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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储粮技术》

内容概要

《农村储粮技术》主要内容：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在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努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既是
新农村建设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推向前进的基本保证。 
为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决定，将已开展三期的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由城市全面拓展到农村，“十一五”期间计划在全国三
分之一以上的村委会开展农村图书室援建和读书活动，使两亿多农民由此受益，让这项造福城市居民
的民心工程同时也造福亿万农民群众。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回良玉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发展中二个
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在农村开展图书室援建和读书活动，为亿万农民群众送去读得懂、用得上的各
种有益书刊，对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满足农民全面发展的需求，将发挥重要作
用。对这项事关农民切身利益、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活动，要精心组织，务求实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也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万家社
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是一项得人心、暖人心、聚人心的活动，对丰富城市居民的文化
生活、推动学习型社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活动由城市拓展到农村，必将对丰富和满足广大农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积极作用。要精心组织，务求实效，把这件事
关群众利益的好事做好。”
为了使活动真正取得实效，让亿万农民群众足不出村就能读到他们“读得懂、用得上”的图书，活动
的主办单位精心组织数百名专家学者和政府相关负责人，编辑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书屋”。“书
屋”共分农村政策法律、农村公共管理与社会建设、农村经济发展与经营管理、农村实用科技与技能
培训、精神文明与科学生活、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与民俗民风、文学精品与人物传记、农村卫生与医疗
保健、农村教育与文化体育、农民看世界等10大类、1000个品种。这些图书几乎涵盖了新农村建设的
方方面面。“书屋”用农民的语言、农民的话，深入浅出，使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就能读得懂；“
书屋”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贴近农村生活的实际，贴近农民的文化需求，使农民读后能够用得上。
希望农村图书室援建和农村读书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使活动成为一项深受欢迎的富民活动，造
福亿万农民。希望“书屋”能为农民群众提供一个了解外界信息的窗口，成为农民学文化、学科技的
课堂，为提高农民素质，扩大农民的视野，陶冶农民的情操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希望更多有识之
士参与这项活动，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关心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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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主要粮食作物的适时收获及储藏技术　　作物的适时收获不仅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而且
可以使收获的粮食达到较好的成熟度和饱满度，保证较高的粮食质量，高质量的粮食也有利于粮食的
安全储藏。因此，在农作物收获以前，要及时到田间调查，掌握好不同作物的成熟程度，根据当地气
候条件，准确预测农作物的成熟期，切实做到对农作物适时收获，争取成熟一块地收获一块地。因为
，收获过早，作物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籽粒不饱满，含水量高，产量低，质量差。反之，收获过迟，
作物易倒伏，收获时很不方便，并且作物很容易在田间脱粒，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影响产量，有时一
些作物还容易带穗发芽，严重影响粮食品质。为了及时对各种农作物适时收获，一般采用大型联合收
割机对达到适当成熟度的农作物进行抢收。目前，大型联合收割机主要用于小麦、水稻的田间收获，
也可兼收大豆、油菜等作物。由于作业效率高，收割成本低，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收获时间，既有利于
抢农时，又能充分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还可以减少经济支出，因此，已日益受到农民的欢迎。在农
忙季节，我国很多地方已经实行了大面积、跨地区联合收获，效果良好。另外，掌握收获后各种农作
物的储藏特性是实现科学储粮的必要条件。针对不同农作物的储藏特性，采取适当的储藏方式进行储
藏，才能保证粮食储藏期间的品质，实现安全储粮。本章将详细介绍我国目前主要农作物的适时收获
的特征、储藏特性及其安全储藏技术，为提高农村科学储粮水平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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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麦、稻谷、玉米、油料、蚕豆、绿豆、豌豆、高粱、谷子、甘薯、马铃薯、花生、小麦粉、大
米、玉米粉等的安全储藏方法及常见害虫、霉变的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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