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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报成果

四部门联合印发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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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上插上““数字翅膀数字翅膀””

日前，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
组织专家，在建瓯市对甜玉米品种

“雪甜232”百亩高产栽培技术示范片
进行现场测产验收。据悉，“雪甜
232”是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与
福州金苗种业有限公司联合育成的
白色水果玉米新品种，也是福建省首
个自主选育的高端水果玉米品种，打
破了国外长期以来的垄断。

记者了解到，“雪甜232”在食味
品质方面接近此前占据市场主流的
进口品种“雪甜7401”，但市场售价
要远低于它，由此打破了水果玉米领
域的国外品种垄断。

该品种籽粒白亮，甜度高，皮渣
少，生食口感香甜脆嫩，有独特水果
风味，目前在建瓯市种植面积超
1000亩，并在浙江、广东等省份引种
备案。 （据《福建日报》）

做好主汛期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日前，在四川省达州市达川
区双庙镇二东村“数字育苗工
厂”里，技术员利用智能灌溉系
统进行辣椒苗喷淋作业。

近年来，达州市积极探索丘
陵山区数字乡村发展路径和方
法，乡村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涌
现，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民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邓良奎 摄

我国小麦抗赤霉病
育种取得新突破

水果玉米新品种
“雪甜232”育成

我国夏粮小麦已
经大面积开镰。为保
障农机跨区作业通畅，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
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
超1650万台（套），其
中，联合收割机 60多
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
超过20万台。按照国
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此
前印发的通知，针对车
货总重或外廓尺寸超
限的联合收割机（插秧
机）运输车辆，各地要
引导其依法办理大件
运输许可，为运输联合
收割机（插秧机）的超
限车辆优先办理审批，
及时发放《超限运输车
辆通行证》。

此外，今年“三夏”
期间，农业农村部联合
交通运输、气象等部门
加强农机作业服务保
障。麦收省份设立跨
区作业接待服务站近
2100 个，对联合收割
机运输车辆简化核验程序、快速免费
放行，开设农机优先、优惠加油通道
5200多个，并组织开展“送油到田”
服务。 （据央视网）

主汛期将至，预计我国气候
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偏多，干
旱洪涝频发，病虫害也呈重发趋
势，农业防灾减灾形势复杂严
峻。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
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印发
《科学应对汛期自然灾害奋力夺
取粮食和农业丰收预案》（以下简
称《预案》），要求各地坚持以防为
主、防抗救相结合，细化实化关键
措施，抓好抓牢灾情防控，切实减
轻灾害损失。

《预案》分灾种提出防灾减灾
重点任务。一是防洪涝降渍害。
有效调控江河洪水，做好设备检
修和物资调剂调运，落实抢排积

水、改种补种、环境消杀等措施。
二是防干旱保生长。科学精准开
展抗旱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优
化调整灌溉计划，加强“五小水利
工程”建设；积极推广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落实浇水增墒、农艺保墒
措施。三是防台风保设施。及时
抢收已成熟作物，加固农业设施，
组织渔船回港避风和养殖人员上
岸，加强灾后田管，促进受灾作物
恢复生长，结合农时及时改种补
种。四是抗高温防热害。加强水
分管理，落实秸秆覆盖、覆盖遮阳
网等措施，减轻高温影响；加强养
殖用水保障。五是防病虫减损
失。对水稻、玉米重大病虫害加

密监测预警，推进科学防治，严控
大面积流行危害。

《预案》强调，要强化协同配
合，农业农村部门要开展分区包
片指导服务，水利部门、气象部门
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应急管理
部门要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救
灾。要强化防灾准备，做好救灾
物资和应急机具储备调运，做好
农业防灾救灾力量准备。要强化
监测预警，加强应急值守，加密灾
情调度，科学评估灾害影响。要
强化技术培训，普及农业防灾减
灾救灾知识和技术措施，强化防
灾减灾意识。

（据《农民日报》）

日前，在江苏省扬州市和南
京市召开的全国小麦抗赤病育种
工作推进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小麦育种联合攻关首席
专家许为钢透露，我国通过利用
分子育种技术，系统开展育种研
究与挖掘育种材料，以及建立全
国性协同创新联合体，已攻克了
限制赤霉病抗性改良的关键难
点，创造出一批高抗赤霉病、综合
性状优良的优异新种质，有效确
保了小麦主产区防范应对各类气
象灾害和病虫害能力，确保我国
小麦生产连续丰产丰收。

小麦赤霉病，又称小麦“癌
症”、烂穗病，是一种暴发性世界
流行病害。2000年以来，我国有
9 年赤霉病发生面积超过 5000
万亩。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刘录祥研究员介绍，针对
小麦赤霉病的高发，在农业农村
部、科技部的指导和国家重大专
项支持下，我国专门成立了国家
小麦育种攻关联合体，组织农业
科技人员，开展系统性研究，在赤
霉病育种改良方面取得显著进
展，已育成扬麦33等抗病新品种。

南京农业大学马正强教授介
绍，Fhb1是小麦中目前已知的最
重要抗赤霉病QTL，具有抗扩展
并降低籽粒中毒素积累效应。通
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方法将
Fhb1导入到来自我国中感或高
感赤霉病小麦品种中，抗扩展能
力得到显著增强。

中国农业大学倪中福介绍，
在抗赤霉病品种选育方面，黄淮

麦区选育的“郑 9023”“西农
511”“中科166”等品种抗性达中
抗水平；长江中下游麦区新育成
的抗赤霉病品种“扬麦33”，成功
地聚合了多种抗赤霉病位点，在
国家小麦良种重大联合攻关试验
中鉴定为高抗赤霉病，比对照增
产5%以上，实现了赤霉病抗性和
丰产性协同提升。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们将持续加大种
质收集、保存、创新力度，建立协
同攻关平台，突破一批种业‘卡
脖子’瓶颈，挖掘更多新的材料，
让科技赋能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
创新发展，加快培育出一批抗逆
高产新品种，为实现小麦绿色高
效可持续的生产提供品种和技术
保障”。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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