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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

部署小麦穗期重大病虫害
防控和“一喷三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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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状况一般到偏差

特色种植富乡村
4 月 14 日，山东省泰安

市岱岳区范镇郑寨子村农

业合作社社员在水果大棚

内为无花果修枝。

近年来，郑寨子村通过

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发

展无花果、草莓、有机蔬菜

等特色农作物种植，并采取

全体村民土地入股、保底收

入加收益分红的运营方式，

实现集体年均增收 50 余万

元 ，村 民 人 均 增 收 3.6 万

元。目前，岱岳区已成立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405 个，

带动村民创富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朱峥 摄

全国半数以上省份
化肥下摆到位率超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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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

灌浆生长阶段，既是产量形成的

重要时节，也是小麦赤霉病等重

大病虫害防控关键时期。4月

13日，农业农村部在安徽省阜

阳市召开全国小麦穗期重大病

虫害防控现场会，交流前期小麦

病虫害防控及“一喷三防”补贴

政策和技术措施落实情况，分析

研判穗期重大病虫害发生形势，

进一步动员部署穗期病虫害防

控和“一喷三防”工作。

会议指出，各地按照农业农

村部“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

案要求，加大资金筹措和监测防

控工作力度，前期小麦条锈病、

纹枯病、茎基腐病等防控效果取

得阶段性成效。小麦穗期是病

虫害防控关键时期，防控任务占

全生育期70%以上，今年穗期

病虫害成灾风险不可忽视，防控

任务异常艰巨。各地要抓住关

键时期，落实关键措施。赤霉病

坚持常发区主动出击、偶发区预

防为主，见花打药，条锈病做到

“发现一点、防治一片”，蚜虫坚

持达标防治，确保重大病虫害危

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赤霉

病病粒率控制在2%以内。特事

特办、急事急办抓好“一喷三防”

补助政策和技术措施落实，确保

农时到、作业也到，喷防作业全

覆盖。

会议强调，各地要充分认识

抓好穗期病虫害防控和“一喷三

防”对提单产、促丰收、保质量的

作用和意义，立足“防大病、治大

虫、抗大灾”，迅速行动，对标对

表防控目标和任务，查找短板弱

项，采取超常规措施，抓住穗期

病虫害防控和“一喷三防”工作，

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一要

强化责任落实。将小麦病虫害

防控和“一喷三防”作为当前农

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依法依

规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工作措

施。二要强化资金扶持。发挥

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引导作用，积

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保障防控

措施和喷防作业落实到位。三

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小麦条

锈病、赤霉病、蚜虫等一类病虫

害和新发突发病虫害监测预警，

科学指导防控。四要强化统防

统治。创新购买服务方式，大力

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实现统防

统治与绿色防控有机融合。五

要强化督促检查。加强科学用

药指导，督促补助资金与防治任

务落实落地。六要强化效果评

估。通过对比试验、第三方评估

等方式，评价病虫害防治、补助

资金使用和保产增收等效果，客

观反映“虫口夺粮”和“一喷三

防”成效。

（据《农民日报》）

据农业农村部农资保供

专班调度，截至 4 月 12 日，

省、市、县三级春耕化肥下摆

到位率分别为94.0%、93.7%、

87.7%，周环比提高2.8、1.5、

1.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快

4.1、6.9、3.2个百分点。

从省级层面看，浙江、重

庆、江苏、青海、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等春耕

用肥已全面到位，新疆、宁夏、

江西、广西、海南、吉林、湖北、

甘肃、北京、辽宁、内蒙古、山

西、四川、云南等地到位进度

超95%。山东、河北、河南、湖

南、安徽等省化肥到位率已超

九成。

（据《农民日报》）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

度显示，截至4月16日，全国

已春播粮食超1.4亿亩，完成

意向面积的15.1%，进度同比

快0.6个百分点。

分作物看，早稻育秧基本

完成，播栽近六成；中稻育秧

过五成；薯类已播过三成，春

小麦已播过四成，春玉米已播

过一成，春大豆已播 7.5%。

各地正积极抢抓农时，加大力

度做好春耕春管工作，为粮食

丰收夯实基础。

我国春灌正进入关键

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800多处大中型灌区开展春

灌，累计供水150亿立方米，

灌溉面积超过1.5亿亩，进度

已超四成。春灌期间，各地提

高水源保障能力，充分挖掘现

有工程调蓄能力和供水能力，

尽最大可能增加灌溉可供水

量；优化灌溉用水调度，加强

农业用水管理，严格落实大中

型灌区取水许可制度，实行用

水总量控制和灌溉用水定额

管理；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和管护水平，推动农田水利专

业化管护，打通农田灌溉“最

后一公里”。（据《经济日报》）

全国春播粮食已超1.4亿亩

记者近日从国家气候中心获

悉，预计今年汛期（5月至9月）我

国气候状况总体为一般到偏差，

旱涝并重，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

害明显，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偏多，降水呈南北

两条多雨带，长江中游降水明显

偏少。

降水方面，预计今年夏季（6

月至8月）降水呈南北两条多雨

带，东北地区、华北、西北地区东

北部、华东南部、华南中东部及西

南地区南部降水偏多，长江中游

降水明显偏少。松花江流域、嫩

江流域、黄河中下游、海河流域、

珠江流域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

多，暴雨过程多，可能有较重汛

情；西南地区东部及华中中部降

水偏少、气温偏高，可能出现区域

性气象干旱。

雨季进程方面，预计西南雨

季开始时间较常年（5月27日）偏

早，南部雨量较常年偏多，北部接

近正常；梅雨开始时间接近常年

（6月 9日），雨量总体较常年偏

少，但南北空间分布差异大；华北

雨季开始时间较常年（7月18日）

偏早，雨量较常年偏多。

气温方面，预计今年夏季，除

黑龙江中部和北部气温较常年同

期略偏低外，全国大部地区气温

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其中河南

南部、安徽西部、江西西北部、湖

南北部、湖北、重庆大部、四川东

部、陕西南部、甘肃西部、新疆大

部等地偏高1℃至2℃，上述地区

高温（日最高气温≥35℃）日数较

常年同期偏多，可能出现阶段性

高温热浪。

此外，预计今年登陆我国的

台风个数为 6至 8个（常年为 7

个）；台风活动路径以西行和西北

行为主，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和华东

沿海，其中发生北上高影响台风的

可能性较常年大。 （据新华社）

日 前 ，为 做 好

2023年地方预算单位

预留份额填报和脱贫

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工

作，财政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组织地方预算单

位做好2023年政府采

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要求，各省

级财政部门要按照不

低于10%预留比例，通

过“832平台”（脱贫地

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

平台）采购人管理系统

填报2023年政府采购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预

留份额。要对本地区

预算单位填报的年度

食堂食材采购总额、预

留比例进行审核把关，

对采购总额填报不准

确或预留比例不达标

的，应督促预算单位重

新填报。对所属预算

单位存在合并、撤销、

更名的，及时联系“832

平台”更改信息。

《通知》下发后，各

地财政组织部署预算单

位做好2023年政府采

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的

措施，通过“832平台”

做好“土特产”文章，推

进政府采购支持乡村产

业振兴发展。在预留采

购份额填报工作中，各

地财政根据实际，强化

落实，增加了预留填报

份额。北京市财政局、

广东省财政厅、江西省

财政厅发文，要求各级

预算单位继续按照不低

于30%的比例预留食

堂年度采购份额。深圳

市财政局要求本地各级

预算单位按照不低于全

年食堂采购总额20%

的预留比例，提报2023

年预留份额。

下一步，“832 平

台”将通过帮助脱贫地

区培育提升产业，进一

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

服务、品牌，优化价格，

让各采购单位买到更

多物美价廉的农副产

品，从而使更多农业增

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

农民。截至3月31日，

“832 平台”累计销售

额超350亿元，入驻供

应商超2万家，在售农

副产品超30万款，采

购单位逾60万家，助

推 832个脱贫县的近

300 万农户巩固脱贫

成果，对接续推进脱贫

地区乡村产业振兴起

到了积极作用。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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