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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粮油等主要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

汉中市汉台区被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评为省级机械化示范区

冬菜壮 供给足

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
议日前在北京召开。会议强
调，2024年要毫不松懈抓好粮
油生产，稳口粮、稳玉米、稳大
豆，继续扩大油菜面积，切实
抓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
单产提升，持续推进大豆油料
生产。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着力
推进以粮食安全为重心的农业
生产和以乡村发展建设治理为
重点的乡村振兴。要坚持稳中
求进，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
斤以上，持续提升大豆油料产

能和自给率，稳定畜禽渔业生
产，更高水平保障有效供给。

要稳定“菜篮子”产品供
给，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系统推动农业农村科技
创新，组织各方面科研力量聚
焦产业瓶颈制约集中攻关、联
合作战，创新机制强化科研项
目管理。稳步推进生物育种
产业化。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提高高标准农田投入水平。
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加快促进长江水域生态恢复。

要进一步健全防止返贫
监测帮扶机制，引导推动更多

资源聚焦到增强脱贫地区和
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上。
分类抓好乡村产业发展，健全
乡村产业联农带农益农机制，
更有效地带动农民就业增
收。牵头抓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合力推进农村移
风易俗，增加富有农耕农趣农
味的农村文化产品供给。审
慎稳妥深化农村改革，稳妥推
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30年试点，稳慎抓好农村
宅基地两项试点，因地制宜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据《光明日报》）

2023年以来，农业农村部扎实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牢牢守住了质量安全底线。全年
全国农产品监测总体合格率97.8%。

新农安法制度措施得到有效落
实。各地将小农户全部纳入网格化
监管，每周开展日常巡查检查，对其
农产品开展检测执法。常规药物超
标执法各地全面启动，所有省份都将
常规药物超标纳入监督执法范围，已
查办案件338个。合格证新制度有
效落地，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合作
社大都能按要求每批次开具，执法人
员敢于对不开具行为进行处罚，截至
目前，全国已查办承诺达标合格证案
件525个。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近日，在广西合浦县沙岗
镇一家农业公司的智能大棚
内，农业技术员查看茄子长
势。合浦县是全国“南菜北
运”蔬菜基地、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供应基地，蔬菜常年
播种面积超过 45 万亩，产量
超过70万吨。当地农业企业
与农户建立起契约型、分红
型、股权型等合作方式，助推
农民持续增收。 张爱林摄

本报汉中讯（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康
军）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汉中
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汉台区被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评选为省
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区），这
也是陕南地区唯一个获此荣
誉的县（区）。

据了解，在创建示范（区）
的过程中，汉台区成立了以政
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
负责人及镇（街道）镇长（主
任）为成员的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了“区镇村”三级创建
联动机制，科学谋划，精心组
织，以精准作业和智能农机为
引领、以新型经营主体为平
台，打造了汉台区农业机械化
联盟、农机手培训基地、农机

手实操平台、规范作业示范
区、机具组合配套方案、应急
作业服务体系的“1311”模式，
扎实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关
键环节机械化技术突破与集
成，探索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
全程机械化途径，形成了可推
广的“汉台方案”。

该区在全区31家农机合
作社中，筛选了5家合作社承
担了此次全程机械化示范区
建设重任，抓住当前农业生
产中的几项“短板”环节开展
攻关。

位于河东店镇张寨村的青
禾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便是

“先锋”之一。近两年，该合作
社年年实现“双丰收”，农业产
业化经营初步形成可持续发展

良性循环局面，田间作业全程
机械化服务的到位和农产品加
工机械化的配套，使粮食生产
规模经营运作“如虎添翼”。

通过创建，该区在耕播复
合作业、籽粒收获、田间管理
（水、肥、药管控）、粮食烘干、
秸秆还田等环节上，技术路线
基本形成，作业模式突破了常
规耕播收单一形式，集成新机
具和新技术，形成一系列配套
技术。如今该区水稻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5.14%，油
菜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0.76%，高效植保机械化能力
61%，谷物产地烘干机械化能
力40.06%，秸秆处理机械化水
平96.39%，农机服务能力和安
全生产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农业农村部： 记者日前从农业农村部
了解到，我国种业振兴行动
自2021年实施至今，取得一
批标志性成果和阶段性进
展。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圃、
场）达到318个，159个国家
级畜禽保护品种活体保护实
现全覆盖。

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保护
不断加强。历时三年的全国
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即将收
官，新收集农作物资源13.9
万份、畜禽资源27万份、水
产资源12万份，新发现帕米
尔牦牛等畜禽品种资源34
个，抢救性保护樟木牛等一
批濒危珍稀资源，初步摸清
了资源家底。国家农作物、
海洋渔业种质资源新库建成
运行，畜禽种质资源库加快
建设，可满足今后50年资源
战略保存需要。国家级种质
资源库（圃、场）达到318个，
159个国家级畜禽保护品种
活体保护实现全覆盖。

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
突破。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生
物育种重大项目启动实施，国家育
种联合攻关和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扎
实推进。自主研发的两把基因编辑

“剪刀”正在加快产业化应用，生猪、
奶牛等专用育种芯片具备国产化替
代能力。初步培育出一批耐盐碱小
麦品种和短生育期冬油菜品种，首
批51个玉米大豆转基因品种通过审
定。国产白羽肉鸡品种市场占有率
超过20%，并首次走出国门、出口坦
桑尼亚，自主培育的肉牛品种华西
牛、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加快应用。

（据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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