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正值春季农业生产的关

键时期，是种子、化肥、农药等生

产资料购买使用的高峰期。农业

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

七部门3月16日联合部署2023

年春季农资打假专项行动和全年

工作，为春耕生产和全年粮食丰

收保驾护航。

这是记者从 16 日召开的

2023年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

行动视频会议了解到的消息。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在

会上表示，去年我国粮食生产克

服重重困难再夺丰收，农资质量

稳定是重要因素。其中，种子、农

药、兽药、饲料抽检合格率达到了

97%以上。

马有祥表示，要充分认识农

资打假责任之重。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建设农

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中央部署实

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种子、肥料、农药等农资的质

量必须有保障。抓好农资打假工

作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严查，不

断健全问题发现机制，加大违法

惩处力度。

据了解，有关部门将抓紧开

展春耕农资质量隐患排查。当前

要聚焦种子、肥料、农药等3类春

耕热销农资，盯紧城乡接合部、农

资经营集散地等重点区域，对所

有农资生产企业和经营门店开展

拉网式排查。组织监管执法人员

进村入户，从农民群众购买的农

资中找线索，倒查打击非法制售

行为。

有关部门将加强农资监督抽

查和执法办案，强化抽检、深挖严

打、警示曝光，对发现的假劣农资

要一查到底；同时，创新机制推进

网络农资打假，持续加强农民识

假辨假宣传教育。各地农业综合

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技推广

等机构队伍将切实采取措施，共

同做好法律法规和识假辨假知识

宣传工作，提醒农民注意防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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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

【各地动态】

解锁四川纳溪乡村振兴“密码”

部署2023年全国
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

设施农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新疆博湖县坚

持走生态优先、绿色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引导农户

大力发展以大棚种植为主的

特色高效农业，持续推进蔬

菜产业绿色化、品牌化、特色

化发展。现代化的设施农业

生产经营模式和先进技术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推动

农业发展提质增效。图为农

民在博湖县本布图镇的一处

温室大棚移栽辣椒苗（3 月

20日摄）。 丁磊 摄

北纬28°特早茶

部署强化畜间布病防控工作
农业农村部：

春光曼妙，十里茶香。北纬

28°，有一个全球最早开采春茶

的地方，此时满山沁着茶香——

这正是“中国特早茶之乡”四川省

泸州市纳溪区。

3月16—17日，拥有千万粉

丝的“纳溪特早茶推广大使”@川

香秋月带领来自微博文化历史、

旅行摄影、科普、美食等领域的资

深大V以及中央、省市多家媒体

一行20余人组成的探访团走进

纳溪，开展纳溪特早茶原产地计

划探访活动。

“纳溪特早茶”品质优
成为茶农增收“稳定器”

探访团走进纳溪区护国镇梅

岭村万亩亿元茶园示范基地，放

眼望去，连绵起伏的茶山吐露新

芽，到处都是采茶工忙碌的身影。

“把最新鲜的‘两叶一心’就

这样采下来了。”茶农李大娘灵巧

的双手在茶树枝头上下翻飞，手

指一捏、一掐、一放，一粒粒清香

鲜嫩的芽尖便落入篮中，李大娘

说由于最近都是暖阳天，茶叶长

势好，一个晚上就能窜出一茬茬

新芽，“我自己的几亩茶山摘完

后，又到茶厂帮忙采摘，一天能摘

五六斤，差不多能挣两百元。”

从1月开始，纳溪区30余万

亩特早茶就陆续进入采摘期。

广大茶农忙碌在茶园，抢摘春茶

出售；一家家茶叶加工厂的制茶

机器高效运转，赶制新茶上市

……“全村有 5万多亩茶园，村

里2488户11326人，人人种茶，

都靠茶叶增收致富了。”纳溪区

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赵瑜介

绍说，“截至目前，纳溪已经采摘

了2万吨鲜叶，每斤收购价格高

达150元，不仅价格走俏，还供

不应求。”

茶产业
解锁振兴乡村的“密码”

1月19日，纳溪特早茶新茶

赴北京推介；2月11日，四川第十

届茶叶开采活动周在纳溪启动；

近年来，纳溪常态化开展电商人

才培训，引导如“川香秋月”这类

网络“大V”与电商平台、农特产

品种养殖大户、农业专合社等共

建共推共销，扩大纳溪特早茶的

知名度……在质量提升和品牌建

设的加持下，如今的纳溪特早茶

“名声在外”。

纳溪区按照“全省千亿茶产

业”战略部署，坚持以茶兴农、强

农、惠农，按照“龙头企业+专合

社+基地+农户”发展模式，积极

引进上规模、有实力、前景好的龙

头企业数十家，带动10万茶农增

收致富。

除了依靠茶叶的收入，“卖风

景”“卖茶文化”也成为纳溪区茶

产业链上的一大收益。每年春天

伊始，纳溪梅岭茶山主题公园便

游人如织。

茶叶，不仅是纳溪区一张

闪亮的名片，更是振兴乡村的

“密码”。 （曹世兰）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本报阿坝讯（邓书江）近年

来，四川省阿坝州充分利用本地

高原高海拔气候特点和云南省

元谋县、成都市郫都区冬春季热

量条件，大力开展青稞“候鸟式”

育种，按下了青稞育种的快进

键，更高、更快地加速青稞育种

材料定向培育、纯合稳定和科研

成果应用推广，科技赋能打造新

时代更高水平的阿坝粮仓。

目前，阿坝州农业科研所

在的云南省元谋育种基地

2022-2023 年度青稞冬繁工

作已完成1400份、15000余行

种质资源的加代选育、100个

组合选配和杂交以及重要基础

材料农艺性状调查记载和鉴定

评价。繁殖糯青稞17423、紫

糯青稞10450、阿青6号等青

稞良种3.8亩，收获种子580公

斤，将有效满足阿坝州内阿坝、

松潘、壤塘、若尔盖等青稞主产

县示范展示点的生产用种。其

中2个优异新品系即将“毕业”

进入新品种登记环节，4个特

异新品系进入州内多点区域生

产试验。

当前，云南省元谋县青稞

冬繁基地收种工作进展顺利，

所有材料已经进入田间收获阶

段。下一阶段，阿坝州农科所

青稞研究室（国家大麦青稞产

业技术体系-阿坝综合试验

站）将继续做好青稞冬繁加代

材料的鉴定工作，结合早熟、丰

产性、品质和目标需求等方面

进行鉴定筛选，确保圆满完成

本年度青稞冬繁工作。

日前，农业农村部畜牧兽

医局印发通知，公布2023年度

畜间布鲁氏菌病免疫县和免疫

奶牛场名单，部署进一步强化

畜间布病防控工作。

据统计，全国共有19个省

份1266个县和2543个奶牛场

实施畜间布病免疫。通知要

求，各地要根据名单进一步针

对性强化布病免疫、监测、调

运、检疫监管等措施。对非免

疫县和非免疫奶牛场，要严格

开展监测净化，发现布病阳性

动物要按照规定进行扑杀和无

害化处理；在确保生物安全的

前提下，积极稳妥开展阳性动

物集中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试点。对免疫县和免疫奶牛

场，要指导养殖场户、动物防疫

检疫人员和其他相关从业人

员，科学规范开展疫苗接种、挤

奶接羔、清洗消毒和监测检疫，

做好生物安全防护。

通知强调，各地要按照农

业农村部公告第2号要求，除

布病无疫区、无疫小区、净化

场，以及用于屠宰和种用乳用

外，跨省调运活畜时，禁止布病

易感动物从高风险区向低风险

区调运。 （据《农民日报》）

开展高原青稞“候鸟”式育种
四川阿坝：

农技培训在田间
科技助力春耕春管

本报商洛讯（农业科技报

记者 周廷 通讯员 董旦旦）日

前，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第三

十一届“科技之春”樱桃科管培

训走进三岔河镇。商州区科协

和商州区林特产业发展中心相

关负责人邀请陕西省现代樱桃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樱桃

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主席、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蔡宇良现场

为当地樱桃产业健康发展把脉

问诊、答疑解惑，受到了当地镇

村干部和种植户的一致赞誉。

培训会上，相关负责人分别

就樱桃产业规模、种植户存在的

问题以及春季科管推进等情况

作了简要介绍；蔡宇良结合当地

的光照、温差以及土壤等因素，

从樱桃优良品种和砧木选择、矮

化密植栽培建园、樱桃果园配方

施肥、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

方面进行了室内理论和室外实

用技术培训。

培训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的方式，深入田间地头，列举了

大量鲜活事例，并现场一一解

答了大家在樱桃树管理方面的

技术难题。

“目前，商州区已组织开展

了核桃、樱桃、食用菌、中药材、

中华蜂等实用技术培训。后

期，将继续开展各类种植养殖

培训，并充分发挥科普大篷车

作用，向公众宣传科技知识，助

力群众增产增收，为全区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赋能科技力量。”

商州区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主

任陈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