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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生态、绿色健康
养殖生产供应基地

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

新能源农机装备核心技术
首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获批立项

本报洛阳讯（通讯员 胡淑静 全媒

体记者 胡润田）近日，国家科学技术

部农村中心下达了2022年度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工厂化农业关键技术与

智能农机装备”重点专项申报结果，经

过多轮激烈竞争，中国一拖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一拖朌份”）牵头承担

的“农机新型动力系统与

智能控制单元技术研发及

示范”项目顺利通过答辩，

获批立项。

“农机新型动力系统

与智能控制单元技术研发

及示范”项目由一拖股份

牵头，联合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

备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科

技大学、国家农机装备创

新中心等十家单位共同实施。

项目融合了行业内优势高校、科

研院所及龙头企业各方面研究基础和

技术优势，针对农机传统动力系统排

放高、智能化水平低等问题，围绕绿色

化、高效化、智能化的发展要求，研究

柴电混合动力、纯电动、氢能动力、甲

烷动力等在自走式农机装备中应用的

关键技术，创制新型高效动力系统和

智能控制单元，并集成典型农机装备

应用验证。

该项目是我国全方位聚焦新能源

农机装备核心技术的首个国家级重点

项目，对于探索农机装备未来技术发

展及产业前沿具有重要价值。

至此，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在

“十四五”期间牵头承担了范围覆盖大

马力智能拖拉机、丘陵山地装备、大型

液压机具、新能源动力、无人自主作业

装备等方面的多个国家级攻关项目，

对于发挥央企担当，服务国家所需，持

续打造我国农机装备领域原创技术策

源地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今年以来，陕

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坚持用科学发展理念统领现代

养殖发展，聚焦“稳产保供、疫病防控、质量安全”三

大任务，探索形成“三个三”养殖产业推进思路，充

分发挥养殖产业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中群众增收的重要作用，积极打造生态、

绿色健康养殖产品品牌，把柞水县建成优质的养殖

产品生产、供应基地。

该县按照“稳生猪、扩家禽、优牛羊、抓特色”的

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养殖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

要作用，积极提升养殖业特色亮点，发挥地区资源

优势，提升产业实力及竞争力，北线区域重点发展

肉牛肉羊产业，南线区域以生猪发展为主，乾佑河

区域以特色养殖发展为主，全县构建以生猪养殖为

主、草食牧业适度、其他养殖特色鲜明的新型畜牧

业，积极打造生态、绿色健康畜产品品牌，把柞水县

建成优质的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博 览科技

为食用菌设施化多品种
栽培贡献科技力量

香菇作为我国第一大宗食用菌，

因市场前景广阔、种植效益稳定，是很

多食用菌种植户眼里的“致富菇”，也

是不少乡村脱贫致富的首选产业。近

年来，为了让香菇产业行稳致远，上海

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不断选育

新品种、推出新技术，以更好地适应不

同生态条件及设施化栽培生产模式，

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近日，上海市食用菌产业技术

体系设施品种创制与应用专业组

成员及相关领域专家来到上海永

大菌业有限公司的食用菌生产基

地，对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

选 育 的 新 品 种 申 香 1845、申 香

1828进行现场观摩。

“申香1845与申香1828都是杂
交品种，这两个品种的亲本申香215
和沪香F2都是非常优秀的香菇品种，
申香215有菇型大、朵形圆整、菌肉厚
等特征，但存在菌龄较长的缺点，而

沪香 F2 作为工厂化栽培的专有品

种，具有菌龄较短、产量高、出菇整

齐和便于管理的优点，但与申香

215 相比菇型较小、抗高温能力不

强。有了亲本的优秀基因打基础，

新品种表现出更多优势。”上海市

农科院食用菌所副所长宋春艳告

诉记者，专家团队以菌龄短、抗性

强、品质优、菇蕾大小适中、适宜设

施化栽培等特征作为育种目标，花

费多年时间，最终在近千份“二代”

品种中层层筛选出了这两个“佼佼

者”。“这两个新品种的菌龄分别为
90 天与 100 天，比申香 215 的 110
天缩短了 10-20 天。”此外，申香
1845还具有出菇稀密适中的特点，
每棒单次出菇量在 15 至 20 个，无
需疏蕾，能减少人力成本。

经测产，申香1845与申香1828

单棒（1.9公斤）三潮产量均超过650

克，产量较高。“这两个新品种在我们

工厂化栽培的环境下生产表现都很

好。感谢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

所长期以来对我们企业提供的科技

支撑。源源不断的好品种让我们充

满底气。”上海永大菌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国标介绍，通过与市农科院多

年合作，企业在金针菇工厂化栽培技

术及品种选育、香菇新品种栽培技术

及研发、稻秸秆栽培姬菇技术研发及

灰树花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均取得了

不少成果。“要进一步发挥食用菌研

究所的科技优势，加强与企业的合

作，助力食用菌产业融合发展。”上海

食用菌产业体系首席张劲松对新品

种选育成果提出更高期许，他希望团

队能继续做好新品种的试验推广与

品种特征的梳理总结，发挥好新品种

的优势。

（据《东方城乡报》）

上海市农科院“申香”系列香菇又添新品种

以茶致富 因茶兴业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

本报安康讯（通讯员 胡铃铃 全媒体记者 王革委）

近日，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长安镇茶叶种植园区

内，漫山遍野的茶树整齐排列，正在劳作的群众穿

梭其间，有序开展锄草、施肥等冬管措施，静待来年

新绿满茶园。

因茶兴业，因茶致富。茶产业是平利县长安镇

的主导产业，大力促进茶产业发展也是该镇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为实现“质量立茶、品牌兴茶、

文旅活茶”，走出一条长安茶业路，近年来，长安镇

党委、政府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按照茶

产业标准化发展的思路，创新成立富硒茶产业标准

化领导小组，形成“标准化行业领导小组+专业合

作社+致富带头人+农户”的模式，将高标准延伸到

生产一线，坚持十年如一日做好茶文章，让茶农在

生产精益求精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合

作优势、服务优势、富民优势，助推当地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

小红薯拓宽乡村致富路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

本报邵阳讯(通讯员 胡富元 廖国志)“我们这种

植的红薯，亩产达四千多公斤，经过简单地加工，产

值逾1.5万元。”11月20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七

江镇棉花园村留守妇女何菊花与家人在挖红薯时

说，“磨成红薯粉后，再加工成粉丝投放市场，使价

格低廉的普通红薯增值了。”

据了解，去年，他们家仅销售红薯粉丝一项就

有4.5万元的收入。何菊花说100斤鲜红薯只能卖

25元，但磨成薯粉再加工成粉丝就升值到260多

元。按一亩红薯地产鲜红薯4000公斤计算，可加

工出干粉丝500余公斤，每公斤粉丝按市场价30

元计算，产值达15000余元。她家在高岸田种植红

薯5亩多地，所产红薯全部加工成粉丝后，除去成

本、开支，纯收入达7.5万元。

今年，该镇农民种植能够磨粉的红薯3000余

亩，所产红薯都加工成粉丝，投放市场销售，红薯已

成为该镇农民创收的产业。“红薯粉坨每公斤20

元，红薯粉丝至少要卖30元，连红薯渣也不浪费，

只要简单加工就成了喂猪、养鱼的上等饲料。”当地

农民说。

1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方案》，从协调联动、人群摸底、优化

预防接种服务等方面部署加快推进老

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面对复杂的疫情形势，接种疫苗

仍是主动免疫的有效措施。新冠病毒

疫苗的保护作用，能够有效降低老年

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生重症、危重症

和死亡的风险。

方案提出总体要求，要坚持“应接

尽接”原则；坚持政府牵头，部门联动，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坚持精准摸底，精

细管理；坚持优化服务，提供便利；坚持

多措并举，强化动员；坚持加强监督，推

动落实。加快提升80岁以上人群接种
率，继续提高60-79岁人群接种率。

针对群众关心的加强免疫疫苗选择

和时间间隔，方案明确，所有已获批开展

加强免疫接种的疫苗及组合均可用于第

一剂次加强免疫。第一剂次加强免疫与
全程接种时间间隔调整为3个月以上。

在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方面，方案要

求在接种过程中，除严格按照“三查七对

一验证”和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的要求操

作外，要认真、细致对老年人做好解释，

耐心回答老年人的询问，关注老年人的

身体状况，提升预防接种服务的温度。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认真贯彻方案要

求，指导各地周密组织部署，优化接种

服务，做好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和

老年人的接种工作。呼吁老年朋友

们，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积极主

动接种疫苗，为个人健康护航。

（据新华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方案

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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