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数据库中国学术期甲生Lp国j rN蚓2

口

技 2 D1 5

-3574

131／S

总第丝．j期澎月=fI

豢
均{

纛

纂

盈擎璐

器

i艄
；舳霹

新疆维吾

隔
㈣

农业厅主管

筮 型

黑?：0：。≤≥冀0■≯蛰鱼醚
鬯h自；i：懑j：?。．暑善j、。≯

、

淤l

万方数据



邮政编码：830049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

tSSNl007-3574

回国

对新形势下加快阿勒泰农业发展的思考⋯⋯⋯⋯⋯唐玉清(1)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征地补偿问题实证分析

——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62团为例

⋯⋯⋯⋯⋯⋯⋯⋯⋯⋯⋯⋯⋯⋯⋯⋯⋯⋯杨涛，马瑛(3)

以阿克苏地区为例浅析南疆农业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董冬冬，谭 刚(5)

农业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研究⋯⋯⋯⋯⋯⋯⋯王 强(7)

达坂城天山雪菊有机种植技术要点及品质分析⋯⋯李晓丽(11)

吐鲁番戈壁盐碱地无核白栽培技术⋯⋯⋯⋯⋯⋯徐彦兵(12)

葡萄“三改、两控、一优化”栽培管理技术⋯⋯⋯⋯徐彦兵(13)

喀纳斯蜜瓜栽培技术⋯⋯⋯⋯⋯⋯⋯⋯⋯孙广平，马秀芳(14)

弗雷无核葡萄采摘、预冷、贮藏保鲜关键技术

⋯⋯⋯⋯⋯⋯⋯⋯⋯⋯⋯⋯⋯⋯陈红梅，陈虎，虞立均(16)

遮阳网在韭菜生产中应用试验初报

物号： 。““薹蠹 ⋯⋯⋯⋯⋯⋯⋯⋯⋯⋯⋯成金丽，熊祖华，丁 明，王文静(18)

曩鍪麓懑瓣囊鬻瓣瓣蕊㈣
i溪鬻鬻霞鬻篓篓霎瀵

懑麓蒸麓凝

伊犁州野生兰科植物分布现状、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王娟，耿运江，郝晓云，董合干，迟建才(19)

枣锈壁虱在阿克苏地区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治技术

⋯⋯⋯⋯⋯⋯⋯朱昆仑，李鹏飞，王 兰，朱龙静，纪显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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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叶螨的综合防治技术措施

⋯⋯⋯⋯⋯⋯⋯巴合提古丽·阿合买提汗(22)

吐鲁番地区葡萄斑叶蝉发生规律及防治措施

⋯⋯⋯⋯⋯⋯⋯⋯阿衣加玛丽·库都热提(23)

阿勒泰地区农田地老虎发生及防治措施

⋯⋯⋯⋯⋯⋯⋯⋯⋯⋯⋯沙尔江·沙塔尔(24)

螺虫乙酯·噻虫啉21．6％悬浮剂防治大棚黄瓜烟

粉虱试验总结⋯⋯⋯⋯⋯⋯⋯⋯⋯王虹(25)

蘩鞠馥诹辫

尼勒克县温室茄子嫁接栽培技术

⋯⋯⋯⋯⋯⋯⋯段湘妮，赛克赛琴，玛依拉(26)

喀什地区越冬茬拱棚芹菜栽培技术

⋯⋯⋯⋯⋯⋯⋯⋯⋯⋯⋯陈衡，李英仑(28)

博州设施农业存在的土壤障碍及改良修复措施

⋯⋯⋯⋯⋯⋯⋯⋯⋯⋯⋯董秀丽，聂爱湘(29)

日光温室千屈菜扦插繁殖技术及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阿依努尔·托合提(30)

日光温室秋季抗TY番茄品比试验初报

⋯李蔚蔚，张娟，张彩颖，阿斯亚·阿不力米提(31)

渍羞妥全

浅谈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发展

⋯⋯⋯⋯⋯⋯⋯⋯⋯⋯⋯唐慧，甘寿春(37)

巴州土壤有机质提升工作探讨

⋯⋯⋯⋯⋯⋯⋯⋯王金国，王爱春，刘 双(38)

瀚豳篷
玉米kws3376不同密度栽培试验

⋯⋯⋯⋯郑东亮，李晓娟，木拉力，吉恩斯(40)

塑鬯蠢．
园林行道树修剪技术

⋯⋯⋯⋯⋯⋯⋯⋯⋯⋯阿热孜古丽·肉孜(42)

浅谈地被菊的栽培管理技术及园林中的应用

⋯⋯⋯⋯⋯⋯⋯⋯⋯⋯阿依努尔·托合提(43)

山柑属植物在新疆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蒋 军，富 锐(44)

不同水分处理下银新杨生理特性研究

⋯⋯⋯⋯⋯⋯⋯⋯⋯⋯⋯⋯⋯⋯⋯吴雪海(45)

全红杨在乌鲁木齐市的栽培适应性研究

⋯⋯⋯⋯⋯⋯⋯⋯⋯⋯⋯⋯⋯⋯⋯袁 蕾(47)

不同水分处理下胡杨和沙枣树叶片形态特征研究

⋯⋯⋯⋯⋯⋯⋯⋯⋯⋯⋯⋯⋯⋯⋯吴雪海(49)

牡丹木槿在乌鲁木齐地区引种栽培表现

⋯⋯⋯⋯⋯⋯⋯⋯⋯⋯⋯李晓丽，宋震宇(33)
⋯⋯⋯⋯⋯⋯⋯⋯⋯⋯⋯⋯⋯⋯⋯杨 静(50)

阿克苏地区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探析

⋯⋯⋯⋯⋯⋯⋯⋯王文娟，范荣尚，靳玲(34)

浅谈县级农产品质检中心实验室资质认定

⋯⋯⋯⋯⋯⋯⋯⋯⋯⋯⋯⋯⋯⋯⋯郝峻纬(35)

新常态昌下吉州农田施肥现状浅析

盘鲎受。
降解膜对玉米产量的影响及降解情况的对比试验

⋯⋯⋯韩咏香，帕里旦·木和塔尔，谢彦敏(52)

不同颜色地膜对马铃薯产量等参数的影响研究

⋯⋯⋯⋯⋯⋯约麦尔·艾麦提，徐鹏举，张新明，

杨宏顺，巴拉提·巴克，罗建军，全锋，曹先维(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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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衍地匿亵盟拨恭捻广咿心
喀什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J出于2001年由原喀什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和

喀什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合并组建而成。机构下设：办公室、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土壤肥料、资料信息、实验农场六个科室。归口喀什地区农业局管

理。主要承担喀什地区行政区域内的种植业技术推广工作。开展种植新技术

的试验、示范，种植业技术推广体系管理，种植业技术培训与服务。本单位现

有职工47人，其中，农业系列技术人员37人，其他8人。有推广研究员3人，

高级农艺师9人，中级职称14人、初级职称12人。单位建设有较完备的土壤

分析设备、电教培训设备和办公楼、实验农场等设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

高的理论水平。先后承担国家、自治区、地区农业科研推广项目110项，获国

家、自治区、地区科技进步奖、农业部“丰收计划”奖等50余项。其中：“喀什地

区百万亩农作物矮、密、早高产栽培技术攻关”获国家“星火计划”二等奖，“喀

什地区百万亩粮食吨粮田高产栽培技术攻关”项目获农业部二等奖，“塔里木

盆地绿洲双百斤皮棉配套技术推广”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4年被国家

星火计划办公室授予第一批《农村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2001年以来先后

获得“新疆孜然产业化关键技术”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新冬20号小

麦优良品种推广及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示范”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绿

洲农区多熟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新疆果树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示范与推

广”、“百万亩地膜玉米高产技术推广”获农业部丰收奖二等奖：“一年三熟超

吨粮及高效栽培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喀什地区设施农业综合技术成果转

化与集成示范推广”获喀什地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小麦高产栽培技术模式

推广”获喀什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自治区科技成果登记3项。

目前，承担农业部“南疆地区粮食、棉花和果树间作技术模式研究项目”、

自治区科技支疆“杂交高粱及饲草饲料新品种以及和配套技术示范项目”、自

治区科技厅“花生新品种优质高产栽培技术推广项目”、“西北非耕地农业利

用技术与产业化示范项目”、上海援疆补助资金“农业技术推广、示范项目”等

项目均取得阶段成果。

发挥农业技术推广的公益性职能，围绕喀什地区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

调整，促进喀什地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全地区地、县、乡三级农业技术推广

系统现有职工总人数884人，形成以技术骨干为主的推广群体，为专业技术

人员搭建学习锻炼展示的平台，通过各类科技推广项目的实施，培养锻炼了

一批当地技术人才，特别是少数民族技术人才和农民科技示范队伍。在栽培、

土肥、植保和园艺等技术推广与培训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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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傅连军(中)在向内地专家介绍果树+

棉花间作种植情况

中心书记、高级农艺师阿力木江．赛丁(中)在向
基层技术人员传授设施黄瓜栽培技术

对小麦种植情况进行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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