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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越报道 当前，
我省种植的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处
于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部分地区
由于前期气温低、雨水不均衡、从大
喇叭口期开始遭遇高温，造成玉米生
育进程延迟、雌穗发育不良、病虫害
加重等问题。如何防汛抗旱保丰
收？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相关专家
结合当前和后期天气情况及生产实
际，有针对性地提出田间管理技术指
导意见。

旱涝区域要因地施策。发生洪
涝灾害的地块，要及早发动群众加大
机具和人力投入，及时疏通沟渠，调

运各类排水机械，迅速排除田间积
水，加快降低土壤湿度，最大程度地
缩短植株受浸时间，使其尽快恢复生
长。部分坡地、沙岗地等易旱地块和
降水偏少地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和墒
情变化，如发生高温干旱，有灌溉条
件的地块要集中有限水源浇水保苗，
推广滴灌技术，提高水分利用率；水
源不足的地块可采取输水管、水袋或
水车灌溉，扩大灌溉面积。

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特别是
受渍涝影响和生长发育滞后地块，
要适时发布预警预报。针对迁飞性
重大害虫，在做好成虫监测的同时，

要抓好田间虫情排查，第一时间对
高密度发生区实施集中有效防治，
严防局部暴发成灾危害。针对玉米
螟、玉米叶斑病、茎腐病、穗腐病等
病虫害要预防两次，如果突遇其他
病虫害，应根据其发生规律选用药
剂，采取相应对策。

通过“一喷多促”，提高植株抗
性。追施肥料时，最好采用叶面喷施
磷酸二氢钾或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方
式，结合病虫害防治，通过无人机一
并喷施肥料、杀菌剂、杀虫剂，实现

“一喷多促”。排水后，迅速足量追肥
1至 2次，以速效氮肥为主，配合施用

磷钾肥和微肥，并视情况喷施植物生
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加强养分供给，
促进植株恢复生长。

注意防早霜促早熟。对玉米发
育延迟地块以及易受早霜影响地区，
可喷施磷酸二氢钾、芸苔素内脂等叶
面肥，迅速补充养分，增强植株抗逆、
抗寒能力。通过适时晚收，降低玉米
籽粒含水量，并积极推广玉米机械籽
粒直收技术。一旦发生早霜，要引导
群众不要急于收脱，充分利用玉米的
后熟作用适时晚收，适当延长后熟生
长时间，发挥根茎储存养分向籽粒传
送的作用，提高产量和品质。

玉米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省农科院专家提示——

旱涝区域因地施策 补养抗逆防虫防霜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现在我们的生产都是数字化控
制，在面板上就能完成操作。”8
月 22 日，在位于锦州市的辽宁
宏拓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三氧化钼生产车间里，工人刘
洋正认真查看生产数据，只见原
料经过混料机和煅烧炉等设备
进行加工后，高纯度三氧化钼就
从出料口落入特殊的包装袋中。

辽宁宏拓以生产钼酸铵、高
纯三氧化钼为主的钼制品深加
工一期项目于 2022年上半年正
式投产后，公司迅速成为拉动锦
州经济增长的龙头核心力量。
自项目量产以来，公司产品供不
应求，单月产值实现超 2 亿元，
带动地方就业近 300人。

正在全力建设的年产 3000
吨纯钼金属精深加工二期项目，

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产品钼
粉的纯度可达99.95%至99.99%，
填补了国内高纯度钼粉产品的市
场空白，为航天、军工、电子半导
体芯片及机械加工领域的高温硬
质合金材料制造提供了有力支
撑，完成了钼制品加工全产业链
布局，可满足国内外企业对纯钼
金属产品的爆发式需求。

据辽宁宏拓董事长刘岩介
绍，作为锦州市金属新材料产业
集群的企业代表，今年公司力争
实现新增产值 20亿元的奋斗目
标。到 2025 年，整体产值力争
达到 100亿元，３年发展成为国
内产销量排名前三位的钼制品
精深加工企业，成为国内乃至世
界大型领先企业，为锦州市乃至
全省的经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锦州数字化生产高纯度钼粉
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8 月 30 日，朝阳市双塔区桃花吐
镇荒地村的 700 余亩红薯喜获丰收。
双塔区慧农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的社
员驾驶农机在红薯种植基地里加紧收
获，喜悦之情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近年来，为不断推广特色农业种
植，把红薯产业做大做强，该合作社
通过开展技术培训、引进新品种、实
施红薯产品深加工以及借助网络平
台和专业团队将订单红薯销往全国
各地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带动了周边
县（市）区的红薯产业发展，带动用工
近万人次。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红薯喜丰收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
道 8月 31日，记者从鞍山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为保障全市
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维护守法诚信、公平竞
争的市场经济秩序，近日，鞍山
市启动经营主体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专项治理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旨在严厉打
击经营主体的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推进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
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专项行动聚焦重点突出“顽疾”，
有效治理线上线下食品安全、假
冒伪劣、虚假宣传、虚假违法广
告、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未

经许可生产特种设备和销售未
经许可生产的特种设备、无证出
厂销售CCC目录内产品等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

此次专项行动将突出实效，
既有效治理严重侵害群众生命健
康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
秩序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也将
集中曝光严重违法失信典型案
例、“屡禁不止、屡罚不改”经营主
体信息，强化信用约束和失信惩
戒，提升经营主体自查自纠、自我
约束能力，推动形成经营主体“不
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想失信”的
监管新格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鞍山专项治理
经营主体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
道 日前，本溪市农业农村局召
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辅导员
培训会议，推动农民增收致富。

此次培训会有 300 余人参
加，现场对农业经营主体、家庭
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等进行
了解读。会议期间，主办方还安
排了特色产业和产品展示交流
活动，本溪市40余家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负责人参加了展示交流。

此次培训会的主题是“发展

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本溪满族自治县的红松嫁
接产业、明山区的赤松茸产业、
南芬区的沙棘产业和玉米叶草
编产业、桓仁满族自治县的稻田
养殖小龙虾与河蟹产业等受到
参会者的高度关注。另外，速冻
山野菜、木段木耳、刺五加茶叶、
野生山核桃油、小杂粮、酸菜、冷
库保鲜水稻、软枣猕猴桃、大榛
子、鲜食葡萄、中华蜂蜜等特色
产品也引起参会者的极大兴趣。

本溪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推动农民致富

近日，在大连船舶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修造船作业码头，一批
来自韩国的船用发动机组在大
连海关所属大连港湾海关的监
管下，通过“船边直提”监管模式
从进境货轮直接起卸到企业车
辆，提货时间由3天缩短至最快
3小时。

据介绍，海关对进口货物实

施“前置审核、船边直提、智能验
放”全流程物流监控模式，船舶到
港、货物得到放行信息后，通过“船
边直提”，由港口作业车辆直接运
至企业，可最大程度地便利企业，
满足企业对物流时效性的需求，
保障物流供应链高效稳定。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文
韩知妍 摄

“船边直提”
助力进口货物快速通关

“海碰子”潜入海底采集海参、鲍
鱼、扇贝、海胆，不担心水流、暗礁等风
险，而且不知疲倦，因为这些“海碰子”
都是机器人！

近日，2023年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
暨人工智能与水下机器人高峰论坛在
大连金普新区金石滩黄金海岸举办。
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相关企
业的21支水下机器人队伍会师决赛，在
真实近海环境下比拼水下机器人的综
合性能、人机协同和智能化作业能力。

水下机器人在海洋牧场、海底管
道检测、海底特种作业以及国防领域
的需求广泛且迫切。2017 年，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起举办了第一届
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成为国际上唯
一的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竞技
高端赛事。6年来，大赛坚持以面向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推动海洋科技创新
为导向，成为国内该领域技术含量最
高、比赛难度最大、参赛水平最强的高
端引领性赛事。

作为历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的
亲历者、推动者，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
赛事组委会指导专家组副组长罗钟铉
表示，今年的现场赛分为人机协同和自
主抓取两个赛项，并增加无线传输、目
标测量等考查点，能够更有力地促进我
国水下敏捷机器人技术进步以及近海
服务业的产业化落地进程。

大连理工大学的水下机器人曾多
次在水下机器人大赛中获得佳绩，此
次比赛，该校有多支团队带着多款机
器人参赛。据介绍，今年的机器人已
经更新到第 8代，针对水下环境观察与
轻度捕捞需求，自主设计研发了基于

模块化的轻型水下数字作业机器人及
配套上位控制系统，在结构和算法方
面做了优化和升级。同时，采用水平 4
推进器、竖直 4 推进器的动力布局，最
大下潜深度达 100米，实现了六自由度
的全向运动。

“我们参赛的两款‘章鱼号’都是
为海洋牧场设计的水下机器人，可用
于海产品捕捞，也可用于海底监测海
产品生长情况、测算海产品密度。”决
赛现场，大连海事大学章鱼队指导老
师刘安良说。研发团队正在根据合作
企业——大连德泰海洋牧场有限公司
的需求，定制化配备相应功能。

“大赛引领我们在机器人设计控
制方面不断进步，起到了‘以赛促学、
以赛促研’的效果。”来自东北大学海
洋之心团队的指导教师王帅说。

这正是举办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
的初衷。截至目前，参与大赛的团队
相关技术产品已申请专利 100余项，并
形成一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大连理工大学先后建立了2个国家
级、15个省市级人工智能与海洋技术领
域的科研平台，并与大连金普新区、鹏
城实验室共同建设海洋智能装备评测
与试验平台，打造海洋智能装备研发的
策源地与产业发展的推进器。

借助大赛搭建的海洋智能装备领
域产业化交流平台，本次高峰论坛期
间，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大连海事
大学的科研团队与獐子岛集团、棒棰岛
海产、德泰牧场、遨博机器人等海产养
殖、海洋智能装备研发企业现场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水下智能装备领
域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2023年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大连举办——

孵化的百余项专利将应用于海洋智能装备等领域
本报记者 王荣琦

近日，记者来到铁岭市著名的
“灵芝村”——西丰县郜家店镇胜利
村，正赶上基地采收灵芝孢子粉。
只见每栋大棚里整齐摆放着 4 排灵
芝菌棒，两个长长的大口袋里风机
嗡嗡作响，每排菌棒之间还有清澈
的水流。

“这是为了调整空气湿度，一可
以确保灵芝生长所需水分；二可以避
免空气中产生灰尘，保证收集到的孢
子粉无杂质、更纯净。”胜利村党支部
书记、西丰县芝草养生谷灵芝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韩立有说。

西丰县地处北纬 42 至 43 度之
间，自然环境适合灵芝生长。十几年
前，韩立有开始迷上灵芝种植。“我从
电视上看到吉林蛟河举办食用菌大
会，就坐了十多个小时汽车赶了过
去。到蛟河后，我算开了眼界，人家
一个镇几乎家家种植灵芝，每年每户
能挣十几二十万元。”韩立有回来后
立即建了 6 栋大棚，开始种灵芝盆
景。没想到，6栋大棚的盆景两三个
月全部售罄，每盆售价三四百元钱。

见老韩发了财，一些村民坐不
住了。韩立有很干脆：“你们提供土

地，我负责备苗、技术和销售，有钱
大家一起赚！”在全体村民的拥护
下，2011年年底，韩立有被选为村党
支部书记。

为带领大家致富，村里成立了合
作社，开始深挖灵芝的药用价值，并
利用灵芝生产加工中的下脚料做饲
料，建起养鸡场，向市场提供“灵芝
鸡”“灵芝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如今，合作社年产灵芝孢子粉 2.5万
公斤、子实体超 12.5 万公斤，不但可
直接加工灵芝破壁孢子粉，在全省有
68家实营店，还与北京同仁堂、辽宁

中医药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正
在走向三产融合发展。

有了规模，用工量也越来越大，
每天都有近百人到基地打工，一年
下来每人能挣 1 万多元。此外，加
入合作社年底有分红，还有土地流
转金，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达 2.6 万
余元。

小小灵芝撑起“致富伞”，胜利村
再也不是过去的“穷窝窝”。为鼓励
发展特色产业，西丰县专门在基地内
建起“第一书记”小院，邀请韩立有这
个专家型村党支部书记传经送宝。

小灵芝撑起大产业
本报记者 狄文君

产经视线 保丰收 SHIX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