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米青贮收工作总结与计划 超标玉米处
置工作总结(大全5篇)

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我们的工作又迈入新的阶段，请一起
努力，写一份计划吧。计划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玉米青贮收工作总结与计划 超标玉米处置工作总结
篇一

xx年，市农业局在上级农业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在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认真地开展工作。稳定粮食生产，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优化产业布局，使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

1、农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万亩，总产量
万吨，其中夏粮万吨，秋粮万吨。全市新建日光温室150亩，
标准化设施大棚941亩，新增蔬菜面积万亩，全年蔬菜播种面
积万亩，产量万吨。全市牛、猪、羊、家禽存栏分别为万头
（匹）、万头、万只、万羽，预计全年肉、蛋、奶类总产量
分为、、万吨。

2、畜牧业发展和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结出硕果。全市畜禽
重大动物疫病免疫率、各类家畜挂标率、畜禽免疫建档率均
达100%，全年共免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各类家禽万羽，猪w病、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33万头，o型—亚洲i型口蹄疫牛万头、
羊万只，未发生一起重大动物疫情。全市共建立肉牛改良
点17个，奶牛、生猪、家禽规模化养殖比例分别达到
了80%、38%、95%。全市11个定点屠宰场进场生猪持证率、挂
标率、屠宰检疫率、出场产品持证率、病害动物及产品无害
化处理率做到五个100%。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
生态特色养殖成为新亮点。常兴畜牧场荣获部级奶牛标准化



示范场。

3、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取得新进展。全市新
建立了金土地和绿丰2个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无公害农产品
一体化认证9个基地13个产品，打造了“首阳山”精品名牌果
干，注册了“蔚然”牌猕猴桃、“君健”牌猕猴桃和“亿
慧”牌果干。在全市标准化示范基地全面推行产地准出制度，
对全市大型批发市场和超市全面推行市场准入制度，签订委
托检测协议4份，建立爱家超市和金圪塔基地2个检测点。全
年共抽检样品10096个，合格率。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举办培
训240场次，受训15626人次，完成阳光工程培训1600人，大
大提高了农民的技术水平。

4、西安周至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已具雏形。在竹峪东寨、富
仁碧清园、终南三湾三个无公害蔬菜现代农业示范园的竞相
发展下，西安周至现代农业示范区超前化规划、大气魄谋篇、
强有力拓展，被列为西安市四大现代农业示范区之一。全年
园区流转土地900亩，其中新建标准化设施大棚645亩，日光
温室150亩。净菜加工车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室、信息室
和蔬菜交易市场正在建设之中，连栋温室已经启动，园区生
产道路、灌溉、电力等基础设施等到了进一步完善，“金圪
塔”商标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引领周至蔬菜产业向专业化、
设施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5、农业三大开发进展顺利。扶贫开发脱贫8000人，修桥2座，
水泥硬化道路26公里，栽植杂果1500亩，猕猴桃1200亩，实
施面上移民搬迁86户400人，资助贫困大学生55人，千村千企
帮扶320万元。农业综合开发投入资金1951万元，在5个乡镇
的16个行政村改造中低产田万亩，新打机井113眼，修复配套
旧井20眼，铺设地埋线35公里，埋设管道117公里，新增和改
善灌溉面积万亩，新增和改善除涝面积万亩。据测算，项目
区的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比开发前增加180万公斤，新增农业
产值360万元。项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非项目区相比净
增400元左右，增幅达30%。农业机械化开发效果显著。通过



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项目，全年补贴各类农机具5321台
（件），补贴万元。完成机播作业万亩，小麦机收万亩，玉
米机收亩，玉米秸秆还田万亩，化肥深施万亩。与农机手签
订安全生产责任书1561份，检验合格农业机械1343台，检验
率86%以上。

玉米青贮收工作总结与计划 超标玉米处置工作总结
篇二

一、制种技术员的任务和职责。

1、认真贯彻公司制定的制种技术方案和操作规程，完成公司
的制种任务（内繁基地包括基地落实和隔离区划定）。

2、对制种全过程进行指导，解决制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矛
盾。如为承约方解释制种方案，帮助其制定操作规程细则，
沟通承约方与公司的意见。

3、对制种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把关。包括隔离安
全、播种密度、水肥投入、定苗去杂、抽雄、割除父本、田
间估产、收获晾晒、脱粒加工、包装发运。

4、田间观察和记载。观察记录种子不同生长发育期的特征特
性，为完善和调整制种方案积累原始资料和数据。发现异常
情况及时报告。公司规定：当雄穗还有四个叶片未抽出时，
技术员发现花期不遇并及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不追究技术
员和外繁部责任，低于四个叶片，即到第三、第二甚至到抽
雄开始才发现花期不遇，就要追究技术员、片区负责人和外
繁部的责任。

5、按照iso9001质量保证体系要求，做好质量体系必须的各
项记录。记录要客观真实，全面。iso9000体系的要求就
是“所做的事必须有记录，无记录等于没有做”。



6、严守公司秘密。如制种组合品种，公司的管理办法和制度，
公司的经营规模及效益等。有的公司规定，购买多少包衣剂
都不准向外界透露。

7、忠诚于公司，维护公司形象，不利公司的话不说，有损公
司的事不做。

8、服务于农户和合作伙伴。这些服务包括：技术指导服务、
信息沟通服务，咨询服务等。

二、制种技术员应具备的素质。

1、一定的文化程度和技术素质。目前我们要求具备中专或相
当于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会逐
步提高。

2、适当的年龄。目前年龄普遍偏高，今后招聘技术员要求
在35岁以下。

3、身体健康。

4、有较强的学习意识和钻研精神，通过培训，能够掌握制种
技术，并能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和提高。

5、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有合作精神。

6、适应农村工作,与农民有共同语言，外繁基地技术员还应
具备较高的交际能力和一定的风度。

三、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制种技术员

1、要善于学习。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国家处于经
济转型期，加入世贸、《种子法》的出台，给公司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公司目前处于飞速成长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新挑战，侯总提出要把公司办成像军队、像家庭、像学



校。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新知识，吸收新观念，才能跟上时
代的步伐，跟上公司发展的步伐。学习的内容很多，作为制
种技术员主要应抓好三个方面的学习，即：制种技术，文化
理论，法律知识。学习的途径包括成人考试、函授、农广校
等系统，学习的方法包括：向书本学习，向同行学习，向实
践学习，向社会学习。总之，个人要根据自己的优势或条件，
不间断的学习。不仅作为公司制种技术员，即使作为社会普
通人员也应该不间断的学习。

2、认真领会和贯彻制种操作方案的操作规程，做到贯彻制度
不走样。制种组合花期调节方案和制种操作规程是公司制种
的小宪法，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与承
约方规定，技术指导失误造成的责任由我们负责，不执行技
术方案造成损失由对方负责，足见方案和操作规程责任重大。

3、“三勤”与“动脑”。当好一个制种技术员要做到三勤，
即：腿勤、嘴勤、手勤，还要勤于动脑，善于动脑。腿勤就
是逐块检查，逐户访查，“近地远地一样，大地块与小地块
一样”，对每一户制种田，每一块制种田做到心中有数。嘴
勤首先是该请示的要及时请示，该汇报的要及时汇报，不懂
就问，不要不懂装懂；其次是要宣传操作规程，该说到的必
须说到，发现不合理该纠正的必须纠正，听到不同意见要调
查清楚。手勤就是该记的必须记下来，包括工作日记、管理
档案、质量记录以及当地的气象、气候资料等；发现杂株和
母本散粉株必须去掉，处理的问题必须记下来。动脑就是要
善于思考，一方面要善于观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另一
方面要善于总结经验，寻找规律。另外，外繁基地人员对制
种基地收集到的信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以分析，
写成书面材料向公司汇报。

4、讲究工作方法和工作艺术。要学会与各级领导干部打交道。
我们制种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领导，包括种子管理部门领
导、农场领导、政府领导、乡村领导，每层干部有每层干部
的特点，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特点，我们必须学会“到那



山唱那山的歌”，“劈柴看柴势”，这样才能做好工作。

要学会与农村干部合作。

一、为承约方的经营活动保密；

二、支持村干部工作，帮他们想办法，出主意，解决制种工
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要处理好上下级关系：上级应关心、爱护、支持、帮助下级
工作，下级应尊重上级、服从上级、支持上级工作，替上级
分忧解难，不得顶撞和诽谤上级。

玉米青贮收工作总结与计划 超标玉米处置工作总结
篇三

我爱我的老家，我的家乡原种场是个水果品种丰富的地方。

春天，万物复苏，被积雪压了一个冬天的果树终于直起了腰，
原种大湖里的水也涨了起来，果树们慢慢长出的嫩叶，老奶
奶老爷爷要开始忙活了，他们开始果树修剪枝条，施肥，松
土……爷爷说只有这样秋天的果子才会长得又大又甜。原来
我每次吃的甜甜的桔子橙子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我似乎也
明白了一份耘耘一份收获的道理。

夏天，当我放暑假回到老家时，果树上真的挂满了青青的果
子――桔子和柚子，树叶十分茂盛密，在家门口撑起了一把把
“遮阳伞”，爷爷奶奶经常搬个小登子坐在小伞下看看报纸，
做做针线活，有时连小猫也跑过来在树荫下睡上美美一觉。
清晨，空气非常清新，走出门在果树林中散散步，闻着青草
的味，真是美极了，突然一只山鸡从树丛中腾飞而起，背上
像燃着的“火”，尾巴长长的，像一只神鸟，太阳出来了，
蝴蝶在林间飞来飞去，迎着风在翩翩起舞，林间还有叫不出
名的小鸟在鸣叫，妈妈告诉我说，这些都是才出生的小鸟儿，



肚子饿了，在等着鸟妈妈找虫子回来吃呢。到了傍晚，原种
大湖就成了大人小孩的乐园。小孩子有的拖着汽车胎、有的
买来游泳圈在水边扑腾扑腾学游水，胆大的就划向深水中，
调皮的还中水中打水仗。大人们都不用游泳圈在湖中央开展
比赛，扎猛子，仰着游、像青蛙一样泳，争先恐后向对岸游
去。爸爸也常在其中参加比赛，有时还能游第一名呢。我们
有时在水中一直玩到天快黑了，我们才回家去，原种大湖在
夏天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欢乐呀！

秋天的原种场是收获的原种场，夏天出生的.鸟儿也长大了，
它们在果林间飞来飞去，在向人们报着喜，红红的桔子，黄
澄澄的橙子，肥大的柚子压得树枝深深的低下头。傍晚有时
咋一望去，满山遍野像挂上红灯笼，爷爷奶奶们满意摇着芭
蕉扇在田间走来走去，相互间都在笑谈今年又是一年丰收年
哪。

冬天的原种场是安静的，当北风刮来的时候，原种场的果林
上铺上了雪白的棉被，厚厚的雪把原种场妆扮得银妆闪闪，
爷爷笑着说：瑞雪兆丰年哪，明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呢。外面
冷冷的，屋子里确暖暖的，一家人围着火炉，说着话吃着东
西，好幸福呀！

原种场我的老家，一年四季都很美，有时间欢迎你一定来做
客哟！这里有吃不完的水果，有特制沙罐茶……更有热情好
客的人们。

玉米青贮收工作总结与计划 超标玉米处置工作总结
篇四

的花期管理是保证种子纯度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着玉米杂
交种子的质量和利用价值。制种基地技术员作为制种基地的
管理者和组织者，只有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适宜的工作
方法和合理的技术措施，充分利用基地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狠抓花期管理，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玉米杂交种子。



1 做好花期预测

2 宣传发动

2.1动员

2.2.1去杂、抽雄保质动员会 由技术员牵头，公司出面，村、
组干部和制种户代表参加。根据品种花期、植株长势、杂株
特征等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技术措施，总结以往
制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讨论去杂、抽雄管理方案和工作方
法。同时对制种田进行责任划定，落实到人；出台《抽雄期
间检查人员纪律规范》，保证抽雄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

2.1.2制种户动员会 由驻基地技术人员、村干部、组长组织
社员召开“抽雄动员会议”，宣传“去杂、抽雄保质动员
会”内容，对去杂抽雄方法、技术要点、田间管理和散粉株
的处理办法作出明确的解释，同时根据制种户意见和建议进
行讨论交流。

2.1.3重点户的动员工作 通过了解制种户基本情况，对于抽
雄懒散户、地多户、困难户（老弱病残制种户）、非农业制
种户、外出打工制种户、房院或角落制种户等，通过适当途
径与方法在抽雄前期做好重点户的动员工作。

2.2宣传 利用广播、标语、黑板报、明白纸宣传技术措施和
抽雄方法，营造抽雄保质的严肃氛围,同时利用检查、空闲时
间加强与制种户的交流，解决制种户疑问，进行技术指导。

2.3抽雄期纠纷责任的划定

2.3.1因甲方制种田内母本散粉，割除相邻的乙方污染植株，
乙方损失由甲方负责，x元/株，由村干部出面调节，监督落实。
2.3.2散粉母本株处理标准的划定：每发现一株母本散粉，以
散粉株为中心割除周围5米的污染区。村组干部与社员一视同



仁。

2.3.3技术员割除污染区有套袋和其它方式进行标识：如：在
套袋内写明割除原因、割除数量、纠正措施和技术员签名，
并作好检查记录，及时告知当事人。防止制种户之间因私人
恩怨借割玉米进行报负，影响检查工作的开展。

3 检查管理

在技术员、村组干部分片检查的同时，结合去杂抽雄具体情
况，及时组织村、组干部和社员代表对制种田进行联合检查。

3.1挂牌 要求制种户在每块制种田两侧挂牌，牌中注明组号、
姓名、面积、垄数和方向。第一、便于检查管理；第二、可
以及时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通知制种户，早发现早处理。

3.2去杂

制种田花期去杂按空间分布划分可分为田间去杂、院落去杂
和田边去杂。通过对杂株的正确识别，除集中对大面积制种
田去杂外，还要加强对院内制种、小面积制种的管理。其次，
必须及时去除制种田周围因往年堆放玉米秸杆、种子遗落、
动物掩埋长出的裸生玉米。

3.3抽雄管理要点

3.3.1抽雄方法 采取摸苞带叶（2-3片）抽雄法，做到抽穗不
见穗。与“扒”苞抽雄相比，它有两个优点，其一、可以大
大降低母本散粉机率；其二、可以防止落分枝，节约劳动时
间，减少劳动强度。此外，要将抽出的母本雄穗带出制种田
外掩埋，防止因苞叶内雄穗花粉后熟后散落造成散粉。

3.3.2抽雄步骤 早苗、晚苗地块相结合，山地、平地相结合。
当抽雄进入中后期，为防止母本散粉，可先集中突击大穗，



再逐地块清苞。

玉米青贮收工作总结与计划 超标玉米处置工作总结
篇五

依依站起来又坐下，两腿不断地晃动着，隔一会儿便问坐在
旁边的妈妈道：“到哪里了呀？还有多远才能到老家啊？”
妈妈摸了摸她的头，笑道：“看你急得，睡一觉就到了。”
依依又看向车窗外，往日的时光渐渐浮现。

依依小时候和奶奶一起在乡下生活，田地上各家各户都在辛
勤忙碌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时候，他们靠地为生。
玉米有分为春玉米和秋玉米，一种在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播
种，八月末收获，另一种在七月中旬播种，十月末收获。依
依在玉米播种的时候都会去田地里帮奶奶的忙，奶奶先深翻
土壤，之后每隔一段距离挖一个小窝，依依随着就把玉米种
子放进去，奶奶用锄头把种子轻轻埋上，就这样，他们完成
了几亩地的盛大工程。等到雨水下后，芽就冒出了头，向上
茁壮生长，等到玉米穿上了绿衣，长出了浓密的胡子，就可
以收获了。

就这样想着，依依在旧时光里睡着了。待到她醒来时，已经
抵达了故乡。依依和妈妈朝着乡村走去，正是秋收的时节，
可是依依没有闻到稻谷的清香和秸秆的干味儿，奶奶在村头
接应着，依依的疑问一下被打消了，慌忙着朝奶奶跑去。

旧时光一切都很踏实，慢慢地把你的心浸润得温暖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