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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通讯员朱海娟 为了推
动镇江镇优质水稻产业发展，提高种粮
效益，2022 年早造，驻镇江镇帮扶工作
队发挥科技术帮扶作用，通过省农科院
水稻所驻镇科技特派员专家团队引入
了 9个优质水稻新品种进行试种示范，
在专家团队的指导及技术员和田间管

理员精心管理下，水稻品种田间生长良
好，多数品种品质、产量均表现不错。
位于那射村的 5亩源美丝苗，在多次受
到强降雨水淹和“暹芭”台风天气影响
下，仍收获约 5000 斤干谷，亩产近 500
公斤。种植户表示“该品种表现不错，
产量高，不易倒伏，米质食味好”。经综

合评判选出源美丝苗、南晶香占、19香、
粤香430等品种在晚造继续进行试种。

在早造优质稻试种基础上，为了确
保晚造粮食种植安全和提高稻田生产
效益，驻镇江镇帮扶工作队进村入户
宣传及早播种，提前备耕晚造水稻种
植，联系驻镇帮扶工作队科技特派员

再次提供源美丝苗和南晶香占的优质
水稻品种种子，开展稻渔共生试验示
范，努力打造稻渔共生试验田。省农
科院水稻所专家团队 8月 3日至 5日到
镇江镇指导优质稻试种示范，开展优
质稻栽培技术培训。8 月 4 日上午，驻
镇帮扶工作队及专家团队来到含屋村
稻渔共生试验示范田，现场指导种植
户优质稻栽培技术和稻渔兼作试验。

“稻渔共生试验示范田现在插秧，一般
插秧后 15天左右可放入鱼苗”，科技特
派员潘大建说。稻田养鱼是以水稻种
植为主线，采用稻渔兼作这种立体种
养模式，在水稻栽插面积减少 8% -
10% 的情况下实现水稻与常规栽培模
式平产，稻田养鱼通过减少肥料、农药
的施用，并使用对水稻、鱼类危害很小
的低毒药剂，严格控制用药量，注意施
药方法；并结合抛秧、免耕等轻简节本
栽培技术来提高稻米品质，达到水稻、
鱼类效益的双赢来增加农业收入。

随后，驻镇帮扶工作队在含屋村委
会举办“高州市镇江镇优质水稻种植技
术培训课”，科技特派员陈文丰介绍了水
稻所优质水稻品种——源美丝苗和南晶
香占的特性和良种种植技术，并提供了
早晚稻“三控”施肥技术方案，该村周边
种植户20余人参加培训学习，参会种植
户纷纷表示对引入优质水稻品种和三控
施肥技术的期待。“我们传统种植技术有
所不同，专家讲解的三控施肥技术对我
们很大帮助，既能减少化肥使用，又能节
省成本费用。”一位水稻种植户说。

茂名晚报讯 通讯员董天忠“爷爷，
垃圾桶在这边！”8 月 7 日傍晚，位于化
州市西街道文仙社区罗江岸边的西堤
路上，4岁多的小朋友黄婷拉着爷爷的
手，把装有垃圾的袋子投进了垃圾桶。
黄婷的爷爷黄伯说，一家人吃过晚饭后
沿着江边散步，孩子在吃完水果和零食
后，坚持要找到垃圾桶丢垃圾。认字不
多的黄婷还特地问爷爷：“西瓜皮要扔

在哪一个垃圾桶呢？”
笔者在该市罗江岸边东堤路、西堤

路等地方看到，这些地方人气较旺，许
多市民喜欢到此散步。很多人把果皮、
饮料瓶等垃圾拿在手里，找到垃圾桶再
投放，能够做到文明出游，垃圾不落
地。有市民表示，游玩过程中会保留用
过的袋子装垃圾，如果停下来歇息，家
人之间也会互相提醒要把垃圾带走。

不少小朋友都表示，学校都有开展“垃
圾不落地”和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日
常生活中基本能做到不随意乱扔垃圾。

笔者还留意到，景区内设有倡导文明
出行的温馨提示，主要道路两旁摆放的垃
圾桶也不少，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便利，而且
还让市民养成“垃圾不落地”的好习惯。

据了解，今年以来，化州市在全市
各学校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全民齐

创卫”活动，以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牵动社会广泛参与的形式，组织全市36
万多学生带动 30 多万个家庭 100 多万
群众参与到活动中来，孩子与家长一起
参与创卫义务劳动，从学校到家庭到全
社会掀起一股创卫热潮，进一步激发了
全民参与卫生城市创建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增强了环保意识，提升了人居环
境质量，助力全民参与良好创卫氛围。

镇江镇发展优质水稻生产
打造“稻渔共生”新产业模式

村民正在稻渔共生试验田抛秧。

化州：

“小手拉大手”让“垃圾不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