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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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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肉牛产业发展成高质量的畜牧业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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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肉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到榆林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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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飞虱呈加重发生态势
各地要加强防控

根据全国农作物病虫害

监测网监测，受季风气候影

响，7月中下旬以来，境外虫源

迁入量增加，稻飞虱在西南、

华南及江南稻区虫量显著高

于上年。专家分析预测，8—9
月气候有利于稻飞虱等病虫
害的繁殖和迁飞扩散，对长江
中下游及其以南稻区中晚稻
生产构成较大成灾风险。

近日，农业农村部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切实加强防控，

严防病虫暴发成灾，努力实现

“虫口夺粮”保丰收。一是落
实属地防控责任。依法依规

落实病虫害防控责任，坚持政

府主导、属地负责原则，加强

对水稻“两迁”害虫等防治工

作的组织领导，压实防控责

任，多渠道增加投入，立足防

灾减损夺丰收，优化完善防控

方案预案，充分调动人力物

力，落实防控工作措施，最大

限度降低病虫害损失，努力夺

取秋粮丰收。二是切实加强
监测预警。根据中晚稻重大

病虫害发生新情况新特点，加

密监测调查，及时预测发布病

虫发生发展动态，通过媒体广

泛宣传虫情信息，指导农民适

时防控。三是及时组织防控
行动。要抢抓时间，统筹用好

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及时组

织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和应

急防治，充分利用大中型机

械、无人机开展作业，提高病

虫害防治处置率。四是强化
防控督促指导。对防控任务

重、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地区，

要派出工作组到一线督促指

导防控措施落实。对植保体

系和技术薄弱地区，要组派专

家组深入一线，指导农民科学

安全用药，注重生物防治、化

学防治有机结合，实现农药减

量控害，提高防治效果、效率

和效益。

8—9月，农业农村部将

适时派出调研指导组，赴重

点地区督促指导防控工作。

（据农业农村部官网）

眼下，正是烤烟收获的季

节。在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

“黄金叶”现代烤烟综合示范基

地，烟农纷纷抢抓时节，采摘烟

叶，装车后运送到车间编烟，再

进行烘烤，忙得热火朝天。

“今年烤烟大丰收啦！我今

年流转土地3000多亩，全部种

植烤烟，按最近烟叶成熟情况来

看，今年亩产能达到400斤，每

亩地产值超过5000元。”旬邑县

大财富烤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李林柯说，明年将继续吸纳

社员，并全面机械化栽植烤烟。

旬邑县具有较长的烤烟种

植历史。近年来，当地政府通

过土地治理，推广新品种和机

械化地膜栽培等技术，不断提

高科学管理水平，烤烟的质量

和产量得到较大提升，烟农的

种植积极性也随之提高。

马栏镇“黄金叶”现代烤烟综

合示范基地弥补了移民搬迁社区

工厂短板，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带动周边搬迁群众2000人（次）

务工，人均年增收6000元。

旬邑县烟草局（分公司）马

栏镇职田烟站负责人苟海锋介绍，政府投资

2100万元，在金盆社区建成集烤烟生产加

工、农趣体验、烤烟文化集中展示功能为一体

的现代烤烟综合场地，修筑现代化烟楼50

座，建成3000平方米育苗大棚和5000亩现

代化高标准烟田，可实现年产值2000万元。

培育发展“金叶子”，淬炼振兴“金钥

匙”。旬邑县始终大力抓好烟叶规模化种

植，对烤烟产业给予充分的技术服务支持

和产业政策扶持，力促烤烟产业增产提质，

带动农民群众致富

增收，让他们致富奔

小康的梦想成为现

实，带动农业发展、

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榆林讯（全媒体记者

胡润田 通讯员 陈书礼）8月9

日至12日，陕西省肉牛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专家、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教授胡建宏在榆林市调研

时指出，养殖企业要不断引进优

秀畜牧业人才，学习先进的企业

文化和技术，进行现代化、标准

化和科学化管理，把肉牛产业发

展成高质量、高水平的畜牧业全

产业链。

胡建宏同榆林市畜牧兽医

中心以及榆阳区、神木市有关部

门负责人、陕西省肉牛产业技术

体系岗位专家董建平、董少锋，

永寿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师军锋一行，先后到榆阳

区、神木市肉牛养殖企业、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体系肉牛规模

化育肥示范基地——神木市恒

景农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调研，实地考察肉牛养殖场

地、圈舍以及饲草饲料喂养等情

况，与企业负责人、技术管理人

员座谈交流，就技术和管理问题

进行了服务指导。

近年来，榆林市以肉羊为

主、肉牛奶牛同步发展的草食畜

牧业正在快速崛起，饲草保障体

系建设逐步完善，肉牛转型升级

步伐加快，肉牛养殖富农增收效

益显著，特色肉牛产业同步崛

起，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该市肉牛养殖以西门塔尔

牛、安格斯、秦川牛以及其杂交

牛为发展重点。2021年，全市

肉牛规模养殖场172个，饲养量

为23万头，其中存栏16.3万头、

出栏6.6万头，现有肉牛育种场

1个。

肉牛产业向陕北转移是今

后陕西省畜牧业发展的一项重

要战略部署，榆林市将成为陕西

省现代畜牧业的主战场。该市

以此为契机，将以保障肉蛋奶供

给、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大力

发展草食畜牧业，推动全市畜牧

业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率先实

现现代化。

胡建宏在技术指导中说，企

业要培养技术管理人才，留好人

用好人，肉牛高效养殖的关键环

节包括牛场环境建设、饲草与饲

料开发、品种利用、杂交繁育、饲

养与管理、疾病防治等，每一个

环节都需要严格把关。饲养管

理要注意牛场选址、气候和环

境。饲草对牛的生长状况起到

关键作用，要逐渐改变饲喂方

式，改进成TMR饲喂模式。牛

场可采用沙土作为牛的垫床，为

牛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用收集

雨水的方式储存水资源，用于牛

舍饲槽的清洗，也可以对周边农

田进行灌溉，循环利用资源。

胡建宏介绍说，改良肉牛的

关键是品种的选择，种公牛的选

择尤为重要，因此可以成立人工

授精服务团队。生产优质牛肉

可以采用一些蛋白

含量高的饲草，同时

可以补充一些微量

元素，例如有机硒，

生产富硒牛肉。还

可以尝试中医牧业，

用中草药作为添加

剂饲养肉牛，既可以替代抗生

素，又能生产功能性牛肉。肉牛

产业从品种到饲养管理，再到餐

桌上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层层追

踪，严格把关。

胡建宏说，要用高质量的现

代化养殖模式进行肉牛养殖，企

业充分考虑肉牛养殖的各个环

节，建成从品种、饲草、繁育、管

理以及销售的全产业链企业，不

断完善企业发展，拓宽产业模

式，做大做强我国肉牛产业。

全
媒
体
记
者

郭
媛
媛

冯
玉
龙

薛吉全：探索推进玉米种质协同创新育种新模式
全媒体记者 胡润田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这十年这十年这十年这十年

“以种质联合改良为切

入点，推进玉米育种协同创

新，创建了陕A群、陕B群种

质协同创新的育种模式。”日

前，陕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教授薛吉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我们需要将技术传

承下去，这也印证了这么多

年坚持的正确性。”

正是薛吉全在科研中的

不懈努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通过育种基础理论研究，确立

“大规模、多地点和持续性”的

育种思路，形成了“优异种质

材料 + 高效选择方法 + 新组

合多环境测试”的高效玉米育

种技术体系，构建陕A群、陕

B群两个杂种优势群体。

构建模式
探索种质改良新途径

对于玉米种业自主创新，

薛吉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要提升我国玉米育种

创新能力，既要发挥现有公益

性科研院所的育种研发潜力，

也要培植种子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其中的关键是公益性

研发与商业化育种有机结合，

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玉米种

业的自主创新体系。

“玉米育种，难在选

系，重在测配，关键在种

质。”薛吉全说，“现代玉

米种业创新的关键在于

拥有优异种质资源的数

量与质量。抓住了玉米种

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抓住

了玉米育种纲。我们需要借

鉴发达国家的种质改良计

划，实施我们的玉米种质改

良扩增计划，增强育种的核

心竞争能力。”

创新方式
提升玉米育种水平

强化了顶层设计的育种

组织创新，让薛吉全实现了

基础材料创制从盲目选材到

设计选材的转型，杂交组合

测配从盲目测配向设计测配

的转型，达到育种试验规模

化、布局区域化、数据信息化

和种质改良持续化，建立了

良好的种质材料管理系统和

联合协同创新体系。

“基于遗传分析、配合力

和抗逆性评价，陕A群、陕B

群两个杂种优势群培育的

KA、KB系列玉米自交系具有

遗传基础丰富、农艺性状优

良、抗逆性强（耐密、抗旱、耐

低氮、抗病）、配合力高的特

点。”薛吉全说，培育的陕单

620、陕单 630、陕单 636、陕

单650、陕单660和陕单680

等陕单系列玉米品种，相继

已通过国家和陕西省品种审

定，在玉米种质、育种技术与

品种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初

步成效。

创新的组织，让协调公

益性研究和商业化育种实现

了优势互补。对于种质创新

的技术路径，薛吉全总结了

三个方面。首先是正确的理

论支撑；其次是清晰的技术

路线；三是创新的种质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