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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充分利用电子商务构建蜂产品交易流通体系和营
销网络，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大力推行蜂产品直供直
销、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加快电子商务综合示
范。促进蜂产品供应链、互联网的协同发展。完善质量
安全可追溯制度，实现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获证蜂产
品可追溯。建立村级监管员制度，强化属地管理责任。
开展蜂产品质量认证和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3.4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考核机制提高对谢坝村蜂产
业发展重要性、艰巨性的认识，把推进蜂产业发展作为谢
坝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成立谢坝村蜂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负责蜂产业发展规划的具体实施、宣传及协调等日常
工作。围绕蜂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明确责任分工，细化
推进措施，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建立
定量考核和定性考核相结合的督查考核机制，对蜂产业
发展的各项工作，分阶段进行督查，严格考核，兑现奖
惩。同时，定期召开现场会、调度会、推进会，及时发现和
解决蜂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全力推动蜂产业规划的顺利
实施。
3.5多方筹集资金，优化发展环境积极争取省市有关
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等领域专项资
金的支持。有效整合农口各部门项目资金，争取金融部
门支持农业重点产业，增加信贷资金投入，吸引社会资本
投入。发挥龙头企业作用，争取信用社贷款支持，群众自

筹等多方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对蜂产业发展的投入。建
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和服务体系，推进村务公开，着力提高
工作效率。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及时、准确的政策指导
和信息咨询服务，为投资者提供公平公正和诚信法制的
创业环境。用心兑现退耕还林、降低税率等政策，切实减
轻农民负担，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坚决制止各种坑
农、害农事件发生，为农业健康、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3.6加强人力培训一是着眼于创新发展和履职尽责，
培训锻造一支担当、实干的村干部队伍。二是着眼于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提升产业经营管理人员战略思维和经
营管理能力，引进和培育视野开阔、善于经营的优秀企业
家。三是着眼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针对大学生、返乡
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有潜力的年轻人，造就一支创业带
头人队伍。四是扶持农民职业技能提升，培养具有新理
念、掌握新技术的新型农民。五是开展对贫困家庭、零就
业家庭等群体免费职业培训，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
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

10.
[2]田志勤，陈飞龙.“甜蜜事业”助力精准扶贫——蜂产业扶贫的实

践与思考[J].蜜蜂杂志，2017（12）：35-37.
[3]游兆彤，吴丽楠.浙江蜂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与建议[J].中国蜂

业，2014（8）：53-55.（责编：张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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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加强田间管理清除病残体，减少初侵染来源；及

时摘除中下部老叶、病叶、病蔓，集中烧毁，减少菌源数

量。适时中耕除草，浇水施肥，同时注意放风排湿，降低

田间小气候的湿度，严禁大水漫灌，防止田间湿度过大；

施足底肥，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105～120t/hm
2
、优质复

合肥1125kg/hm
2
、微量元素适量等作为底肥；在开花结果

期，可追施含甲壳素、腐植酸类的生物有机肥；在盛果期

主要以追施水溶性复合肥为主，到后期可适当追施高氮

复合肥，以保证植株正常生长需要。

4.2生物防治

4.2.1荧光假单胞杆菌根据研究表明，在黄瓜靶斑病

发病初期，用荧光假单胞杆菌（1000亿个/g），1500～

2250g/hm
2
，喷雾使用，连续施药2～3次，间隔7～8d，可有

效控制病害的蔓延。

4.2.2中生菌素在黄瓜靶斑病发病初期，施用3%中生

菌素WP2.25g/hm
2
，每7～10d喷1次，连续施药1～2次，可

有效防制黄瓜靶斑病的蔓延。

4.3化学防治在发病前，提前用药预防，发病后，及时

调查田间发病状况，尽量做到“早发现、早防护、早治

疗”。不同药剂应注意交替使用，以延缓病菌产生抗性，
提高防治效果。

发病前期，可用77%氢氧化铜WP800～1000倍液或
75%百菌清WP600倍液或65%代森锌WP500倍液或33.5%
喹啉铜SC800～1000倍液，兑水喷雾，主要喷施中下部叶
片，间隔7～10d喷1次，连续防治2～3次，注意不同药剂交
替使用。

发病初期，可用35%苯甲·咪鲜胺EW1000倍液或
42.8%氟菌·肟菌酯SC3000倍液或24%唑菌酯·苯醚甲环
唑SC1000～1500倍液或25%咪鲜胺EC1500倍液，兑水喷
雾，主要喷施中下部叶片，间隔7～10d喷1次，连续防治
3次，上述几种药剂轮换交替喷雾，按照安全间隔期使用。
参考文献
[1]禾丽菲，李晓旭，朱佳美，等.不同杀菌剂对黄瓜靶斑病菌的毒力

作用特性比较[J].农药学学报，2018，20（1）：31-38.
[2]戚佩坤，白金铠，朱桂香.吉林省栽培植物真菌病害志[M].北京：

科学出版社，1966.01.
[3]杨立军，封生霞，张雪霞.黄瓜靶斑病的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治措

施[J].现代农业科技，2012（22）：136.
[4]肖敏，曾向萍，严婉荣，等.黄瓜靶斑病、炭疽病和黑斑病的对比

识别及防治[J].中国植保导刊，2015，274（12）：45-47，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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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咨询服务，为投资者提供公平公正和诚信法制的
创业环境。用心兑现退耕还林、降低税率等政策，切实减
轻农民负担，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坚决制止各种坑
农、害农事件发生，为农业健康、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3.6 加强人力培训 一是着眼于创新发展和履职尽责，
培训锻造一支担当、实干的村干部队伍。二是着眼于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提升产业经营管理人员战略思维和经
营管理能力，引进和培育视野开阔、善于经营的优秀企业
家。三是着眼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针对大学生、返乡
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有潜力的年轻人，造就一支创业带
头人队伍。四是扶持农民职业技能提升，培养具有新理
念、掌握新技术的新型农民。五是开展对贫困家庭、零就
业家庭等群体免费职业培训，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
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

10.
[2]田志勤，陈飞龙.“甜蜜事业”助力精准扶贫——蜂产业扶贫的实

践与思考[J].蜜蜂杂志，2017（12）：35-37.
[3]游兆彤，吴丽楠.浙江蜂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与建议[J].中国蜂

业，2014（8）：53-55. （责编：张宏民）

（上接66页）中冷却2～3h，然后催芽播种[4]。
4.1.4 加强田间管理 清除病残体，减少初侵染来源；及

时摘除中下部老叶、病叶、病蔓，集中烧毁，减少菌源数

量。适时中耕除草，浇水施肥，同时注意放风排湿，降低

田间小气候的湿度，严禁大水漫灌，防止田间湿度过大；

施足底肥，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105～120t/hm2、优质复

合肥1125kg/hm2、微量元素适量等作为底肥；在开花结果

期，可追施含甲壳素、腐植酸类的生物有机肥；在盛果期

主要以追施水溶性复合肥为主，到后期可适当追施高氮

复合肥，以保证植株正常生长需要。

4.2 生物防治

4.2.1 荧光假单胞杆菌 根据研究表明，在黄瓜靶斑病

发病初期，用荧光假单胞杆菌（1000亿个/g），1500～

2250g/hm2，喷雾使用，连续施药2～3次，间隔7～8d，可有

效控制病害的蔓延。

4.2.2 中生菌素 在黄瓜靶斑病发病初期，施用3%中生

菌素WP2.25g/hm2，每7～10d喷1次，连续施药1～2次，可

有效防制黄瓜靶斑病的蔓延。

4.3 化学防治 在发病前，提前用药预防，发病后，及时

调查田间发病状况，尽量做到“早发现、早防护、早治

疗”。不同药剂应注意交替使用，以延缓病菌产生抗性，
提高防治效果。

发病前期，可用77%氢氧化铜WP800～1000倍液或
75%百菌清WP600倍液或65%代森锌WP500倍液或33.5%
喹啉铜SC800～1000倍液，兑水喷雾，主要喷施中下部叶
片，间隔7～10d喷1次，连续防治2～3次，注意不同药剂交
替使用。

发病初期，可用35%苯甲·咪鲜胺EW1000倍液或
42.8%氟菌·肟菌酯SC3000倍液或24%唑菌酯·苯醚甲环
唑SC1000～1500倍液或25%咪鲜胺EC1500倍液，兑水喷
雾，主要喷施中下部叶片，间隔7～10d喷1次，连续防治
3次，上述几种药剂轮换交替喷雾，按照安全间隔期使用。
参考文献
[1]禾丽菲，李晓旭，朱佳美，等.不同杀菌剂对黄瓜靶斑病菌的毒力

作用特性比较[J].农药学学报，2018，20（1）：31-38.
[2]戚佩坤，白金铠，朱桂香.吉林省栽培植物真菌病害志[M].北京：

科学出版社，1966.01.
[3]杨立军，封生霞，张雪霞.黄瓜靶斑病的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治措

施[J].现代农业科技，2012（22）：136.
[4]肖敏，曾向萍，严婉荣，等.黄瓜靶斑病、炭疽病和黑斑病的对比

识别及防治[J].中国植保导刊，2015，274（12）：45-47，88-89.

（责编：王慧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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