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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实用技术》将现代农业和无公害生产的理念贯穿始终，倡导节本、增效、绿色、生态农业，侧
重突出沧州特点。
内容涵盖了粮、棉、油、瓜、果、菜以及农村沼气等方方面面。
语言力求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注重农业实用技术，使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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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小麦　　小麦是我国最早的栽培作物之一，距今约4000余年历史；也是我国主要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约4亿4千多万亩（工亩-666.7米2），面积和产量仅次于水稻居第二位，在全国粮食消费
总额中小麦约占20％，我国以小麦为主食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3，是北方城乡人民的主要细粮
。
　　我国栽培的小麦80％以上的是冬小麦，栽培面积约3.4亿亩，其他为春小麦。
种植冬小麦面积最多的有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安徽、陕西、四川和湖北等省。
　　河北省是我国小麦主产省之一，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1／10。
近年来，小麦播种面积约为3 800万-4 0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1／3左右，居粮食作物的首位；总产量占
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
　　沧州是河北省小麦生产大市，面积和产量均占全省的13％-15％。
常年小麦播种面积550万亩左右，占全市粮食种植面积的40％以上；风调雨顺年份播种面积600万亩以
上，最高可达690万亩（1979）；持续干旱年份播种面积450万亩以下，最低面积405万亩（2003）。
小麦在沧州粮食生产上，历来占据重要地位，群众有“小麦收，全年收，小麦丟，全年丢”和“麦足
半年粮”的说法，说明小麦生产对确保沧州粮食生产安全意义十分重大。
　　纵观沧州小麦发展史，小麦生产大致分为四个发展时期：一是恢复发展期（1950--1965）。
该阶段由于新中国刚成立，农民生产积极性高，小麦生产水平得到了恢复发展，平均单产达到50千克
左右，比新中国成立前提高了1-2倍，二是徘徊发展期（1966--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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