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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月是黄淮海秋粮作物产量
形成的重要时节，也是病虫害发生和防
控的关键时期。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
黄淮海秋粮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会，分
析研判下阶段重大病虫发生形势，全力
以赴做好秋粮重大病虫防控工作，实现
抗灾夺丰收。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
分之三，是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
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北方玉米
处于抽雄吐丝期，大豆处于鼓粒期，南
方地区中稻开始抽穗，晚稻播栽过九
成。综合来看，全国大部地区秋粮作物
长势基本正常。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受今

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强度大、降雨范
围广等因素影响，秋粮病虫害发生形势
依然较为严峻。据监测，南方锈病已在
安徽6市21县、河南11市60县见病。

“近期黄淮海出现甜菜夜蛾、棉铃
虫、玉米螟成虫峰，随着产卵孵化，大部
玉米、大豆、花生等作物病虫害将偏重
发生。江淮稻区水稻‘两迁’害虫（稻纵
卷叶螟与稻飞虱）、二化螟发生也重于
上年同期。”农业专家介绍。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实现
“虫口夺粮”保丰收，要从防控方案、防
控资金物资、应急防治准备等多方面入
手，坚决遏制秋粮病虫害大面积暴发流
行。

完善防控方案。明确防控主攻对
象、重点区域、关键时间，细化防控技术
措施和保障措施。

落实防控资金物资。管好用好中央
财政病虫害防控专项补助资金，积极争
取地方财政支持，引导生产者增加防控
投入，确保防控资金物资到位。

做好应急防治准备。依托装备精
良、服务规范的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
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组建应急队伍，
及时应对突发、重发病虫灾害。

病虫害防控督导先行。据了解，农
业农村部已派出11个由机关干部、技
术人员和相关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加强
对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河南、湖南等

22个秋粮生产省份病虫害防控督促指
导。

“通过深入田间地头、防控一线，开
展防控技术、安全用药和统防统治作业
指导。及时反映各地防控工作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协助地方抓好秋粮病虫害防控。”该负
责人强调。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
抓好田间管理，科学肥水运筹，构建合
理群体。同时，加强防灾减灾和病虫防
控，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努力夺取
秋粮丰产丰收。”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
理司副司长吕修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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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蝉好吃，价格也是连
年上涨。“目前每只金蝉的价
格差不多为1.5元，比去年上
涨了两三毛钱。”董道新说
道，在10多年前，每只金蝉
的价格仅为五六毛钱。金蝉
价格的上涨，是全国性的，
不只是济南，因为这些年来
种植果树或是其他树木的越
来越少，林地面积的缩减，
导致金蝉的产量下降，但需
求却不降反升，直接拉高了
金蝉的价格。

董道新告诉记者，苹果
树下养殖的金蝉口感比较
好，吃起来外酥里嫩，辛丰
的金蝉产量大，口感也好，
吸引了很多抢购新鲜金蝉的
商贩。

“我干了有七八年了，每
年都能给家里增收 1-2 万
元。”村民刘先博告诉记者，
以前家里只种植苹果，后来
吃到养殖金蝉的红利，开启
了“双创收”之路。像刘先
博这样的村民还有很多，在
金蝉出现的这两个多月，农
民们就能获得不少钱。

近年来，辛丰村不仅将
金蝉养殖业规模化，还把

“摸金蝉”与旅游结合，组织
采摘体验活动，特色体验吸
引了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
体验。除了养殖金蝉，辛丰
村还建立了蝉苗孵化车间，
实行订单式孵化。“蝉会
划开枝条，将卵产在里
面，然后随着雨水落入
地下。”董百鸣说，一根
枝条里大约会有 100 到

200 只卵。像这样的枝条，
辛丰村每年都会销售300多
万根，涉及省内外多个地
区，可实现1000余亩地的养
殖需求。此外，村子还在聊
城、石家庄等地建有7个蝉
苗基地，其中省内蝉苗的市
场占有率有60%至70%。仅
是出售蝉苗的收益，每年就
有45万元左右。

董道新说，金蝉养殖业链
的建立，涵盖了金蝉苗种繁
育、养殖技术培训、产品加工
销售等多个环节。这不仅为村
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还促进了
乡村经济的多元发展。

下一步，辛丰村将加大
对金蝉养殖技术的培训力
度，提高村民的养殖技能和
管理水平。同时，还将加强
金蝉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渠道
的拓展，进一步提升金蝉产
业的市场竞争力。养殖金蝉
带动乡村振兴，让村民致富
成为现实。金蝉产业的发展
不仅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
活力，也为广大农民提供了
更多致富机会。“相信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金蝉产业将
继续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
贡献更大的力量。”董道新激
动地说。

本报记者 王凯旋

金蝉，又称“知了猴”。具有较高
的药用和食用价值。金蝉富含多种

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被广泛
应用于中药材、保健品和食品
加工等领域。也是山东人的饭
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市场需
求使得金蝉成了乡村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山东省济南
市章丘区的辛丰村，是济南
最大的金蝉养殖村，到了盛
夏时节，每晚都有不少游客

前来体验捉知了猴。大家三五
成群，在手电筒的照射下，聚精

会神地挑选着刚刚捉到的金蝉。
持续 40 余天的采收季可收获金蝉

300余万只，收入超400万元。

山东章丘
种大葱几十年 又养起了金蝉

辛丰村种植苹果树的历史由来已久，几
乎家家户户都有一片果园，而苹果树下又
格外适宜金蝉的生长。“我们村金蝉养殖有
二、三十年的历史了，全村300多户村民，
几乎家家都在自家果园里养殖金蝉，每亩
地收入最高可达到12000元。”辛丰村党支
部书记董道新介绍，2007年，村民开始尝
试养殖金蝉并持续发展，仅养殖金蝉这一
项，每年平均每户村民就可增收上万元，
如今的辛丰村有了“金蝉村”的称号。

2008年前后，辛丰村成立了金蝉产销
合作社，逐渐形成了繁育、养殖、销售为
一体的产业模式。“其实我们村销售金蝉已
经有二三十年了，一开始是捕捉野生金
蝉，但数量少。后来大家发现了其中的商
机，便陆续开始养蝉。”董道新称，不仅他
们村养，还带动了周边村，2008年到2014
年，周边10多个村都养蝉，面积达到6000
多亩。

“每年的夏至一直到立秋前这段时间，
是金蝉大量上市的季节。晚上八点到九点
是金蝉出没的最佳时间。”董百鸣是辛丰村
的养殖大户，一个人就有着十几亩地。林
上是苹果，林下是密密麻麻的金蝉。在金
蝉采收季，每晚都有游客到他的果园捕
捉。对于金蝉的养殖，他经验丰富，养殖
面积也是全村最大的。“野生金蝉的孵化率
极低，只有1%左右。如果人工干预，而且
养护到位的话，孵化率可达40%。”

在辛丰村，有300多户村民，几乎都养
蝉，最多时一晚可采收10万多只。由于金
蝉村名声在外，每晚都会有人赶到这里购
买金蝉。村民采收完金蝉后，只需要拿到
路边，就会有人上前询问购买。“我一开始
养蝉的时候，每亩地也就能产10多斤。后
来时间长了，知道怎么养了，每亩地能产
百十斤金蝉，大概一万多只。”董百鸣说
道。

村里把金蝉养殖做成了产业

苹果园里养金蝉 村民得到了两份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