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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谚谚语大全24节气

 

1.清明有霜梅雨少。

2.谷锄马耳豆锄瓣，苗未出土就锄棉。

3.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

4.麦根扎黄泉，深耕能增产。

5.小暑起西北，鲤鱼飞上屋。

6.犁地没隔墙，麦根扎得广。

7.白露田间和稀泥，红薯一天长一皮。

8.惊蜇刮北风，从头另过冬。

9.秋分日晴，万物不生。

10.芒种火烧天，夏至水满田。

11.谷雨寸不休，桑叶好饲牛；谷雨天气晴，养蚕娘子要上绳。

12.重阳无雨看十三，十三无雨半冬予。

13.玉米成熟没有过，完全熟透粮食多。

14.春分阴雨天，春季雨不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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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立夏到夏至，热必有暴雨。

16.耕得深，耙得匀，地里长出金和银。

17.夏至下雨十八河。

18.谷子老了吃米，高粱老了吃糠。

19.立春节日露，秋来水满路。立春落雨到清明，一日落雨一日晴。

20.
正月动雷雷转雪，二月动雷雨勿歇，三月动雷四开裂，四月动雷秧打结
。

21.用上拖拉机，耕得深又细。

22.三伏有雨秋苗壮，三九有雪麦苗强。

23.光耕不耙，枉费犁铧。

24.处暑若还天不雨，纵然结实也难收。

25.处暑落了雨、秋季雨水多。

26.割谷要稳，收麦要紧。多打几遍场，多收一些粮。

27.麦种毒谷拌，不怕害虫犯。

28.处暑若逢天下雨，纵然结实也难留。

29.麦怕清明连夜雨，稻怕寒露一朝霜。

30.过伏不种秋，种秋也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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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立冬若遇西北风，定主来年五谷丰。

32.谷雨前后栽地瓜，最好不要过立夏。

33.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回。

34.过了重阳节，一怕霜来二怕雪。

35.冬至前头七朝霜，有米无砻糖。

36.要想小麦苗子好，整地细碎少不了。

37.谷怕连夜雨，麦怕晌午风。

38.立冬之日起大雾，冬水田里点萝卜。

39.头白露割谷，过白露打枣。

40.
立夏晴，蓑衣满田塍，立夏落蓑衣挂檐下。立夏东南风，四十五天张鱼
网。

41.别说白露种麦早，要是河套就正好。

42.雨水节气南风紧，则回春旱；南风不打紧，会反春。

43.贪耕不耙，枉把力下。

44.今年麦子耩得早，来年麦子收得好。

45.朝立秋，凉飕飕；暮立秋，热到冬。

46.寒潮过后天转晴，一朝西风有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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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门里吃米，门外吃面。

48.六月秋，提前冷；七月秋，推迟冷。

49.贪耕不耙，满地坷垃。

50.小雪雪满天，来岁必丰年。

51.冬前霜多来年旱，冬后霜多晚禾直。

52.夏至大烂，梅雨当饭。

53.小暑一滴雨，遍地是黄金。

54.种麦种到老，还是早种麦子好。

55.麦怕三月寒，棉怕八月连阴天。

56.秋分天晴必久旱。

57.寒露蚕豆霜降麦，种了小麦种大麦。

58.寒露一到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

59.初伏有雨，伏伏有雨。

60.麦收十年早，谷收十年晚。

61.深耕不细耙，苗子难出齐。

62.小满不满，麦有一险。

63.处暑雷唱歌，阴雨天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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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麦种拌农药，不怕虫子咬。

65.大雪河封住，冬至不行船。

66.未到惊蛰雷先鸣，必有四十五天阴。

67.清明雨星星，一棵高粱打一升。

68.小暑种芝麻，头顶一盆花。

69.芒种火烧天，夏至雨涟涟。

70.谷雨是旺汛，一刻值千金。

71.冬至天晴明，来年歌太平。

72.白露播得早，就怕虫子咬。

73.高粱要欠火，谷子要熟透。

74.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75.麦子收在犁上，谷子收在锄上。

76.大寒不冻，冷到芒种。

77.秋分有雨来年丰。

78.谷雨麦挑旗，立夏麦头齐。

79.小寒节日雾，来年五谷富。

80.麦怕清明霜，谷要秋来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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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谷子上场，核桃满瓤。

82.立夏小满青蛙叫，雨水也将到。

83.四月芒种麦割完，五月芒种麦开镰。

84.年逢双春雨水多，年逢无春好种田。

85.年前立春过年暖，过年立春二月寒。

86.雨淋春牛头，七七四十九天愁。

87.寒露过三朝，过水要寻桥。

88.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89.春雾风，夏雾晴，秋雾阴，冬雾雪。

90.白露见湿泥，一天长一皮。

91.麦子不怕草，就怕坷垃咬。

92.三九不冷夏不收，三伏不热秋不收。

93.种麦不要怕，全靠一盘耙。

94.春分雨不歇，清明前后有好天。

95.小暑不见日头，大暑晒开石头。

96.小暑起燥风，日夜好天空。

97.白露秋分头，棉花才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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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白露晴三日，等糠变白米。

99.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100.小寒暖，立春雪。

101.夏至落大雨，八月涨大水。

102.大寒不寒，春分不暖。

103.六月六秋，早收晚丢。

104.雨水前后，植树插柳。

105.生割谷，饿得老婆孩子哭。

106.小雪下麦麦芒种，大雪下麦勿中用。

107.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

108.秋分天气白云来，处处好歌好稻栽。

109.霜降不起葱，越长心越空。

110.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

111.太阳照门里吃新米，太阳照门外吃新麦。

112.谷子未熟透，小米粒子瘦。

113.麦种温水泡，不长黑包包。

114.冬季雪满天，来岁是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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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犁要深细，耙要透平。

116.雨水有雨庄稼好，大春小春一片宝。

117.秋分只怕雷电闪，多来米价贵如何。

118.枣红肚，磨镰割谷。

119.立冬北风冰雪多，立冬南风无雨雪。

120.小满大满江河满。

121.正月十五雪打灯，一个谷穗打半斤。

122.一候鸿雁来；二候元鸟归；三候群鸟养羞。

123.立冬那天冷，一年冷气多。

124.中秋前后是白露，棉花开始大批收。

125.小满满，芒种灌。小满晴，麦穗响铃铃。

126.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

127.春分早报西南风，台风虫害有一宗。

128.霜降露凝霜，树叶飘地层，蛰虫归屋去，准备过一冬。

129.白露谷，寒露豆，花生收在秋分后。

130.白天下雨晚上晴，连续三天不会停。

131.一场秋雨一场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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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雨水有雨，一年多水。

133.坷垃耙不破，麦子受折磨。

134.冬至多风，寒冷年丰。

135.穷豆秸，富谷穰，再打几遍还有粮。

136.小暑凉飕飕，大暑热熬熬。

137.冷惊蜇，暖春分。

138.小寒不寒，清明泥潭。

139.小寒大寒寒得透，来年春天天暖和。

140.麦耙紧，豆耙松，秫秫耙得不透风。

141.夏至有雨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

142.冬至雨，除夕晴；冬至晴，除夕地泥泞。

143.始进中喷花，留种莫拖拉。

144.清明南风，夏水较多；清明北风，夏水较少。

145.谷子上囤，核桃挨棍。

146.节气不等人，春日胜黄金。

147.小暑热，果豆结，小暑不热，五谷不结。

148.玉米苍皮还未熟，晚刨几天有好处。

                              9 / 11



https://duanjuziku.com/
 

149.芒种火烧天，夏至雨淋头。

150.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151.霜降无霜，主来岁饥荒。

152.立春之日雨淋淋，阴阴湿湿到清明。

153.白露种葱，寒露种蒜。萝卜白菜葱，多用大粪攻。

154.南风送大寒，正月赶狗不出门。

155.深耕再耙透，麦子收得厚。

156.夏至十日麦秆青，小署不割麦自亡。

157.深耕不耙深，苗子难扎根。

158.寒露十月已秋深，田里种麦要当心。

159.立月六秋秋后种，七月立秋秋前种。

160.雷打冬，十个牛栏九个空。

161.土块不打光，麦子土里伤。

162.立秋节日雾，长河做大路。

163.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

164.白露割谷子，霜降摘柿子。

165.耕得深，耙得烂，一碗汗水一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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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端午夏至连，高山好咱田。

167.立夏不下，小满不满，芒种不管。

168.立冬晴，柴米堆得满地剩；立冬落，柴米贵似灵丹药。

169.大背小背耪一锄，划破地皮有好处。

170.小满无雨，芒种无水。

171.大寒不寒，人马不安。

本文链接：https://duanjuziku.com/duanjuzi/7wvbr0bjn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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