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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的盛产，带旺了清溪镇
的花茶加工、物流、餐饮、旅游、住
宿、包装等行业。

当天，记者来到位于清溪镇的
小溪花茶厂，只见厂内的生产设备
忙碌地运转着，茉莉花、茶叶原料在

经过相应的工序后变成了散发着清香
的茉莉花茶。该厂负责人、犍为县茉莉

花协会副会长史兴红介绍，自5月9日以
来，该厂已接待30户花茶加工客户，对外加

工花茶3000担，生产时间从每天早上9点持续
至晚上10点。

据了解，清溪镇境内共有40多家花茶加工厂，今年茉
莉花开始采摘以来，吸引了来自成都、绵阳、雅安、宜
宾等地的近500户客户，驻扎在清溪镇境内进行花茶加
工。来自成都市的茶商陈攀，通过物流把茶叶运到清溪镇

的三兴茶厂，采用新鲜的茉莉花做茉莉花茶，再把加工好
的花茶运回去销售。“今年，我要做20吨花茶，从5月做到
8月底。”陈攀表示，今年的茉莉花价格适中，对于茶商来说
可以接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的花茶价格较去年相对平
稳。但在花茶包装上，就呈现出了较大变化。从温州来到
清溪镇的包装商胡丕叶告诉记者：“今年花茶在包装上，高
档礼盒少了，低档的、大众化的要多一些。相比去年，今年
的包装量有所下降。”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犍为县分公司
经理姚桃介绍，近段时间以来，公司11名员工全体动员，忙
于花茶的接件和对外输出。5—7月，分公司已对外输出花
茶6852件，共计136650.17公斤。其中，以发往川内的居
多，今年发往省外的花茶开始增加，如山东、南京、北京、新
疆等地。此外，还有更多的花茶是通过其他物流途径对外
输出。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竹筠 记者
周友燕 文/图）市中区苏稽镇程
村，提起程昌才，可以说是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程昌才是远近闻名
的“枣王”，眼下，他种植的脆王枣进
入收获期，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采
摘，又香又甜的脆王枣“足不出户”
就被销售一空。

“这个是我的独家专利，是我自
己嫁接出来的品种。”昨（12）日，在

自家的枣林里，程昌才自豪地告诉
记者，除去自家的1亩地，他还流转
了7亩地专门种植脆王枣。脆王枣
的采摘期是每年的8月初至9月中
下旬，脆王枣的特点是脆、甜、水分
足、产量高，最关键的是他种植的脆
王枣成长过程中从不施用农药，因
此很受欢迎。“今年预计产量7000
公斤，销售价格为20元/公斤，都是
周边市民自己前来采摘，根本不用

到外面去卖。”程昌才说。
据了解，程昌才先后被评为全

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四川省高
级果技师。在村里人看来，程昌才知
识渊博、头脑灵活、很有“想法”。“今
年，我还打算在枣树下种石斛，这样
不仅能增加收入，还可以在村里起
个示范带头作用。”程昌才告诉记
者，他希望带领更多的村里人走上
致富路。

目前,正是犍为县茉莉花采摘时
节，该县的茉莉花采摘与交易市场一
派繁忙景象，由茉莉花带动的相关产
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

茉莉花产销两旺

8月11日，记者来到犍为县清溪
镇茉莉花基地，5万亩茉莉花一望无
际、花香四溢。放眼望去，到处是采
摘茉莉花的人们，男女老少齐上阵。

李秀兰是清溪镇沉犀村四组的
种植户，家中种植了2亩茉莉花。当
天，她在自家地中娴熟地采摘了一阵
茉莉花，然后将花送到当地收购户手
中，收购户用笔记录好了这次李秀兰
送来的茉莉花的重量，并乘以当天的
收购单价，得出这次的交易金额。“我
们每次送花来，都做好记录，隔几天
来领一次款。”李秀兰告诉记者，今年
天气好的时候，自己采的花卖到过
34元/公斤，雨花卖到过11元/公斤，
雨花的价格刚好可以抵掉采摘的工
价，预计今年自家的茉莉花至少能收
入1万多元。

“今年的茉莉花产量比去年高。”
清溪镇沉犀村四组的茉莉花收购户
钟芙蓉告诉记者，这段时间她家一天
能收购500公斤茉莉花，每公斤的利
润约为2—4元不等。仅沉犀村就
有六、七家收购户，收购户们再将
茉莉花交到清溪镇境内的茉莉花
茶厂。

犍为茉莉茶协会副会长、乐
山市峨眉山茶行业协会副会长
吴德平介绍，截至7月底，今年
犍为县茉莉花的均价为23.7元/
公斤，茉莉花销售总收入较去年
同期增加了42.39%。

吴德平分析，今年犍为茉莉花
的采摘从5月初开始，为历史上较早
开采，将持续到9月下旬。同时，由
于天气晴好，今年每亩产量比去年增
加116.13%。目前，犍为茉莉花总
产量为5000吨，预计全年茉莉花总
产量将达到1.1万吨，整个茉莉花市
场呈现出产销两旺的特点，农户种植
茉莉花的年收入平均可达到 1.2 万
元/亩。

■本报记者 张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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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止烤苗与寒苗。蔬菜地膜覆盖栽培中发
生烤苗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放风不及时或放风量
不够，膜下高温烧伤菜苗；二是定植孔等封闭不严
密，膜下高温、高湿气体从孔中冲出伤害作物茎
叶。防止办法是及时放风炼苗，平时要把引苗出
膜的膜孔及定植孔封严。地膜覆盖栽培中发生寒
苗（包括霜冻和冷害）的原因也有两种：一是定植
（播种）偏早，二是倒春寒。防止办法是增加临时
覆盖物防寒。

2、防止肥水短缺。蔬菜地膜覆盖栽培中出现
肥水短缺，通常是由于蔬菜对肥水条件的要求提
高且高峰期提前，而基肥和底墒不足，或肥水管理
没有跟上。防止方法：一是适当增加基肥施用量
和浇足底水；二是根据地膜蔬菜栽培的特点和需
肥需水规律，及时追肥浇水。

3、防止中后期草荒。中后期出现草荒，可采
取以下方法解决：一是选用除草膜或黑色膜；二是
人工除草；三是当杂草把地膜拱起时，直接在地膜
上压土闷草。

4、防止密度过大。蔬菜地膜覆盖栽培，一般
比常规露地栽培的密度低5％～15％。

5、防病治虫。由于地膜覆盖栽培物候期提
前，有些病虫害也随之提前发生，应做到尽早防
治。

蔬菜盖地膜要“五防”

尿素含氮量为46.6%，是一种优质的化学肥
料，农业生产中尿素使用历史久、用量大，但由于
一些农民朋友对尿素的性质不是很了解，在施用
过程中往往存在许多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与碳铵混用。因尿素施入土壤后要转化成
氨才能被作物吸收，其转化速度在碱性条件比在
酸性条件下慢得多。而碳铵施入土壤后呈碱性反
应，会使尿素转化的速度大大减慢，容易造成尿素
的流失和挥发。

二、地表撒施。尿素撒施在地表，常温下要经
过3—5天的转化才能被作物吸收，大部分氮素在
尿素转化成铵的过程中被挥发掉，利用率只有
30%。如果在碱性土壤撒施，氮素的损失则更多更
快。正确做法：尿素作追肥应穴施于苗旁或沟施
在苗侧，深度应在10—15cm左右。

三、用作种肥。尿素在生产过程中，常产生少
量的缩二脲。缩二脲含量超过2%就会对种子和幼
苗产生毒害，影响种子的发芽和幼苗的生长，严重
者会造成死苗。正确做法：尽量不用作种肥，若必
须作为种肥施用，要避免种、肥接触，并控制用量。

四、施后马上浇水。尿素是酰胺态氮肥，施后
必须转化成铵态氮才能被作物吸收利用，一般要
经过2—10小时才能完成转化过程。如果施用后
马上浇水，尿素则会溶于水中而大量流失。正确
做法：一般夏秋季节应在施后2—3天才能灌水，冬
春季节应在施后7—8天后浇灌水。

五、与碱性肥料混施。尿素施后须转化成铵态
氮才能被作物吸收利用。铵态氮在碱性条件下，
大部分氮素会变成氨气挥发掉，所以，尿素不能与
石灰、草木灰、钙镁磷肥等碱性肥料混施或同时使
用。正确做法：一般在夏秋季节尿素与碱性肥料
应错开3—4天施用，冬春季应错开7—8天。

六、在芹菜上施用。芹菜整个生长期需追施大
量的氮素肥料，但不可施用尿素。因为追施尿素
后，会使芹菜纤维增多变粗，植株老化，生长缓慢，
且食用带苦味，品质低劣。正确做法：芹菜适宜施
碳铵、氨水和有机肥料，利于提高品质。

（以上由本报记者 邓秀英 综合）

尿素施用的几个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