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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樱桃
“抢鲜”上市

全国农资进入购买高峰期
春耕供应有保障

858处大中型灌区开灌 全国春灌有序展开

3 月 24 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山
海关区石河镇一家庭农场的农场
主在大棚内采摘樱桃。

近年来，山海关区农业部门引
导当地农民以家庭农场的模式种
植大棚樱桃，促农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全国春灌工作目前正由南
向北有序展开。根据水利部最
新调度，全国已有858处大中型
灌区开始进行春灌，累计灌溉水
量约8.44亿立方米，累计灌溉面
积近3000万亩。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
长陈明忠3月20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春灌历来是水利部门

工作的重点。各级水利部门正
在积极做好春灌的组织、协调、
指导和调度，稳定灌溉面积，实
现应灌尽灌。

今年春节前后，黄河中游、
黄淮海平原地区多地普降雨雪，
冬麦区土壤墒情普遍较好，今年
春灌开灌时间较往年晚10天至
半个月。

“数字赋能科学灌溉是今年
保障春灌的主要新措施。”陈明
忠说，各地发挥灌溉试验站作
用，依托数字孪生灌区建设，通
过模型平台和知识库，自动生成
并适时优化调整智慧灌溉方案，
推动农田灌溉自动化、灌溉方式
高效化、用水计量精准化。

（据新华社）

特色小苗木 敲开“致富门”

眼下，随着春耕备耕有序推
进，全国已进入农资购买高峰
期。农业农村部农资保供专班
调度显示，目前，化肥省级到位
率 达 82.7% ，县 级 到 位 率 达
77.1%，各地正在加快入户，进
度与常年持平。

由于 2023 年玉米、水稻、

大豆等作物制种面积普遍增
加，今年春夏播粮油作物种子
总量充足，质量水平好于上
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
农集团提前与400多家农资企
业签订春耕保供协议，并积极
推进农资骨干仓储配送网络建
设，在全国增设 600多个中转

库，将农资产品提前分拨至基
层，通过125家中国农资服务中
心以及2万多家基层经销服务
网点，加大优质化肥、农药、种
子产品供应。

目前，种子、化肥、农药等农
资能够满足春耕生产需要。

（据央视网）

通过深化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应用，我国地方
储备粮公开竞价“阳光交
易”加快实现，粮食购销监
管持续强化。

记者3月 20日从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为
落实党中央关于根治粮食
购销领域系统性腐败的决
策部署，有关部门着力从制
度层面堵塞漏洞、补齐短
板，持续强化地方储备粮购
销监管，不断深化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应用，完善国家粮
食交易平台，强化协同运
作、吞吐联动，积极推动“阳
光交易”。

数据显示，2023 年，
30个省份地方储备粮（西
藏正在积极推进）累计通
过国家粮食交易平台轮
换成交超过 4000 万吨，
同比增长近 300 万吨，较
2021 年增长 84%；通过国
家粮食交易平台参与地
方储备粮公开竞价的企
业 6632 家，较 2021 年增长 1900
家，增幅超 40%。购销主体加快
多元化，减少了人为干预，有助
于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破除

“以陈顶新”、“转圈粮”、虚假轮
换、虚增价格、违规交易、赊购赊
销等顽症。

据介绍，国家粮食交易平台公
开竞价，可以促进轮换采购进一步
向下竞价，降低财政成本、增加轮换
收益。目前部分小麦、玉米主产区
采用轮入轮出双向竞价、价差竞价
等模式，实现轮换正收益；部分稻谷
主产区通过公开竞价轮换，有效减
少了亏损。

（据《新华每日电讯》）

人勤春来早，苗木交易忙。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着眼促进农民增收，壮大乡村富
民产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社会化服务，培养用好乡村人才。

眼下正是苗木种销的旺季，在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杨陵区五泉镇毕
公村，一批批苹果树苗、樱桃树苗大
量上市，迎来销售小高峰。

3月20日上午，记者来到毕公

村杨凌满怀果友果树苗木专业合作
社，只见运送苗木的车辆来来往往，
工人们齐心协力将刚从冷库拉出来
的苹果树苗卸车捆扎，为远途运输
做准备，现场工人分工协作，一派火
热景象。

“我身后这批苗子是发往新疆
阿克苏的矮化自根砧苹果树苗，共
22000株，价值17万元左右，我们
2022年5月份就与客户合作开展定

向培育，今年差不多可以
栽植。”在装车现场，合作
社负责人马振宁忙得不亦
乐乎。

自2009年成立以来，

杨凌满怀果友果树苗木专业合作社
就以苗木种植、销售为主，算得上是
毕公村苗木种植产业的领头羊。近
年来，依托当地丰富的农科教资源，
合作社从最早的核桃苗、板栗苗拓
展到如今的矮化大樱桃苗、苹果树
苗，2021年将樱桃苗卖到了吉尔吉
斯斯坦，年收入实现120万元。

马振宁表示，目前合作社通过
自产自销与订单式两种服务方式拓
展销售渠道，“今年再给自己定个目
标，把苗子卖得更远，带动村里一起
致富。”

除草松土、种植养护、装车销
售……如今的合作社不仅给当地

经济发展提供了长足动力，还长期
聘用10余名工作人员，为村里富
余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助力
村民增收。

据悉，毕公村共有土地 3350
亩，其中种植猕猴桃785亩、杂果苗
木230亩。作为两大主要经济来
源，毕公村通过发展猕猴桃产业与
苗木产业，架起了一座农业“增效”
与农民“增收”并重的兴农之桥，打
造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示范样板。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振
兴是重中之重。下一步，我们将
以全国两会精神为指引，着重发
展杂果苗木产业与猕猴桃产业，
不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为村
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带领群众
一起发家致富。”毕公村监委会主
任马发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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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吴凡 何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