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匀．刍

。．j

■百．一--J．．■．‘

I瓣

它

新疆维

、

’j．

吾尔自治-区农

J乙翮
—唧
“，，：

．-t，‘1、_■●p张
一√√●～攀簿。德，》甜i瓣彻。一㈣㈣心戤嘲●t．_．一“■■■髓～黼删黜*．黼㈣㈣，㈣一刺，蟒

呵一
l、』

■■，
●，．山撼●-■I

．=¨鬻‘

一一
。蓐豁嚣凝一．。～．廿形《¨o■。．

1J_妒“k誓}，．_=舻¨．：=曩，‘0一、C^．●h¨¨，

凌，。黼粼糕
t

r

I．J

i¨．～啼岭臻鹳
J

ILⅦ．-●．^
箕．

，

，●●I奢，一^呵毒，艮^

●晶_掣I．■^，，

：．0艘

管．王厅
，

业

万方数据



黼黼6湖l_ll糊咖舯硼嗣洲
(1 9 7 9年元月创刊)

2016年第3期·总第228期

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农业信息中心

编辑出版：《新疆农业科技>编辑部

专家顾问：董臣河卢守文廖新福

秦晓辉

主 编：黄建全

责任编辑：王强张勇蔡灿

编 辑：李淑钦

美术绩辑：张勇

广告发行：俞青

地址：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57号

电话：(0991)2860287 2861286(传真)

15899113365(广告)

电子邮箱：码r响@126．com
邮政编码：830049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l007—3574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S一1131／S

广告许可证：

新工商广字650{014000020

印刷：新疆日报社印务中心

邮发代号：s8一127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双月刊．每期6元

画囡

玉米精准施肥产量与主要农艺性状灰色关联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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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水平明显提高。建立健全了“专家+试验基

地一技术指导员一科技示范户一辐射带动户”的农技推广机制。每年推广设施蔬

菜周年优质安全高产模式化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农业高新技术、品种和成果

10余项．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乌鲁木齐市的各类名、特、优、稀

蔬菜种类由40余种增加到60余种，品种由140余个增加到3∞余个，极大的丰

富了市民的“菜篮子”。

四是现代农机装备能力明显提升。“十二五”期间，乌鲁木齐市设施农业机

械、畜牧水产养殖机械装备发展迅猛，设施农业机械达1．5万余台、畜牧水产养殖

机械达5500余台，分别比“十一五”末增长了14倍和4．5倍。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到31．8万千瓦，拖拉机拥有量达9500余台，拖拉机配套农具达8100余部，小

麦、玉米、水稻耕种收已基本实现完全机械化，蔬菜、设施农业等综合机械化水平

已接近60％。现代农业机械已成为助农增收助农增效的重要载体。

五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基本完善。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实

乌鲁木齐县蔬菜集中育苗基地

蔬菜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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