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侯庆强 责编/姜文丽 美编/于梅燕■全年订价：60元

第882期（总第932期） 本期16版面向全国面向全国 服务三农服务三农
2024年8月

农历甲辰年七月二十
星期五2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7-0123
国内邮发代号:23-319

全 国 蔬 菜 质 量 标 准 中 心 推 广 应 用 平 台 北 方 蔬 菜 报 社 出 版 中 国 农 科 院 蔬 菜 花 卉 研 究 所 协 办

微信扫官方公众号

微信扫官方视频号

关注番茄
苗期病害

特 别 策 划

如何帮助番茄苗
抵抗“隐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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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除病害
让番茄苗快乐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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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蔬菜报记者侯庆强报道

本报讯 在“寿光模式”的加持
下，海拨4000米的雪域高原上不仅建
成了蔬菜大棚，而且结出了黄瓜、西红
柿、辣椒、西瓜、草莓等蔬果，极大促进
了乡村振兴发展，圆了藏族同胞一年
四季吃上新鲜蔬菜的“蔬菜梦”。

8月1日，北方蔬菜报记者在西藏
自治区日喀则市白朗县采访，走进一
座西瓜大棚，钢架式结构支撑棚顶，中
间没有一根立柱，棚内显得很宽敞，吊

蔓上的西瓜还只有小枣般大小。“这些
大棚完全采用标准钢架式结构建设，
使用寿命长、抗风能力强。”陪同采访
的寿光技术员张玉祥告诉记者。

25岁的琼吉（女）正在棚里跟张玉
祥学着打杈子。“在这里干活，不仅可
以挣到钱，还跟老师学到了种菜管理
技术。”与记者交谈间，琼吉顺手掐下
了几个新长出的小杈子。

据了解，白朗县如今是西藏面积最
大、品种最多、质量最好的高原有机蔬
菜基地，赢得了“全国蔬菜看寿光，西藏

蔬菜看白朗”的美誉。目前，白朗蔬菜产
业建有大棚2213个，种植面积1.7万余
亩，产值达3.1亿元，全县1.8万余人参
与蔬菜种植，年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

作为“寿光模式”的发源地——山
东省潍坊市寿光，近年来推动蔬菜产
业由“种菜卖菜”向输出技术、标准、机
制、体系转变，常年有8000多名技术
人员，在各地推动寿光设施蔬菜集成
化解决方案应用落地，全国新建大棚
中一半以上有“寿光元素，成为全国农
业产业化模式输出的旗帜和标杆。

雪域高原上长出“寿光绿”
秋茬番茄苗期正值高

温闷热的夏季，不利的环境
条件很容易导致幼苗发生
各种生理性病害或侵染性
病害，如果防治不及时，苗
期植株长势弱，则会影响中
后期的产量和品质。因此番
茄缓苗后，菜农应加强苗期
病害防治，为植株健壮生长
打好“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