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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小小时时杀杀光光韭韭蛆蛆

成本一亩地仅20元，吃韭菜不用担心农残了
文/片 本报记者 朱洪蕾

韭蛆成虫怕高温

7月5日，在寿光市化龙镇
高家村汤效伟的韭菜地里，记
者看到，经过“日晒高温覆膜
法”防治韭蛆新技术处理过的
韭菜地，里面绿油油的韭菜叶
子生长旺盛，与周边有些枯黄
的韭菜叶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菜农来说，韭蛆让他
们深恶痛绝。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作物
根蛆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团
队首席专家张友军介绍，韭蛆
是韭菜生长过程中最严重的虫
害，若不及时采取防控措施，通
常会造成田块减产40%-60%，
严重情况下甚至绝收。

张友军介绍，韭蛆有卵、幼
虫、蛹和成虫4个虫态，仅幼虫
发生危害。幼虫通常聚集在地
表下0-5厘米处危害韭菜的茎
部。韭蛆喜湿、趋黑、不耐高温，
最佳发育温度为20-25℃，成
虫在37℃环境下超过两小时就
不产卵或产卵不孵化。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于毅
介绍，韭蛆是一种隐蔽危害的
昆虫，地上看不出来，当你发现
了，虫害已经很重了，再防治可
能已经晚了。

“韭菜让它一咬就死。”于
毅表示，“为什么‘谈韭色变’，
就是因为韭蛆特别难防治，老
百姓没有好办法只能灌药。”

六省市试验效果百分百

于毅介绍，现在农民给韭
菜使用的农药以辛硫磷、毒死
蜱两种为主，均是高毒农药，在
韭菜内的残留时间能达到四五
十天。灌药后，如果采收韭菜的
时间距离给韭菜灌根的时间很
近，一测农残就超标。而且农药
是内吸，洗也不管用。

也有农民选择使用高效低
毒农药，因为低毒农药分解特别
快，残留期比较短，原来可能四
五十天，现在十天就能降解掉。

人工施药难免使药剂分散
不均，接触到药剂的韭蛆死亡，
未接触药剂的仍然存活。

张友军介绍，团队发明的
“日晒高温覆膜法”，不需要任
何化学农药，仅需要借助自然
界中强烈的太阳光线与膜联合

作用，杀死韭蛆。具有操作简
单、当日见效、防虫成本低（膜
可反复利用）、省工省时、绿色
环保，以及韭菜生产绝对无任
何药剂残留等优点。

张友军介绍，“日晒高温覆
膜法”抓住韭蛆不耐高温的弱
点，在地面铺上透明保温的无
滴膜，让阳光直射到膜上，提高
膜下土壤中的温度，当韭蛆所
在土壤位置的温度超过40℃，
且持续3小时以上则可将其全
部彻底杀死。

目前，该技术已在北京、山
东、天津、安徽、河北、浙江等省
份的部分城市进行了试验，其
防治效果均高达100%，而且对
韭菜后期生长无影响。

于毅介绍，菜农也用过物
理的方式防治韭蛆，韭蛆不耐
干、不耐热、喜湿、喜温，一些菜
农就长期不浇水，控制韭蛆的
发生。但是到了雨季，湿度高，
反而更有利于韭蛆发生，因为
韭蛆喜欢湿润。

成本由2000元降到20元

张友军说，按每户10亩韭
菜计算，买1亩地的膜成本为
600元，每天覆膜1亩地，用10天
完成。每张膜保守计算可用3
年，每亩地防蛆成本仅为20元，
旧膜还可以用于冬季盖棚。

“日晒高温覆膜法”操作简
单，韭菜收割后，1人牵膜，1人
盖土，每亩地约1小时完成，该
法杀虫彻底，处理1次，保守估
计一两年内不用再防治韭蛆。”

寿光市化龙镇高家村汤效
伟是韭菜种植大户，种了100多
亩韭菜，当农科院找他来做实
验的时候，一开始也不相信。用
了2分地做实验，发现确实管
用，本来只是有2分地用了这一
技术，现在全部用上了。

汤效伟介绍，以前每亩地
要用农药1000多元，加上人工
之后，每亩地的防治成本要
2000元以上，而且不安全。“以
前自己种的韭菜，自己都不愿
意吃。”现在好了，成本少还没
农药残留，质量有保证。

以前都是汤效伟自己去卖
韭菜，现在有不少客户听说没
用农药，订单来了不少，而且价
格是之前的三倍。

在参观了汤效伟的韭菜地
之后，中科院院士、浙江省农科
院研究员陈剑平表示，“从现场
来看，防控的效果非常好，也很
受农民的欢迎，种植韭菜的大
户非常高兴，欢迎这项技术。”

陈剑平表示，“总体来说，
这项技术是绿色的、经济的、实
用的，非常方便、便捷的技术，
也是我们倡导绿色无害化技术
具体体现的案例。”

说起韭菜，不少人又爱又恨，喜欢吃又担心农药残留。“毒韭菜”并不鲜见，每次食药监部门检测
蔬菜农药残留，韭菜大多在农残超标的名单中。最近，中国农科院“作物根蛆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团
队研究出了一种防治韭蛆的新技术，一张膜再加上太阳就能杀死韭蛆，成本少操作简单。

周末
知了

新法防治韭蛆

疗疗休休养养重重启启，，一一线线职职工工领领福福利利啦啦
省总工会今年将组织15000人，苦脏累险活工人优先

本报泰安7月7日讯（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马长征）
日前，山东省总工会联合省

财政厅、省人社厅、省旅发委
等四部门出台《关于加强职工
疗休养管理工作的意见》。这
意味着，今后省内全体职工可
以享受到普惠式的免费疗休养
服务。

6日，雨后的岱庙清新肃
穆，游人如织。在熙攘的人群
中，有一队头戴红帽、统一服装
的群体引人注意。他们是来自
烟台招远和海阳的一线工人，
而游岱庙则是他们刚刚领到的

“福利红包”——— 一线职工疗休
养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欣赏着眼前的岱庙，曹建
亮觉着一切美得那么“不真
实”。今年38岁的他是山东中矿
集团罗山金矿的一名井下零工
班长，每天面对暗黑的矿井埋
头苦干，似乎没想过自己也可
以享受疗休养。

据了解，省总工会今年拨
付900万组织15000名一线职工
进行疗休养活动。本次疗休养
参加人员应为在同一企事业单
位工作满3年以上的在职一线
职工（困难职工、农民工），优先

安排从事苦、脏、累、险、有毒有
害工种的职工和技术骨干，尤
其是因从事上述工作患职业病
和慢性病的职工。

按照计划，今年省总工会
组织的一线工人疗休养从4月
持续至11月，每期不超过7天

（含报到和返程）。职工参加疗
休养所占用的工作日，不得冲
抵国务院规定的年休假假期。

对不少单位来说，经费是
制约开展职工疗休养活动的重
要因素。随着四部门印发意见
的出台，对于经费筹措做出了
明确规定。其中，各级工会应在

年度经费支出预算中，编列一
线职工疗休养项目预算，加大
对疗休养活动的补贴力度。企
业应结合财务承受能力，在成
本费用中据实列支有关职工疗
休养费用。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和其他组织，应当为同级工
会组织开展职工疗休养活动提
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意见提出，鼓励企业工会
按照规定自主开展职工疗休养
活动。对于广大一线职工来说，
疗休养活动“制度化”无疑是省
总工会发的一个大“红包”。目

前，青岛、烟台、淄博、临沂等地
的疗休养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不少企业开始“敢于”自主
组织职工进行疗休养，一项普
惠性的职工服务正逐渐成为

“山东名片”。
据了解，组织一线职工疗

休养曾是工会和企业的老传
统。以前不少国营企业出资，组
织为企业生产作出贡献的职工
到疗养院疗休养。以泰山疗养院
为例，多的时候一年能接待上万
名疗休养的职工。但到了上世纪
90年代，因企业改制等原因，一
线职工疗休养陷入停滞。

操操作作步步骤骤及及技技术术要要点点
1 . 割除韭菜。若韭菜生长非常稀疏，一眼很容易看到韭菜的根部和土壤，则可以不割韭菜，直接

在地面支起30厘米高的棚，再在棚上覆膜。
2 . 看天气覆膜压土。在4月下旬至9月中旬，选择太阳光线强烈的天气覆膜。最好选择透光性好，

膜上不起水雾，厚度为0 .10-0 .12毫米的浅蓝色无滴膜。
覆膜后四周用土壤压盖严实。膜四周尽量超出田块边缘50厘米左右。
3 . 去土揭膜。待膜内土壤5厘米深处温度持续40℃以上且超过3小时（即当日上午8:00前覆膜，下午

6:00左右揭膜）揭开塑料膜。
若覆膜后突然碰到阴天可以继续覆膜，直到土壤温度提升，将韭蛆杀死后再揭膜。
4 . 浇水灌溉。揭膜后，待土壤温度降低后及时浇水缓苗。
夏季养根期的韭菜，在5月底前采用“日晒高温覆膜法”进行治蛆处理，以免影响韭菜养根。夏季收

割的韭菜，可以随时割随时覆膜杀蛆。 本报记者 朱洪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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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处理的韭菜，现在长得非常旺盛。

没有覆盖薄膜的韭菜，有些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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