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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首个由企业主持的农林类“十四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杨凌启动

我国将全面实施新一轮
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记者获悉，3月12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
2024年重点工作分工方案》、《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
（2024－2030年）》和《以标准升级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听取关于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有关举措的汇报，审议通过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保障粮食安全是
头等大事。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全面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扎实推进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落实分品种增产任
务和分区域增产布局，谋划实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种业振兴等支

撑性重大工程，牢牢把握粮食安
全主动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我国粮食产量13908.2亿斤，
比上年增加177.6亿斤，再创历
史新高，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
斤以上。

“据测算，综合分析评估政策
支持、工作推进、气象条件、经济水
平等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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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此前介绍。

“未来，我国粮食单产提升仍

有较大潜力。”农业农村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姜楠说，从
品种看，水稻、小麦、玉米的大田
产量与区试产量还存在较大差
距。从技术看，各地创新了一批
高产技术模式，还没有大面积普
及推广。

在姜楠看来，下一步，要聚焦大
豆、玉米两个提升单产潜力最大的作
物，率先启动单产提升行动，力争尽
快实现突破；对于产能提升有需求的
油菜、水稻、小麦，要结合实际统筹推
进实施。“要以科技和改革双轮驱
动，将典型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推
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
姜楠表示。 （据《经济参考报》）

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报·中国
农科新闻网记者 李俊辉 梁方方）3
月12日，陕西省首个由企业主持
的农林类“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商品林病虫害演替规
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成
示范》项目启动会在杨凌召开。

该项目由中捷四方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申报，联合北
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中国林科院森环
森保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10
家国内优势林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联合攻关。揭示商品林重大病虫
害的演替规律和灾变机制，研发
绿色防控关键技术体系，提升我
国有害生物防控技术水平，助力
乡村振兴，保护生态环境。

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崔艮中代表项
目牵头单位表示将在各有关专家
的指导和带领下，履行项目牵头单
位主体责任，与其他参与单位通力
协作，高标准完成既定目标。

中国森林病理学分会理事
长、南京林业大学原副校长叶建
仁告诉记者：“病虫害问题是商品
林在整个生产和产品加工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问题，近年来备受关
注，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因为商品林里涉及到的树种
非常多，所以我们急需根据商品
林本身的一些流行规律以及近年
来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进一步
去发掘，去深入研究，推出新的成
果和技术产出。”

“由企业牵头，主要是可以发
挥企业在产品研发、创新、创制、

产品推广和应用方面的示范带头
作用。国家层面一直推崇绿色防
控，而中捷四方公司一直倡导以
生物信息物质为代表的绿色防控
技术，开发的智能化监测装备，研
发的物理诱杀和化学信息物质相
结合的各类产品，给项目的实施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捷四方特
聘专家、项目主持人兼首席科学
家田呈明教授表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教授康振生，中共陕西
省委科技工委委员、陕西省科学
技术厅二级巡视员郭杰，杨凌示
范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马江涛，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
心项目一处处长熊炜等应邀出席
会议并讲话，会议采取线下线上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当前，各地陆续拉开春耕生产大
幕。3月11日，记者在陕西省杨凌示
范区智慧农业示范园看到，一座座智
慧温室大棚里工人们忙碌的身影，绘
成一幅春耕生产的“农忙图”。

在番茄种植区，工人马转红正在
将番茄蔓上多余的枝叶掐掉，一串串
果实累累、色泽鲜红的小番茄显露枝
间。据介绍，采用这种吊挂式无士栽
培模式，可实现番茄种植无限生长，
清洁卫生无污染，达到节水、省肥、高
产、省工省力、易于管理的目的。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
者 王朝阳 李煜强 摄

智慧农业绘制“农忙图”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眼下，
夏粮主要品种冬小麦春季田间管理全面展
开。今年，主产区重点推广新装备、新技
术，提高田管质量。

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
目前，北方冬小麦大部分已经返青，长
江中下游正拔节起身，西南地区进入抽
穗期。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3
月上旬返青小麦一二类苗达88.2%，比
近五年平均高1.8个百分点。今年，农
业农村部遴选发布水肥精准调控等主
推技术296项，目前，冬小麦春季田管
进展顺利。 （据央视网）

我国冬小麦春管全面展开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审定鉴定一批新品种新资源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公告，发布了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
的一批畜禽、蚕新品种配套系和新发现
畜禽、蜂遗传资源。

审定通过新品种配套系21个。一是
突出品质满足美好生活需求。农大6号
蛋鸡青脚、黑羽、品质好，岭南黄鸡5号和
桂柳麻鸭规模化屠宰后胴体美观、适合
冰鲜上市。二是强化改良加快提升生产
性能。龙民黑猪配套系体型大、生长快，
桂蚕8号和云夏3号抗病力强、优质茧丝
产量高。三是定向培育适应特定饲养环
境。天华肉羊适应高寒生态条件，华蒙
肉羊适合北方牧区和农牧交错区养殖。
同时，首次育成毛色全黑新品种吉左黑
貉，属国内首创。

（据《农民日报》）

十二项重点活动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中国文联

办公厅联合印发《“大地流彩——全国乡
村文化振兴在行动”工作方案》。

据了解，“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
化振兴在行动”以打造“有影响力传播力
的管用平台”为抓手，按照文化铸魂、文化
培根、文化养德、文化兴业进行系统谋划，
提出了12项重点活动。

农民公益培训、乡村大讲堂等活动
突出文化铸魂，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推进移风易俗和精神文明建设；乡村记
忆工程等活动，将开展全国性的乡村文
化艺术资源摸底调查；中国农民诗会、农
民文艺作品展、乡村优秀文化艺术展演、
农耕农趣农味文化体育活动突出以文养
德、以文化人，提升农民群众综合文明素
质素养，强化乡村治理中德治的润心聚
力作用。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