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标准化委

员会发布三项稻田重金属

治理国家标准：《稻田重金

属治理 第1部分：总则》

（GB/T 43419.1—2023）、

《稻田重金属治理 第2部

分 ：钝 化 调 理》（GB/T

43419.2—2023）、《稻田

重金属治理 第3部分：生

理 阻 隔 》 （GB/T

43419.3—2023）。 该 系

列标准由广东省科学院生

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牵头

起草，农业农村部农业生

态与资源保护总站是主要

起草单位之一。标准归口

单位为全国土壤质量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主管部门

为农业农村部，将于2024

年3月1日实施。

《稻田重金属治理 第

1部分：总则》规定了稻田

重金属治理的基本原则、

工作程序、前期准备、治理单元划分、分类管

理与治理方案编制、工程实施与验收管理等

内容，为稻田重金属治理全过程提供了总领

性技术指引。《稻田重金属治理 第2部分：钝

化调理》规定了镉、砷、汞、铬、铅和复合污染

稻田钝化调理剂的选择、实施方式、影响因

素、次生环境风险防范等内容，为相关污染稻

田治理选择适宜的钝化调理剂提供了技术指

引。《稻田重金属治理 第3部分：生理阻隔》规

定了稻田重金属治理中生理阻隔技术选择与

组合、次生环境风险防范等内容，为重金属污

染稻田治理选择适宜的生理阻隔剂提供了技

术指引。 （据中国农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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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增发国债
支持54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共富工坊”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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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科技特派员
服务方面国家标准发布

12月12日，在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区余新镇壹嘉亿

农业种植基地内，村民朱玲

珍（右）和雷玉兰在采摘“红

美人”柑橘。

近年来，南湖区各个乡

镇积极推进水蜜桃、“红美

人”柑橘、白玉蜗牛、鲈鱼等

特色种养殖“共富工坊”的

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和推进百姓共富，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动能。

新华社记者徐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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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今年农垦社会化服务规模超过1亿亩次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

批准发布《农业社会化服务 科技特派

员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服务

规范》），该标准是全国首个科技特派员

服务方面的国家标准。

《服务规范》由福建省南平市延平

区人民政府等10多个单位共同起草，

在反复征求了30多个省（直辖市）科

技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意见

后，历时近两年最终顺利通过专家审

查并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正

式发布。

《服务规范》全面梳理和总结了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24年来的好经

验、好做法，明确和细化了科技特派

员术语和定义、人员要求、服务实施、

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基本要素。其中

重点规定了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内容

要求，涵盖政策宣讲、科普宣传、业务

指导、技能培训、技术成果引进和推

广、科技研发、人才培养、创新创业等

内容。

同时，《服务规范》突出了科技特

派员工作“订单式”需求对接、“菜单

式”服务供给的特色，是科技特派员

管理和服务向规范化、制度化迈进的

重要举措。

发布《服务规范》，既是全国首创，

亦是科技特派员机制的重大创新，是推

动科技特派员机制持续深入发展的重

大贡献，给科技特派员事业发展提供了

基本工作遵循。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

委）将联合相关部门做好《服务规范》国

家标准的宣贯和培训，继续深入推进科

技特派员制度，推动广大科技工作者认

真服务“三农”，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标准

化新篇章。

（据央视新闻、《中国质量报》）

新华社北京12月 14日电（记者

严赋憬 陈炜伟）中央财政在今年四季

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国家发

展改革委14日发布消息说，近日会同

有关部门，已正式将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作为本次增发国债的第一批项目

下达地方，项目规模共计5400万亩，

安排增发国债资金1254亿元，共支持

项目1336个。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大

幅提高补助标准，亩均投资补助从

1500元左右提高到2400元左右，明确

地方出资部分主要由省级承担；优先

支持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受灾地区，合

计支持规模为2885万亩，占总规模的

53%，将各省份上报的248.3万亩灾毁

农田全部纳入支持范围；着力推进粮

食主产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国13个

粮食主产省合计支持规模为4200万

亩，占总规模的78%。

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会同有关方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指导地方抓好增发

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组织实施，

确保将增发国债项目打造成民心工

程、优质工程、廉洁工程。

记者12月7日从农垦发展社会化

服务现场推进会上获悉，今年农垦社会

化服务规模超过1亿亩次，服务新业态

新模式新机制不断涌现，服务领域正从

生产服务向全要素、全产业链延伸。

据了解，近年来，特别是“农垦社

会化服务+地方”行动启动以来，农垦

社会化服务的服务主体日益壮大，服

务能力不断增强，服务规模迅速扩

大，服务路径更加多元，服务模式更

加多样。

据介绍，下一步，各地、各垦区将围

绕农垦社会化服务重点任务，强能力、

促合力，加强资源整合，推进农服公司、

农场、农工等多元服务主体协同发展；

突出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强化技术推

广应用，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建规范、树

品牌，探索建立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

打造农垦社会化服务品牌，提升社会化

服务水平。

（据新华社）

大面积单产提升
行动成效初显

农业农村部：

今年，农业农村部启动粮油等主要农作

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统筹整合200多亿元，在100个大

豆、200个玉米重点县整建制推进，从耕种管

收、地种肥药全领域全环节找短板、补弱项，

针对性地拿出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

“五良”集成组装的综合性解决方案，效果明

显。在局部地方受灾较重的情况下，大面积

单产提升有效对冲了灾害影响，实现了以丰

补欠、以秋补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年粮

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3908.2亿斤、增

产177.6亿斤，粮食平均亩产389.7公斤、提高

2.9公斤，单产提高对增产的贡献达到58.7%。

各地扎实推进单产提升，在绿色高产高

效、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的支持带动下，各地

高产典型呈现出连片面积大、案例数量多、季

季产量高等新特点。新疆额敏县10万亩玉米

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平均亩产1034公斤、提

高135.4公斤，成为大面积创高产典型。山东

齐河县打造20万亩集中连片高产地块，小麦、

玉米两季作物平均亩产合计超过1500公斤。

大面积提单产在全国粮食产量高位增加

中作用凸显。据测算，开展大面积单产提升

行动的整建制推进县粮食单产增长率比非项

目县高8.8个百分点，300个大豆、玉米整建制

推进县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73%以上。 （据中国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