏温度
育雏方式大致可分为地面

垫草育雏和网上育雏，一般第
一 周 育 雏 温 度 要 求 32℃ ~
28℃，以后每周降 2℃。当地
面平养使用保温伞、保温毯以
及火炕育雏时主要调节好伞
下、毯上炕面温度，以达到雏
鹅所需温度即可。笼养多层育
雏时，要注意上、中、下层温
度均衡，光照要充足。测定温
度应在室内不同角度、不同温
区分别挂温度计（最好一处用

干湿球温度计），离热源近处
可取规定温度的上限，低温区
可取规定温度的下限。温度计
应挂在距育雏床 5~10 厘米左
右 处 （与 雏 鹅 背 部 高 度 平
行）。当雏鹅在预防接种或分
转群时，可暂时提高温度2℃~
3℃，并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
维。

保持适宜湿度
实践证明：湿度以65%为

最适宜。适宜的湿度使雏鹅的
水分蒸发与体热散发比较容

易，雏鹅感到舒服，其休息、
食欲、活动良好，发育才能正
常。雏鹅脱温后，要及时放到
室外活动吸收新鲜空气，接受
充足阳光。

防止疾病发生与传播
预防接种。当雏鹅没有母

源抗体或母源抗体不足时，一
日龄要及时注射抗小鹅瘟高免
血 清 ， 每 只 皮 下 注 射 0.5 毫
升，10~15 日龄注射鹅副粘病
毒疫苗每只0.5毫升。

白痢病。病初可采用土霉

素治疗，每 100 斤饲料加 150
克，连喂三天，或采用肠囊康
饮水。

消化不良。喂给营养全、
易消化的雏鹅饲料，少给勤
添。

感冒。保持舍温稳定，避
免贼风侵入育雏室内，用金霉
素按0.3%的比例拌料或用新感
康饮水，连用5天，可有效预
防感冒的发生。

（来源：《农业科技报》）

春季养鹅要做到“两保一防”

□记者 陈祈

在奉贤区西渡街道关港
村，有一片充满活力和希望的
绿色乐土，这里是乐隐谷亲子
有机农场。整个农场将生态种
植与自然教育相融合，以“乐
心、乐学、乐生活”为理念，
旨在为城市家庭创造一个遵循
自然规律、陪伴生命成长的乡
野乐园。农场内设有种植菜
园、鱼稻共生田、草坪营地、
小动物乐园、儿童设施园、大
草坪等空间。在这里，可以感
受乡野间的清新空气，享受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悠
闲节奏，体验丰富的活动，是

“城里人”放松身心、亲近自
然的理想之地。

作为乐隐谷的联合创始
人，张晓波从事IT行业，过去
忙碌于代码与项目，如今他在
这片土地上找到了新的使命
——与自然共舞，与孩子共成
长。“过去忙于工作，我时常
怀念小时候在田园中奔跑的日
子，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于是决
定创立乐隐谷这样一个可以让
孩子们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
地方。”张晓波介绍，乐隐谷
的十位合伙人均是和他一样的
年轻宝爸、宝妈，他们选择投
资乐隐谷，更多是为了孩子的
教育和身心成长，希望通过这
个农场，让更多的城市家庭能

够体验到田园生活的乐趣。
农场设置专属田块开辟有

机小菜园，每个加入农场的家
庭都拥有 25 平方米的耕种区
域，“生态农业对种植技术要
求较高，因此我们还是主要通
过聘用专业的技术人员，为每
块菜田提供托管种植服务。”
张晓波表示，每个地块都会种
植至少 8 种新鲜果蔬，会员也
可以参与亲手培育、采摘，实
现在繁华的上海拥有“一亩三
分地”的乡野乐趣。“我们采
取的是有机种植，底肥是牛羊
粪，叶肥则是自己配的酵素。
通过这样的方式，自然生长的
蔬菜不仅口感更好，还富含微
量元素，会员们一尝便能感受
到不同。”

会员时阿姨今年已经70多
岁，谈到自己菜地种的蔬菜，
她格外兴奋，“我们种的萝卜
又甜又糯，之前已经采光了，
这次又来购买了 5 斤。现在地
里之前种下的青菜开春就要抽
薹，到时候又能吃到新鲜的菜
薹。”

农场技术负责人李林甫从
事农业一线生产管理近 20 年，
他选择到这里工作，也是意识
到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希望回归
乡村和土地，“我们借此创造
这样一处空间，一是为他们提
供安全的食物，二是让他们有
机会接触、认识生态农业。”
在他的管理下，农场使用生物

绿色防控技术控制虫害，并通
过合理安排全年种植计划和品
种结构来保证产量，“要做好
两者之间的平衡，最重要的是
土壤的培育和改良，我们大量
施用牛羊粪和菜籽饼，有效提
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保证种
出来的果蔬的品质和安全性，
这也是我们秉持的可持续且对
环境更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

“每年的年费是 3600 元，
可以随时来玩，还可以拥有一
块小菜园，还是挺合算的，而
且包含所有出产的蔬菜、水
果。”现场，会员周婷正带着
年幼的孩子在田间、草坪上玩
耍，在她看来，给孩子一个亲
近自然的环境，对其身心成长
有益。正是因为认同这一理
念，她选择成为农场的会员，

“平时不需要自己操心，农场
会提供种子、菜苗，还会定期
浇水、施肥，管理好菜田，即
便我们没空来，农场也会把菜
定期给我们送到家。”

除了有机小菜园，乐隐谷
还设有农耕乐园和小动物牧
场。“这里有羊、兔子、鸵鸟
等小动物可以投喂，孩子们来
了就很开心，每次周末都非常
期待。”会员朱先生表示，“今
天来这里比较早，我们喝喝
茶、晒晒太阳、收收菜，等到
家里小朋友来，现场炖的鸡汤
就能出锅了，太惬意了。”

乐隐谷不仅是一座农场，

更是一个自然教育的平台，孩
子们以自然为师，在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的节气韵律
中，观察、学习、劳作，感受
自然的力量，体悟劳作的辛
勤。“每个月会员日，农场都
会举办相应的主题活动。如 1
月的活动是跟着场长学习厚土
种植，动手做红糖馒头。”张
晓波深知互联网新技术应用落
地需要场景，乐隐谷引进好的
生态农业技术在农场做示范，
成为生态农业领域的试验田。
同时，他通过新媒体、小视频
直播等方式，讲解农场管理的
日常，分享生态农业的知识，
吸引更多人了解和参与到这样
可持续的生态绿色农业田园的
打造中来。

不仅有会员包年的方式，

农场还提供 60 元的个人票和
128 元的家庭套票，适合想要
尝鲜的小伙伴和家庭进行单次
体验，“很多人就是体验过后
感到非常好，于是就成为我们
的会员。”张晓波说，“不过为
了保障会员优先体验的权益和
控制现场人数，对于散客，我
们采取提前预约制，游客可以
在各个线上平台私信我们客
服，建议提早几天预约。”

乐隐谷亲子有机农场正以
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家庭，张晓波和他的团队用
他们的努力和热情，为乡村振
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新春佳节临近，不
如来这里体验田园生活的宁静
与美好，在自然中找到心灵的
归宿。

富贵竹叶子
为什么会发黄？

奶牛骨质疏松发生大多是
奶牛体内钙、磷等矿物质不足
引起的。患畜多为新购进的奶
牛，多在妊娠后期，尤其是分
娩后不久就发病。

临床症状
病奶牛表现消瘦、精神沉

郁、眼窝下陷、体温偏低、食
欲不振、反刍减弱或停止、奶
量明显减少，有的病牛每天只
产 1.5 公斤奶。多数病牛不同
程度出现前胃弛缓或气喘症
状。有的病牛挤奶后全身或背
部出汗，有些病牛出现异嗜
症，吃砖头、塑料制品、胶皮
等。

治疗方案
缺磷的病牛用20%磷酸二

氢钠30~60 克静脉注射。维生

素 A、 维 生 素 D 需 5～10 毫
升，肌肉注射。

对发病奶牛应及时进行血
清学检验，以便对症治疗，并
适当补喂维生素 A、维生素 D
含量高的饲料，可每天喂萝卜
7.5～10公斤。

对低钙引起发病的，重点
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100～300
毫升，维生素A、维生素D需
5～10毫升，肌肉注射（5~7天
为一疗程）。

氯不足可能是由于喂的食
盐量不够或者食盐的质量差而
造成。应适当添加优质食盐。
对镁元素含量过高引起腹泻的
可适当减少矿物质饲料添加剂
中镁的含量。

对于不是重度缺磷或缺钙

的或者挤奶后出汗及异嗜癖的
病牛，可用钙中钙250克、磷
酸二氢钠500克，混于饲料中

喂 7～10 天。维生素 A、维生
素D3500克混于1000公斤饲料
中喂给。 （来源：陕西农村网）

春季奶牛谨防骨质疏松

富贵竹又称万寿竹、开运
竹，原产自非洲西部的喀麦
隆，是多年生草本常绿植物。
喜温暖、湿润的环境，喜欢半
阴，可以水养。富贵竹不宜烈
日 直 射 ， 适 宜 的 遮 光 率 为
50%～70%。另外，富贵竹喜
温暖，耐寒性不强，冬季一定
要做好保温，生长环境应保持
在 5℃以上才不会冻坏。水养
富贵竹虽然不缺水，但是干燥
天气还应经常向叶面喷水，防
止叶尖焦枯，注意不要把它放
在电视机旁，空调、电风扇风
口。

富贵竹叶子发黄的原因
可能如下：

缺乏光照。富贵竹属于
耐阴植物，但仍需要一定的
光照，长期处于阴暗处，光
合作用发生障碍会导致叶子
发黄，应定期照照阳光。

水质不好。水培的水最
好 用 天 落 水 或 洁 净 的 河 塘
水 ， 自 来 水 含 有 较 多 氯 离
子，影响其根系发育，一般
应在大口容器内放上 2～3 天
后再用。要勤换水，一般应
7～10 天 换 1 次 水 ， 夏 季 则
3～5天换 1次水。

缺肥。富贵竹如长期不
施肥，叶子也会发黄，生长
季节可半个月左右在培养容
器中加一些营养液，用少量
复合肥或腐熟的有机肥稀释
后施用也可以，要注意避免
施浓肥、生肥，以免肥伤，
冬季则应停止施肥。据资料
介绍，为防止水养富贵竹徒
长，不要施化肥，最好每隔 3
周左右向瓶内注入几滴白兰
地酒，加少量营养液，即能
保持叶子嫩绿。

冷害。富贵竹原产西非
热带地区，它喜温喜湿，最
适生长温度为 20～25℃，低
于 10℃ 就 停 止 生 长 。 最 常
见 的 症 状 是 色 变 、 出 现 斑
点 坏 死 ， 以 及 落 叶 枯 萎 现
象 。 植 物 受 到 冷 害 直 到 症
状 出 现 是 一 个 缓 慢 的 过
程 ， 如 果 低 温 程 度 较 轻 ，
受 害 时 间 较 短 ， 恢 复 常 温
之后可恢复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