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力村位于蔡甸区玉贤
镇东南端，汉沙公路西侧，北
临大茶湖，南靠九真山，全村
自然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全
村版图面积 3.06平方公里，辖
10个自然湾、13个村民小组，
村民 1450人，耕地面积达到
2500亩。

很难想象农力村在 2004
年以前还只是一个有着 200

多亩荒地，村民生活贫困的村
子。“2004年以前，这里的村民
还实行的是粮棉油的传统种
植模式，但农力村是一个丘陵
地带的村落，由于坡度较大，
耕种困难，村民的收入水平及
其低下，不少村民连温饱都成
了问题。”玉贤镇农力村副书
记程抱波耐心地跟记者解释
到。

为了改变土地刨荒严重，
农民负担重这一现状，2005年
农力村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并
在 2008年开始采取村干部带
头，党员带动，通过示范、帮扶
等一系列措施，全面推进，利
用连续三年时间，将全村农户
房前屋后的杂树和废弃物清
除干净，村里免费发放果树苗
8万多棵。并聘请蔡甸区林业
局高级工程师梁文多次到村
授课，十几次到农家地头，亲
自指导果树栽植和病虫害防
治，三年后果树普遍受益，农
户收入得到了较大增长。不仅
如此，从 2014年开始，村党支
部一班人充分发挥山林资源
优势，树立“林业兴村，果树富
民”发展观念，积极支持蔡甸
区万亩彩苗产业园的发展，利
用荒山荒坡和闲置土地，采取
多种经营形式，引进林业业主
20多个，面积 2000多亩，用于
林业生产，以此增加农民收

入。此外，通过公司与基地带
动，村组织还引导了一些年
轻、有文化、有创业思想的青
年到外考察，和林业林主学习
交流。在自家承包地里发展盆
栽、扦插、嫁接等各种模式，发
展苗木科技示范户 10多户，
以此带动全村经济发展，现如
今农力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已
到上万元。

如今，农力村山清水秀，
生态环境良好，基础设施完
善，科技发展进步，村民和谐
富裕，已成为蔡甸区九真山旅
游发展的中心地区。

实习生 陈苗 记者 李雪婷
通讯员 李少良 叶小群

彭琳 李冬生

答：肉兔育肥需要注意两点：第
一，要做好笼具的清洁工作，预防各
种疾病的发生和传播；第二，要注意
饲料营养全面，要多饲喂富含维生
素、矿物质的饲料，以满足肉兔快速
生长发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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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何须问：
肉兔育肥注意啥？

!

答：有影响，奶牛在夜间趴卧时
间较长，如果让其整夜趴卧在又湿又
硬的地面上，不仅影响产奶量，而且
容易导致疾病发生。因此，每晚在给
奶牛挤奶后，应把牛舍的粪便清扫干
净，再在奶牛趴卧的地方垫上一层软
草，保证奶牛在干净清洁的环境中拥
有高质量睡眠。

读者葛栓虎问：
睡床对奶牛产奶有无影响？

退耕还林 开启“绿富”模式
套种盆栽、扦插、嫁接 蔡甸掀起林下经济热潮

答：禽霍乱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
起，最急性型病鸡突然死亡，急性型
病鸡表现出羽毛松乱、不吃、呼吸急
促、鼻口流出有泡沫的粘液，和排稀
粪及体温升至 43℃~44℃、昏迷等症
状，1~3天会死亡；慢性型病鸡表现
关节炎、跛行、呼吸困难等症状。

防治措施：30日龄后用禽霍乱
灭活苗肌肉注射，发病用磺胺药，青、
链霉素，红霉素治疗有效。(尹兆正)

读者张青山问：
禽霍乱咋治疗？

联办：武汉市科技局 武汉科技报
武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江夏开展“界豆”
提纯考评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雪婷）
近日，由江夏区科协组织，在
区农技推广中心、五里界农业
服务中心的配合下，江夏区农
业专家组到五里界、乌龙泉等
街开始对 2016年江夏区实施
的“界豆”提纯复壮等项目进
行考评。

专家组组长由区科协副
主席李金枝担任，专家组成员
由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高级
农艺师田仕本，区林业技术推
广站站长、正高级农艺师陈邦
海，区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
师李洪瑜，五里界农业服务中
心主任、农艺师魏武组成。

武汉实施肥药“双减”工程

本报讯 （记者 李雪婷
通讯员 黄芹）湖北省武汉市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全市种
植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实施
方案》，实施化肥减量、农药减
控工程。到 2020年，全市化
肥、农药使用量年均分别减少

2%和 5%。
实施化肥减量工程，扩大

测土配方施肥在园艺作物上
的应用，设施蔬菜、水果、茶叶
生产基地的测土配方施肥面
积达到 100%；示范推广缓释
肥料、水溶性肥料、液体肥料、
叶面肥、生物肥料、土壤调理
剂等高效新型肥料，全市新型
肥料产品推广率达 40%以上；
示范推广滴灌、喷灌等施肥技
术，提高水、肥利用率；因地制
宜推广化肥机械深施、机械追
肥、种肥同播等技术；鼓励种
植基地积造农家肥，施用商品
有机肥，全市 80%以上的菜果
茶基地要施用有机肥。

实施农药减控工程，加大
禁限用高毒农药查处力度；大
力推广生物农药，搞好高毒农
药替代工作，逐步减少化学农
药的使用，每年推广高效低毒
农药和生物农药面积达到 200
万亩次以上；大力推广物理诱
控、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科学
用药等绿色防控措施，集成推
广以生态区域为单元、以农作
物为主线的全程绿色防控技
术模式，推广应用杀虫灯、性
诱剂、黄板等绿色防控技术面
积达到 50万亩次。

据了解，近 5年，武汉化
肥农药使用量分别下降 12.9%
和 39.4%，但用量依然偏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