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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花椒”上央视了！
本报宝鸡讯（农业科技报记者

周俊鹏）近日，“陈仓花椒”特色农产品

品牌形象首次亮相央视，通过

CCTV-2《第一时间》城市天气预报

栏目，开启了“陈仓花椒”特色农产品

品牌营销新局面，进一步提升了“陈仓

花椒”的社会关注度和市场影响力。

陕西宝鸡陈仓花椒外在感观特征

为粒大色艳、皮厚有双耳、外果皮呈深

红色、油腺突出、油分足、麻味浓、香持

久，深受全国各地消费者青睐，畅销重

庆、成都、郑州、兰州、武汉等20多个省

市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和测算，2023

年全区花椒总产量可达1.04万吨，全

区花椒销售收入可望达到5.8亿元。

据悉，陈仓区撤县设区二十年

来，在历届陈仓区委、区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陈仓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区

位和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花椒产业

扩规模、提品质、创效益，通过引导

广大群众发展花椒产业，既促进了

产业结构调整，又让农民群众得到

了较大的经济实惠，花椒产业已经

成为西部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

产业，撑起了西部山区农村经济发

展的“半边天”。尤其是近年来，陈

仓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花椒产业

发展工作，立足区情实际，先后出台

了关于加快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意见等多项政策性文件，新建花

椒仓储物流中心一座，并配套花椒筛

选、清选、包装等设备及冷藏恒温库；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标准化示范

基地，树立花椒产业发展示范标杆；

引导成立区花椒产业发展协会，由协

会牵头组织开展产业技能培训，把各

项实用技术推广到户，落实到田间地

头，提升椒农栽培管理水平；组织人

员赴凤县、重庆江津考察学习，交流

花椒产业发展经验；2022至2023年

连续两年高规格举办花椒产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和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宣传推介陈仓花椒，不断扩大

陈仓花椒市场影响力；培育优势品

牌，2022年“虢之天椒”商标被国家

知识产权局授予专用权，同时积极申

请“陈仓花椒”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和申报创建“中国花椒之乡”。

三部门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标准体系建设

【三农资讯】

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为充分发挥标准

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规范和引领作用，国家标准

委、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全链条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提出的标准体系建设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了标准制修订工作的重点。在综

合通用方面，主要包括管理术语、畜禽粪污产生量、粪

污特性、粪污综合利用评价等基础共性标准，是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的基础支撑。在无害化处理方

面，主要包括粪污处理技术规范、设施装备设计要求及

安全生产要求等标准，重点是推动畜禽粪污有效处理

成畜禽粪肥等相关标准的制修订。 （据《农民日报》）

9月1日，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系列

活动之一，2023年中国邮政“919电商节”在京启动。

今年，中国邮政围绕“邮政919，丰收欢乐购”主题，继续

组织系列强农惠农和促销让利活动，通过消费补贴、邮

政直播等方式，活跃城乡消费市场，营造“共庆共享丰

收”的浓厚氛围，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今年的邮政“919电商节”突出“四个聚焦”。一

是聚焦十大主题，通过“邮乐杯”直播打榜赛、站点

“万店庆狂欢”等差异化的十大主题活动，构建邮政

特色新零售模式。二是聚焦大单品，强化“原汁原味

原产地”的农产品定位。三是聚焦渠道优势，线上发

挥邮乐专业化运营能力。四是聚焦板块协同，加强

邮政电商、寄递、金融、邮务各板块协同，构建县乡村

三级物流体系。 （据人民网）

聚焦基地农产品
畅通渠道“欢乐购”9月3日，河北省围场满

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镇御

道口村一家马铃薯种植合作

社社员在收获马铃薯。

近年来，地处坝上地区的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因地制宜，积极推进马铃薯产业

化发展，形成马铃薯种薯繁育，

商品薯种植、仓储、深加工为一

体的产业链，有效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据介绍，目前该县马

铃薯种植面积达60多万亩。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 摄

河北围场：

60多万亩马铃薯迎丰收铃薯迎丰收

8月30-31日，农业农村部在黑龙江省建三江召开

全国农垦“两大行动”推进会，部署农垦粮油等主要作

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和“农垦社会化服务+地方”行

动。会议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农垦要拓展新使命，展

现新作为，以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为根本，着力提升粮食

和天然橡胶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示范引领农

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地方能力。

会议强调，实施“两大行动”，要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全局，问题导向、技术集成，市场导向、政府支持，联

农带农、利益共享等原则，聚力打样板、强科技、夯基

础、拓服务、创模式等推进路径，为新一轮千亿斤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作贡献。 （据《农民日报》）

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农垦
“两大行动”推进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做好防灾救灾工作的决策部

署，支持相关受灾地区做好水旱

灾害救灾、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

工作，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

利部于 9月 1日下达中央财政农

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10

亿元。其中，安排抗旱救灾资金

2.72 亿元，支持甘肃、陕西等省

（区）应对农作物因旱受灾，做好

农作物改种补种、农业生产抗旱

调水等相关工作；安排洪涝救灾

资金3.57亿元，支持吉林、黑龙江

等省份应对台风、强降雨导致的

持续洪涝灾情，及时开展农业生

产恢复、水利设施水毁灾损修复

等相关工作；安排水稻病虫害防

治资金3.71亿元，支持江西、湖南

等省（区）做好稻瘟病、水稻“两

迁”害虫等水稻病虫害防治相关

工作。 （据光明网）

财政部下达救灾资金10亿元
助力秋粮稳产丰收

8月27日，山东省及外省十余

位从事油料作物育种、加工、检测

及盐碱地改良相关研究的专家，会

聚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研究院，围

绕“盐碱地油料作物高质量发展及

产业实践”展开研讨。

近年来，我国对大豆、芝麻的

进口依赖度偏高，花生也由净出口

国变成年进口量约100万吨。因

此，扩面积、增单产、提产能是我

国大豆、花生、芝麻等油料作物生

产的迫切需求。2023年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

能提升工程，稳步开发利用盐碱地

种植大豆，并由主要治理盐碱地适

应作物向更多选育耐盐碱植物适

应盐碱地转变。山东省现有盐碱

地近900万亩，其中570余万亩具

有农业开发潜力。唤醒这一“沉

睡”的资源，可有效提高土地增量，

实现耕地资源扩容、提质、增效。

山东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特色油料作物创新团队负责人、

研究员赵军胜介绍了近年来该团

队开展的耐盐碱芝麻、油葵等新品

种（系）的选育及盐碱地绿色高产

关键技术的攻关成果。

“我们充分利用芝麻、向日葵
等油料作物具有耐盐碱、耐瘠薄、
抗旱节水的特性，培育了‘鲁芝1
号’‘绿芝2号’等5个耐盐碱、适
宜机械化的芝麻新品种（系）；筛

选出‘Q2’‘Q31’等 2个耐盐碱高
产抗病向日葵新品种。”赵军胜说，
“鲁芝1号”在黄河三角洲中轻度盐
碱地上亩产可达130公斤。

除了培育耐盐碱的新品种，团
队还研发了农机农艺融合的配套
栽培技术。从地块准备、播种施
肥、机械化病虫草害防控到最后的
联合收获，在盐碱地上芝麻已实现
全程机械化生产，在节本增产的基
础上做到了有效减损。

（据《农村大众》）

从“改地适种”到“以种适地”

农业开发利用盐碱地有了新进展

农业 前 沿

记者9月1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国人民银

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就做好金融支持

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从加大重点领域

信贷投放等方面提出17项具体要求。

通知提出，加大对受灾情影响较大的重点区域各

类信贷投放力度，加强道路通讯、农田水利等重点基础

设施修缮重建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及时保障农户补植

改种的农资购买资金需求，助力受灾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等群体恢复发展。 （据新华网）

两部门：及时保障农户补植
改种的农资购买资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