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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石农发〔2024〕54 号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切实做好农业“三秋”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

当前，正值秋收、秋播、秋管的关键阶段，为扎实抓好我县

当前农业防灾减灾和“三秋”农业生产，实现秋粮丰收到手，打

好明年夏粮丰产丰收和农民增收基础，根据《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切实做好农业“三秋”工作的通知》（安农发〔2024〕132

号）文件精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

实。

一、高度重视，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三秋”工作事关今年粮食丰收和明年夏粮生产，事关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大局。各镇务必牢固树立粮食安全“国之

大者”的政治担当和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当前旱情的严重性、防

灾减灾的艰巨性和稳粮保供的重要性，切实把“三秋”生产作为

当前首要任务，坚持一个作物一个作物紧抓、一道难关一道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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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攻，一户一户组织、一块一块落实，千方百计把“三秋”工作

责任、措施、计划、面积全部落实到村、到农户、到地块，牢牢

守住面积、产量“只增不减”的任务底线。狠抓藏粮于技，向亩

产要效益，要按照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行动实施方案要

求，提早谋划“百千万”示范基地建设，选准示范主体和地块，

抓好示范点布局。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持续干旱和可能存在的

强秋淋天气对秋播工作影响的准备，提前落实好蔬菜、油菜育苗

及改补种应对预案，千方百计稳定粮油菜生产，提升稳产保供能

力。

二、突出重点，狠抓工作推进落实

（一）抓紧收获，确保颗粒归仓。全县秋收在田作物已陆续

进入成熟期，各镇要认真分析研判秋收形势，密切关注天气情况，

准确把握玉米、水稻、魔芋等重点粮食及经济作物成熟期，做好

机械、场地、物资储备，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秋收进度，特别要紧

抓当前晴好天气迅速抢收水稻。要指导农民群众做好晾晒、储藏

工作，防止收后霉变，做到应收尽收，应收早收，确保颗粒归仓。

要加强产销衔接，全面落实好粮食收购价政策，及时发布产销信

息，促进粮食丰产增收。

（二）抢时播种，确保面积落实。秋播工作关系到明年夏季

粮油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保供，各镇要紧紧围绕全县 7万亩夏粮

（马铃薯 5.2万亩、夏杂 1.8万亩）和 7.2万亩油菜年度考核任

务，迅速将夏粮油作物面积、产量分作物、分品种下达到村组、

落实到地块、统计到农户主体（建台账），充分发挥中省粮食生

产保障资金（油菜扩种）、油菜单产提升资金的激励导向作用，

采取得力措施，确保完成播种面积。要优化种植模式，大力推广

稻油一体、玉油一体、马铃薯+玉米·大豆等复合种植模式，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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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复种指数，减少冬闲田地。要针对不利天气制约，及时因时因

地调整种植方式，重点实行改油菜育苗移栽为直播，水稻田要随

收抢晴立即旋耕整地、开沟起垄、抢墒播种；旱地要提前整地、

开沟做厢，待墒播种，以不误农时，确保种足面积。要持续加强

撂荒地整治、抢抓秋冬种关键节点，全面复耕复种，确保年底实

现清零目标。同时要加快“1+10+N”蔬菜保供基地建设，完成秋

冬蔬菜种植 3万亩。

（三）科学防范，做好防灾减灾。各镇要牢固树立抗灾防旱

防涝保丰收思想，持续加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和后期田间管理。

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技术措施，切实加强

大风、暴雨、洪涝、干旱等灾害性天气和野猪危害防范，做好排

洪排涝、田间管理和防止动物危害等工作，减少在田农作物灾害

损失。要加强秋播油菜、蔬菜抗旱育苗或直播指导，及时进行查

苗、补苗、水肥和病虫害管理及改补种等工作，确保各项技术管

理措施落实到位。

三、加强指导，统筹做好“三秋”工作

要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切实将“藏粮于技”转化为实际产

能。一要加强良种农资供应。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要加强沟通协

调，加大良种调配和农资保障供应，加大质量监管，确保农民群

众用上放心种，买上放心肥（药）。二要狠抓关键技术推广。各

镇要以建设油菜单产提升“百千万”示范基地为抓手，大力推广

油菜“一增三控”提单产技术，以选用抗菌核、优质、高产品种

为基础，着力提高规范化种植水平。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要加大良

种良法和主推技术推广，认真总结今年秋粮单产提升行动中的经

验做法和关键技术，结合良种示范、高产创建、绿色防控、配方

施肥、机收机种技术推广，指导建立一批党政领导示范点；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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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农户及时腾茬、抢墒播种、秸秆还田覆盖等节本增效技术，确

保播在高产期。三要切实提高农机应用水平。要认真落实国家农

机补贴政策，确保农机和补贴及时到位，各镇要积极组织农机大

户、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合理调配机具，切实加快“三

秋”工作进度，同时要加强农机安全监管，确保农机正常运转和

农业生产安全。四要加强农情信息报送。各镇要落实专人，按时

上报“三秋”生产进度，及时沟通信息、宣传动员、组织抓好“三

秋”工作，建好夏粮油播种到户台账。要加强与气象、水利等有

关部门沟通联系，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

提早做好防御准备工作，确保“三秋”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附件：1.石泉县 2025年夏季粮油生产计划任务分解表

2.石泉县 2024年秋冬播油菜马铃薯品种布局指导意见

3.石泉县 2025年油菜“一增三控”提单产技术要点

4.石泉县 2025年马铃薯“两增一防”提单产技术要点

5.石泉县 2024年秋收秋播进度情况统计表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9月23日

抄送：局属相关单位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9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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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泉县 2025 年夏季粮油生产计划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吨

项目

镇

夏粮
油菜籽

合计 马铃薯 夏 杂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城关镇 11900 2710 9800 2350 2100 360 10500 1580

饶峰镇 7050 1510 5750 1300 1300 210 4050 555

两河镇 4700 970 3300 750 1400 220 4300 565

迎丰镇 6300 1230 4100 920 2200 310 3000 370

池河镇 6200 1290 3400 850 2800 440 8600 1100

后柳镇 5650 1180 4200 950 1450 230 10770 1625

喜河镇 7850 1650 6400 1430 1450 220 12000 1680

熨斗镇 5250 1070 4150 900 1100 170 4630 620

云雾山镇 4700 1010 3400 800 1300 210 3400 420

中池镇 6000 1240 4200 970 1800 270 7500 1080

曾溪镇 4400 940 3300 780 1100 160 3250 405

合 计 70000 14800 52000 12000 18000 2800 7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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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石泉县 2024年秋冬播油菜马铃薯
品种布局指导意见

根据《安康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优化 2024年全市秋播小麦油

菜品种布局指导意见的通知》（安农发〔2024〕128号）要求，

为进一步提高我县秋冬播作物品种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切实

发挥良种增产作用，确保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结合我县作物品

种示范展示结果及往年大田表现，现就秋冬播油菜、马铃薯品种

布局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油菜品种布局

1.育苗移栽：以禹油 35、德油 737、秦优 1618、秦油 797、

邡油 777、中油杂 19等为主。菌核病高发区重点以禹油 35为主。

搭配陕油 28、庆油 8号、双籽油 18、种都油 998、德油 888、

益油杂 1号、陕油 15、秦油 30、华沣油 738、万沣油 111、万丰

油 1号等。

2.直播耕作：以禹油 35、中油杂 19、丰油 10号，陕油

28、邡油 777、秦优 1618、华沣油 738、中双 11为主。菌核

病高发区重点以禹油 35为主。

3.全程机械化耕作：以陕油 28、秦优 28、禹油 35、邡油 777

为主。

二、马铃薯品种布局

1.中高山区：以秦芋 30号、秦芋 32号、鄂马铃薯 5号、青

薯 9号为主。搭配秦芋 31号、中薯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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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丘陵、川道晚疫病轻发区：以荷兰 15、早大白为主。搭配

中薯五号。

3.引进试验、示范：晋薯 16号、希森 6号、冀张薯 12、荷

兰 14号、沃土 5号。

三、注意事项

（一）优选种植品种。各镇要根据品种特性和生产表现，结

合种植区域气候条件、肥力水平和生产力水平，选择高产稳产、

抗逆性强的品种。一是突出主栽品种。重点推广近几年经过展示

评价综合性状好的品种。二是因地制宜选择品种。肥水条件较好

的应选择秆较矮、喜水肥、抗倒伏的品种。旱地、土壤肥力较低

的应选择抗旱耐瘠薄的品种。三是关注品种产量性状。油菜原则

上要选用有效角果数、每角粒数、千粒重和种子含油量产量四要

素指标相对均衡的品种，马铃薯原则上要选用亩株数、单株结薯

数和单薯重量三要素指标相对均衡的品种。四是重视品种抗病表

现。重点关注具有明显缺点的品种，特别是油菜常年种植、菌核

病高发区要首选抗菌核强的品种，不抗菌核病的品种要慎用；马

铃薯要选用抗晚疫病强的品种。

（二）及早调度种源。各镇根据辖区油菜、马玲薯的种植面

积，切实加强种子数量、品种及价格信息调度分析，准确掌握种

子供需、价格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全覆盖、无遗漏”，

协助经销商做好供需信息对接，保证供种及时到位。要制定秋冬

播种子供给应急预案，做好辖区内品种余缺调剂，确保种子数量

充足、质量可靠，保障种源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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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宣传指导。各镇要在秋冬播购种期间，结合技术

培训、会议及新媒体等不同方式及渠道，加强主推品种的宣传，

帮助农民掌握正确选种方法，引导农民选择经营证照齐全的门店

购买种子，选择包装完好、标签齐全、标注规范的种子，选择发

芽率、纯度、净度和水分等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的种子，不要选

择散装或已打开包装、标识模糊、标注不全、网上来路不明的种

子，广泛告知农民购买散装种子、非正规渠道种子的危害性、维

权的艰难性。要做好良种良法配套宣传，指导农户适期适量播种，

做好田间管理，切实发挥良种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中

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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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石泉县 2025年油菜“一增三控”提单产
技术要点

油菜“一增三控”高产栽培技术，是指在选用高产、多抗、

适宜机收的“双低”油菜品种条件下，移栽密度增加到 0.7-0.8

万株，较常年亩产 0.1万株以上；直播油菜密度增加到每亩 2.5

万株以上，较常年亩增 0.8万株以上，并在生产中严格控制“三

害”（湿害、病害、草害）发生，力争油菜亩产较常年增产油菜

籽 30公斤以上。

一、确定适宜种植方式。一般农户小规模种植仍然提倡育苗

移栽，可避免秋淋不良天气影响，有利于培育冬前壮苗；种植大

户、规模经营主体建议大力推广直播，可减少劳动力投入、操作

便捷、节本高效。

二、选用对路品种。选择经过审定、适合我县自然气候条件

的高产、抗病双低油菜品种，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连年连作、菌

核病严重的地块，要首选抗菌核病强的品种，如禹油 35、德油

737、秦优 1618、秦油 797等；二是因栽培方式的不同选择对路

品种，其中育苗移栽重点选用分枝性强的品种如禹油 35、德油

888、益油杂 1号、庆油 8号、华沣油 738、万沣油 111、万丰油

1号等，直播则应选用早熟耐迟播、株型紧凑、耐密植、抗倒抗

病性强的品种如禹油 35、中油杂 19、丰油 10号，陕油 28、邡

油 777；三是因时而异，早播应选择生育期偏长的晚熟品种，迟

播应选择生育期偏短的早中熟品种。育苗移栽每亩备种 1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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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每亩备种 250-300克。

三、适时播种。要根据气候、种植方式和品种特性，抓住有

利时段抢墒播种。一是育苗移栽以 9月 5日—10日播种为宜，

要备足苗床、精细整地、施足底肥、精播匀播、精细管理，培育

壮苗移栽；二是直播适宜播期为 9月 20日—30日，最迟不超过

10月上旬，播前精细整地、施足底肥、开沟整厢，做到土细、

沟直、畦平，适宜播种。

四、合理密植。一是育苗移栽每亩密度 7000-8000株，穴栽

双株行株距为 60cm*30cm，单株移栽行株距为 50cm*18cm较为

适宜。要求带尺拉绳，规范栽植，达到稀密一致、植株均匀，更

加合理利用土地和空间。二是直播每亩成苗 2.5万—3万株为宜。

五、科学施肥，施足底肥。一般亩施腐熟的农家肥 1500-2000

公斤、尿素 10-15公斤、磷肥 30-40公斤、钾肥 5公斤、硼肥 0.75-1

公斤，或油菜专用肥 50公斤做底肥。其中育苗移栽在移栽缓苗

后结合浅中耕施入，直播应在整地时施入，注意增施有机肥、氮

磷钾配合，不购买使用劣质硼肥。

六、加强田间管理

1.查苗补缺。移栽油菜 7日后，逐丘逐畦检查，发现死苗或

缺株，立即用事先留好的预备苗带土补栽；直播油菜在 1- 2片真

叶时可进行间苗定植，去小留大，去杂留纯。

2.开好“三沟”。要抓住播(栽)后闲暇时间疏通田间的厢沟、

围沟和腰沟，做到沟沟相通，能排能灌，雨停田干。

3.控制草害。采用“一杀、二封、三补”除草技术，一是在

整地前，或免耕栽培在播种、移栽前 5-7天，亩用 41%草甘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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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250-300升，兑水 30-35公斤均匀喷雾，以彻底消灭老草。二

是直播油菜于播种覆土后 1-2天内，用禾耐斯类旱地芽前除草剂

全面喷施，封闭除草。三是移栽油菜于栽后 7天左右(移栽油菜

返青后)、直播油菜 6-8叶(杂草 3-4叶期)，根据杂草种类选用对

应除草剂防除。

4.合理追肥。移栽油菜移栽缓苗后（栽后 10天左右），亩

用尿素 4-5公斤或或腐熟人粪尿 500公斤-1000公斤对水浇施追

苗肥，直播油菜在 2-3片真叶和 5-6片真叶时分次施用每次每亩

施尿素 5公斤，促苗早发；冬至前后轻施腊肥，亩用尿素 2-4公

斤；立春前后重施苔，亩施尿素 5-6公斤；始花期结合菌核病防

治亩用硼肥 50克+磷酸二氢钾 100克兑水 50公斤喷雾，保花、

包果、增粒重。

5.控制冬旺。旺长田块应在 11月中下旬每亩用 30-50克多效

唑进行化学调控。

6.抗旱排涝。久晴无雨，油菜植株下部发红，全株暗绿无光

泽时及时抗旱，可采用浇灌，浇施时于清水中加入少许人畜粪，

有条件的也可进行沟灌，灌至厢沟三分之二处时停止进水，等厢

面湿润后迅速将余水排干。遇连阴雨要确保三沟畅通，防止渍害。

7.合理摘苔打顶。种植中油杂 19等菜薹可食用品种，油菜

现蕾后摘去约 10cm左右主茎部分(可以食用)，既可卖一茬菜薹

增加收入，又可使植株营养由纵向输送改为横向输送，以利多分

枝和蕾角，使单株有效分枝和角果增多，并且花期集中、茎干增

粗，抗倒力增强，病害减轻。但摘苔打顶最迟不能超过 2月 15

日，打苔后要重施苔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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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病虫防治。苗期注意及时清防治菜青虫、蚜虫、霜霉病等

病虫害；始花期结合喷施叶面肥要重点防治菌核病、蚜虫、跳甲、

潜叶蝇等，亩用多菌灵或菌核净、甲基托布津 100克+25%吡虫

啉可湿性粉剂 10克+高效氯氰菊酯或 2.5%敌杀死 20毫升再加入

硼肥、磷酸二氢钾溶液，即进行“一喷多防”，初花时摘除黄、

老、病叶，盛花期摘除中、下部的黄、老、病叶及田边杂草，控

制菌核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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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石泉县 2025 年马铃薯“两增一防”提单产
技术要点

马铃薯“两增一防”提单产栽培技术，是指进一步规范选用

优质良种，通过实施增加种植密度、增施钾肥、防控晚疫病等技

术措施，达到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精细整地。种植前撒施农家肥 2000公斤进行深翻、把土

壤耙细，地下害虫严重的地块，可结合整地，亩用 3%辛硫磷颗

粒剂 2—2.5公斤拌毒土沟施防治。

2、科学施肥。施肥原则轻磷重氮钾。一般亩施氮肥（N）6

—7公斤，磷肥（P2O5）2—3公斤钾肥，（K2O）13—15公斤。

3、种薯选用。首选脱毒种薯。也可从高海拔向低海拔引种，

高差以 200—300米为宜。选用良种。根据栽培目的选择适宜品

种。若为提前上市卖高价或间套种植，应选用出苗后 60—75天

收获的早熟品种，如：早大白、克新 4号等；以高产为目的，应

选用紫花白、秦芋 32、鄂薯 5号、青薯 9号、希森 6号等中晚

熟优质品种，全部应用脱毒种薯。一般每亩需备种 150—180公

斤。精选种薯。种薯要求薯型整齐、大小适中、表皮光滑、无病

无伤、芽眼鲜明，具有本品种特性。生产上提倡优先选用 30—

50g小整薯作种薯。种薯处理:晾晒种薯。播前晾晒种薯 2—3天，

促进芽眼萌发。种薯切块。对于大块种薯播前应进行切块处理。

切块的具体要求是：将种薯进行纵切，每个切块重 20—30克，

并至少带 1—2个正常芽眼。切薯时，为防止病菌通过切刀传染，

用 75%酒精或甲基托布津 500倍液对切刀消毒。药剂拌种。分为



— 14 —

干拌和湿拌。干拌方法：每 100公斤种薯，用 50%安克（烯酰吗

啉）可湿性粉剂 35克+ 70%甲基托布津（甲基硫菌灵）可湿性

粉剂35克 +72%农用链霉素可湿性粉剂15克+2—3公斤滑石粉。

注意：①药剂必须混匀；②拌种时保证每个薯块切面均匀黏附药

粉。湿拌方法：每 100公斤种薯，50%朴海因悬浮剂 50毫升+ 60%

高巧悬浮种衣剂 20毫升混合+加水 1000毫升。注意：①药剂摇

匀后喷洒；②拌种后不要晾晒薯块，以便切口在适温潮湿环境下

愈合。

4、规范种植。适时早播。马铃薯喜冷凉气候，块茎生长适

温为 15℃—18℃，高于 25℃时块茎生长缓慢。根据我市气象资

料，4—5月温差较大，最适于块茎膨大，因此要早播种。平坝

川道区力争冬播，一般冬播比春播苗齐、苗壮、增产，以 12月

下旬到元月上旬播种为宜；海拔 1000米以上的浅山丘陵区以 2

月上中旬播种为宜。地膜覆盖可在传统播期的基础上提早 15—

20天播种。在地下 10厘米温度稳定在 8—10℃，气温稳定在 6

—8℃时播种。提倡推广冬春播马铃薯+春玉米+夏大豆复合种植

模式，采用 2米带型，冬春播马铃薯占地 100厘米，实行垄作方

式，一垄 2-3行，按株距 25—30厘米在播种沟排放种薯，亩播

2500—3000株；玉米宜选用耐密植、株型紧凑和半紧凑品种，

播期 4月上旬起垄种植，垄宽 60—70厘米，垄高 20—25厘米，

播种行距 40厘米，株距 20—25厘米，播种深度以 10—12厘米

为宜，播后覆土平整畦面。马铃薯收获后种植两行夏大豆。若要

提早上市，可采用地膜覆盖栽培，并加盖小拱棚或大棚。播种时

底墒不足的，可在播种沟内浇尿水或灌水造墒，严禁缺墒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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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学田管。破膜放苗。马铃薯出苗后，当 10%幼苗开始

顶膜时要及时破膜放苗。方法是：用竹签或小刀在苗正上方开十

字口将苗拉到膜外，用细土封严苗周围地膜，防止大风揭膜。放

苗应在晴天上午 10时以前或下午 4时以后进行，严禁中午放苗。

促控结合。对长势较差的田块，可在块茎膨大期每亩用磷酸二氢

钾 100—200克兑水 40—50公斤叶面喷施，促进有机物转化积累，

防早衰。在现蕾期对茎叶生长过旺，有徒长趋势的田块，喷施矮

壮素，抑制茎叶徒长，促进块茎膨大。防治病虫害。马铃薯病害

主要有晚疫病、病毒病和环腐病。马铃薯晚疫病多在雨水较多时

节和植株开花期前后时大量发生，可选择烯酰吗啉、氟菌·霜霉

威、锰锌·氟吗啉、唑醚·代森联、烯酰·吡唑酯、霜脲·嘧菌

酯、丙森·霜脲氰等内吸性治疗剂，于现蕾至开花期防治 2—3

次晚疫病；也可选择生物药剂丁子香酚等进行防治；对有晚疫病、

环腐病的田块，要及时拔除中心病株，并用 25%甲霜灵 600—800

倍液或 40%多菌灵 500—600倍液叶面喷施。马铃薯病毒病以防

蚜虫控制传染途径为主，可结合防治二十八星瓢虫，用 10%吡虫

啉可湿性粉剂 1500倍液、48％毒死蜱 800—1000倍液或 20％三

唑磷 800—1000倍液喷雾进行防治。

6、早播早上市。冬播一般以元月下旬至 2月上旬为宜，从

5月上旬开始根据生长情况与市场需求及时采收。选择晴天或晴

间多云天气收获，收获时要防止损伤块茎，同时，避免块茎长时

间暴露在阳光下而变绿。产品装运时要轻装轻卸，不要擦伤或碰

伤薯皮。

7、适时收获。一般在马铃薯主茎上部 30%变黄，匍匐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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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时收获产量最高。为了争取较好的收益，可综合考虑产量与市

场行情，适时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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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4 年石泉县秋收秋播进度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镇

秋收进度（万亩）
秋播进度

（亩）

玉米 水稻 大豆 红薯 油菜

应收 已收
已收

占比
应收 已收

已收

占比

应收

（折纯）

已收

（折纯）

已收

占比

其中

复种

其中

纯种
应收 已收

已收

占比
育苗

截至 9月 23 日，全县完成秋收面积 亩、占播种面积的 ；秋播面积 亩，其中粮油面积 亩、占计划任务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