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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农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做好技术推广工作，扩大宣

传范围，制定惠民机制，建立示范基地，加强技术研发，加大前期

投入，为农民提供借鉴。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

食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对粮食的品质和安全性的要求

越来越高。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生产技术，既是适应我国发展的

需要，又是促进我国粮食生产和品质提升的必然选择。但就目前

的宣传工作而言，仍有许多问题，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宣传

措施，使之得以实施。

1谷子绿色生产工作分析

绿色农产品生产技术指的是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

手段，生产出绿色、安全的绿色食品。该技术具有高效、低耗、环

保等优点，具有如下优点：一是绿色、环保。采用绿色耕作技术，

减少了农药的用量，降低了农药的残留量，既保障了食品安全，

又降低了环境污染。第二，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采用“绿色”耕

作技术，既能确保农产品的安全，又能减少对肥料的依赖性，又

能节省很多的能源，真正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第

三，提高了生产效率。发展绿色农产品，也可以说是一项“减贫”

的举措，它既能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又能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谷类作为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生

产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大多数的生产

基地都采用了全自动化，这对提高粮食的收成有很大的帮助。全

机械化技术是指在整个谷物不同的生长发育时期，利用机械技

术，为其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并优化各种种植工艺，克服了以

往手工种植耗时长、耗工多的问题，同时通过全程机械化集成技

术，提升谷子种植面积及种植量，适时播种、收割。谷子是我国发

展的主要农产品之一，在我国的发展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促进谷

子实现绿色化、现代化种植生产，让农民做到增产增收。

2谷子绿色生产工作技术要点

农业的近代化程度在逐步提升，农业机械的普及和使用范

围越来越大，但是农业产量和质量还有待提高。从绿色、生态化

的观点来看，还应不断完善我国的种植技术，以期达到优质、绿

色的谷子种植，为我国的发展和优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1 选种

谷子的选育是实现优质、高产的重要环节，在育种中既要选

用抗病性、抗逆性的品种，又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来确

定。既要对谷子进行科学筛选，又要掌握如何正确地选用好的种

子，才能防治相关病害，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后期生长中的各种

问题。选择具有良好抗病性和抗逆性的品种，能够迅速地在短期

内对周围的环境进行适应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由于外部条

件的变化而产生其他问题。在完成选种后，还要对特定的谷子进

行特殊的消毒，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害虫的发病率，同时尽量去除

种子中的有毒成分，从而达到真正的增产增效作用。例如，针对

朝阳县的气候特点和市场需求，选择了燕谷 18、黄金苗、毛毛谷

等优良的高产农产品品种，这些品种株高适宜、谷码紧，抗病性

和抗虫性都很好，农艺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据不完全统计，亩

产 2000～2200kg，同时，农产品的品质得到最大的保障。

2.2 整地播种

由于谷子在种植的时候，周边的气候条件和土地的条件对

绿色农产品谷子生产技术及其创新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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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农产品谷子生产技术推广，既可以解决农民对粮食生产的要求，又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生态学发展。谷子作

为我国当前的主要农产品之一，不仅营养价值较高，本身适应性较强，可以在诸多地区广泛种植。在绿色农产品谷子生产推广

过程中，还需要展开具体分析，以此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确保绿色农产品生产工作稳定进行。创新农艺措施，让生产的谷

子更加绿色健康，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农药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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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生长和质量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种植之前，必须对土壤

进行适当施肥，保证作物在种植期间能够得到足够的水分和营

养。所以，在种植的同时，要对其土壤进行测土配方，以便为谷子

提供适宜的种植环境。

从谷子产量的观点来看，土壤中必须含有 1.5%以上的有机

质，达到这个标准后，才能够保证谷子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水分

和肥料。此外，还要考虑到土壤自身的黏度和透气性，以便保证

以后的谷子能够健康成长。根据地形和水文条件，以及以往的种

植经验，结合绿色农产品生产需求进行系统落实。种植场地应在

地势平坦、土壤深厚、排水良好、土壤肥力强的地区进行。由于种

子颗粒较小，所以在播种之前要对土壤进行细致的整理。利用机

械深松、旋耕、耙平，做到地表平整、土壤细碎、耕层上紧下密，为

种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土壤环境。以每亩地用种 0.4～0.5kg 为例，

结合整地每亩施入充分腐熟的粪肥 3000kg 以上，以保证土壤肥

力和有机质含量达到最优。为方便田间作业，使用小籽粒作物精

量条播机，以利于田间作业。机械播种深度均匀，一次可实现播

种、施肥、覆盖、镇压等多种作业。采用包膜处理的方法，能有效

控制谷瘟病、百白病等病害。播种时间选择在 4月下旬至 5月初

这一时间段，这时地面 10cm 处的土壤温度基本保持在 10℃，无

论机械还是手工，都能有效促进其后期的生长。

密度和间距是作物生长的重要指标，必须根据不同的自然

条件和气候条件，进行合理的密度间距计算，保证作物在不同的

时期内不会互相干扰，从而实现最大的生产指标。通常，为了保

证谷子的健康成长，谷子的种植间距应为 50～60cm。此外，要尽

量保证植物的颜色均匀，这就要求农民在种植时，要保证高精度

的种植技术，以免给以后的生产带来不利的后果。农民要根据当

地的具体状况，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利于播种的生长，确保区域

通风透光性，并结合当地的具体状况，进行种植。播种期间，应结

合当地的气候特征，对播种时机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同时要

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镇压等作业，确保苗齐、苗壮。

2.3 田间管理

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农产品的健康状况，农产品的病害时有

发生，因此，应基于绿色、生态化的发展理念，采取生物控制和物

理控制相结合的方法，以保证农业生产的平稳、有序进行。总之，

在种植的时候，尽量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通过信息化和机械

化的方式，对作物进行监测，并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采取针对

性的措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比如虫子的问题，一般是使用人

工喷洒农药来进行消杀，现在则可以使用无人机喷洒杀虫剂来

控制，这样均匀、少量、精准使用农药既能减少害虫的数量，又能

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从而达到更好的防治目的。对谷子进行除草

是至关重要的，要充分利用作物自身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时期

进行有计划的除草工作。为符合绿色农产品要求，要使用绿色食

品允许使用的谷子相关除草剂，使用时要控制好喷洒剂量，以免

造成药量超标。在全生育期间，应采取预防及物理措施为主防治

谷子病虫害。在防治黏虫、钻心虫等危害较大的虫害时，以诱杀

为主。具体方法是：一是利用虫害的趋光性特点，在迁飞成虫落

地前设置杀虫灯诱杀。二是利用成虫产卵习性，把卵块消灭于孵

化之前。从虫害产卵初期到盛期，在田间插设杨树枝把或小谷草

把，上面洒糖醋酒液（糖醋酒液配比为糖 3 份、酒 1 份、醋 4 份、

水 2份，调匀即可）。诱蛾产卵，及时采摘卵块加以消灭。

另外，肥料的管理工作也很重要，其中 N、P、K等是影响作物

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要结合土壤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

做到合理地施肥、浇水、均衡施用。同时，在进行节水的同时，还

应加强抗旱，特别是在关键时期，要确保足够的水量。例如，在谷

子的生长发育过程中，要按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适时添加不同

的氮素，并实施科学、系统化的施肥管理。在拔节阶段，对 35～

45cm 高的幼株进行土壤的中耕和追肥，每亩施用 15kg 尿素。

3谷子绿色生产工作技术推广

从种植技术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应深入挖掘农用机械的功

能，使生态化、绿色化的农艺技术得以全面实施，为今后的农艺

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国的谷子产业将会进一步发展，使我国

的农业生产往更加专业化和绿色化的方向发展。在谷子绿色种

植技术的推广过程中，必须结合当地的具体条件，进行全面的分

析和调整，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3.1 加强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深层研究

由于地理位置和水文状况的差异，谷子培育时所需的基本

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除了要选用最适宜于本地的谷子外，还要

加大研究，创造出一套适宜于本区域的新技术，以便使该技术得

以普及。大多数地方的农民在种植时都是依靠自己的经验，而这

种经验虽然可以作为参考，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提高生产效

率，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条件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挖掘出

科学、完善的生产技术，并根据具体的水肥、害虫等问题进行科

学的规划。在研究上，农村可以和大学、企业合作，建立一个研究

机构，让农民有更好的学习和研究的机会，这样才能解决农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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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上遇到的问题。而且加强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深层次研究可

以使我国的谷子绿色生产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农产

品生产技术更加科学化、集约化。在此过程中，根据区域的具体

条件，对各参比指数所产生的差异进行研究，从而为区域种植打

下坚实的依据。

3.2 加强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柔性推广

在这一时期内，农业技术、农业理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

普及，而且还开拓出了多种营销途径。在进行种植技术的推广

时，要利用这些渠道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在传统的电视、广播、

宣传栏、报纸等传播方式之外，也要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媒体，比

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微信、微博、短信等。例如，当农民购

置农用机械时，销售者可以有针对性地向农民推荐绿色种植技

术，并在实践中加强农民对绿色农产品技术的认识。通过网络技

术，可以搭建相应的技术、活动，及时发布农业技术、技术要点和

各种农业技术推广活动，帮助农户尽快了解相应的技术、活动。

通过这个平台的实施，农民对绿色农产品技术有了更多的认识，

同时也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实施种植。在具体的发展中，工

作人员要经常走访农民，了解农民在种植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并对其进行分析，并对资料进行整理，以便为今后的推广提供科

学依据，使农业机械能更好地满足地方的需求。通过宣传让农户

认识到，采用机械化播种技术，降低田间投资，解决了以往人工

间苗、除草、收割等繁杂的生产方式，采用化学施肥、除草、标准

化的经营、节省劳动力、增加肥料使用、降低投资。采用精量播种

法，合理地控制播种量，减少了破粒率，促进了幼苗的快速繁殖，

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通过比较和测算，可以节省 22 元 / 亩的

农业投资，130 元 / 亩的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公顷增加 45.35 kg，

增加 180 元左右。

3.3 加强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标准实施

在推广谷子绿色生产技术的时候，可以建立一些实验区，用

来做示范，让农民们更好地感受到产量和质量的差距。相关单位

还可以定期安排农民到该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实地调研后，农民

也会积极运用效益。这种试点示范基地的建立，是一种对农民的

一种导向，可以发挥辐射效应，真正增加农民的收入。试验是农

业科技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农业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

立必须要有地方科研部门、农业部门、政府部门的协调和参与，

要充分结合实际，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才能使农业的发展和竞争

力有一个基本的提升。试验在技术逐步推广实施中起到了示范

作用，为以后的宣传工作增加了支持作用，提高了宣传的针对

性。谷子绿色化生产技术推广应用，使综合机械化技术得到了明

显的提升，谷子耕、种、管、收综合机械化程度达 90%，并辐射带

动周围重要农产品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 80%以上。既能使人的

工作效率得到提升，又能使人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释放，同时也

能使农夫的机械耕作技术和观念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通过试验

田可以清晰明确地看出土地的利用率情况，以及在减少农药、化

肥的使用量后，所产生的良好环境保护效果，可以说打造谷子机

械化、绿色化生产工业基地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3.4 对多种绿色农产品技术进行训练

目前，我国在推广谷子绿色农产品技术时，可以采用多种方

式，但要使农民真正掌握这项技术，就必须推行一套完整的种植

技术，使农民认识到正确的种植方式，从而为谷子的质量和产量

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真正提升农民的经济力量。地方上还可以

通过线上培训、在线解答等方式来帮助农民们解决生产中遇到

的问题，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提升他们的宣传效率，保证下一步

的种植工作能够更加顺畅。目前，我国的谷子生产技术在推广中

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绿色化、生态化的生产，不仅要使农民

意识到耕作的重要性，而且要对当地的具体国情进行系统性的

研究，以达到对作物生长状况的及时控制。就当前而言，许多农

民对当前的高产量种植技术知之甚少，开展系统的技术训练，组

织农民从多种途径上进行学习，对农民整体发展起到辅助的促

进作用。同时，也是农业发展理论、产业政策、农机装备优势的最

好时机，对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变和调整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

进行训练时，可以利用研究基地的实验场、实验区等场地进行训

练，让农民对作物的成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综上所述，在提高谷子品质、提高产量的同时，要根据不同

地区的种植需求，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对生产技术的重点进

行调整，最终形成多元化、科学化、规模化的绿色农产品生产技

术。在大力发展和普及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新型的宣传平台和宣

传媒介，充分发挥各区域的优势，将谷子的绿色农产品种植技术

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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