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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召开防汛抗旱调度会：

夏茶飘香
助农增收

全力打好农业
抗灾夺丰收攻坚战

经征求农业农村部意见并
通过专家评审，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认监委）日前批准两家认
证机构在玉米、小麦、蔬菜等农
作物领域开展种子认证工作。
这是我国首批具备农作物种子
认证业务资质的认证机构。

实施农作物种子认证制
度，有利于利用质量认证手段
提升种子质量和种子企业质量
管理水平。2023年8月，市场
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联合农
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农作物种子认证工作的实施意
见》，我国的农作物种子认证制
度正式建立。2023年12月，两
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公布《农作
物种子认证目录（第一批）》和
《农作物种子认证实施规则（试
行）》，这两个文件是农作物种
子认证制度具体落地实施的重
要配套技术文件。2024 年 1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认证依据
《农作物种子认证技术规范（试行）》。

首批认证机构的产生，标志着农作
物种子认证工作进入具体实施环节。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表示，下一
步将依法对其他申请从事农作物种子
认证业务的认证机构开展资质审批，对
相关认证活动实施监管；联合农业农村
部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农作物种子认证
制度的宣传和政策解读，推动行业管
理、市场流通等领域采信认证结果，推
进农作物种子认证工作有效实施。

（据《光明日报》）

近年来，位于陕西省汉中市
镇巴县观音镇大市川村的陕西熙
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大力发展茶
叶种植产业，目前种植茶园 3000
余亩，年产值1500余万元，带动当
地150余户农户种植茶叶，户均增
收 3500 元以上。图为 6 月 28 日，
该公司总经理、退役军人唐奎
（前）正在查看夏茶长势情况。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
网记者 康军 通讯员 何祥弘 摄

7月1日，农业农村部召开
农业防汛抗旱调度会。会议指
出，今年汛期的气象条件总体
偏差，防汛抗旱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现在正是秋粮面积落
实、田间管理的重要时节，也是
奠定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抓
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是当
前“三农”系统最紧迫的任务。

会议强调，要强化监测预
警，加强与气象、应急、水利等
部门会商研判，多渠道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指导生产主体提
早做好应对准备，做到见势早、
行动快。要加强应急值守，盯
住重要时段和重点区域，加密
雨情、墒情、灾情调度，备好备
足救灾备荒种子、农药、肥料
等，配备好“平急两用”的应急

救灾机具和自动化监测、智能
化管理等设施，强化应急救灾
能力。要突出精准施策，分区
抓好灾害防范，黄淮海地区重
点防高温干旱和局部洪涝，东
北地区重点防局部内涝和阶段
性低温，长江中下游地区重点
防范好偏重洪涝灾害，江南华
南重点防范阶段性高温，沿海
地区重点防范台风。要及时开
展病虫害统防统治、联防联控，
坚决遏制大面积成灾危害。要
因地制宜抓好受灾作物生产恢
复，南方洪涝灾区对受损较轻
田块适时补肥扶壮，有积水的
田块及时排涝降渍，对因灾绝
收田块抓紧改种适宜作物，确
保不留空闲田，黄淮海受旱地
区要抓住近期降雨有利时机及

时播种、改种补种。要抓紧修
复受损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生
产设施，抓好灾后动物疫病防
控，通过饲草调运、托管寄养等
举措有效应对草原牧区旱情。

会议要求，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切实提
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把力量压
到村居院落和田间地头，蹲点
指导推动关键技术措施落实。
要抓实抓细农业农村风险防
控，重点关注脱贫地区受灾情
况，提升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的运行效率，坚决防
止因灾返贫致贫，加大渔船、农
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
度，抓好农业安全生产，坚决守
牢“三农”底线。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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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业大学
新技术助小麦高产

近日，记者从山西农业大学获悉，
该校小麦玉米一年两熟高产攻关团队
研发的“耕播优化水肥精量绿色高产栽
培技术”日前在“烟农1212”高产示范
田进行实收测产，11.78亩“烟农1212”
小麦，取得亩产690.57公斤的好成绩。

近年来，该团队优选品种，提升整
地与播种的质量，精准高效地进行水肥
管理，优化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措施，研
发集成以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为核心
的冬小麦—夏玉米“耕播优化水肥精量
绿色高产栽培技术”。

今年，该技术在山西省永济市董村
农场实施大面积示范，示范面积达
1000 亩，其中高产创建核心区 160
亩。山西农业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示范真正实现了让技术从专家试验
田走向农民生产田，充分发挥了该技术
在提升产量方面的潜力，提高了水肥利
用效率，实现了增产增收。农业农村部
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山东农业大学
原副校长王振林介绍，当地小麦的平均
产量约为每亩400公斤，而示范点小麦
平均亩产比当地小麦的平均亩产高
290公斤。 （据《科技日报》）

本报宝鸡讯（通讯员 郭飞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
者 周俊鹏）6月24日，陕西省宝
鸡市渭滨区召开“千万工程”推进
会。会前，观摩组一行先后前往
高家镇晁峪村、神农镇大湾铺村、
石鼓镇李家槽村进行实地观摩。
每到一处，与会人员边走边看、边
想边议，对三个观摩村“千万工
程”建设情况进行现场打分，会上
通报了排名结果。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
下凝心聚力、奋楫笃行，人居环境

整治持续深化，基础设施全面提
升，特色产业趋势良好，一二三产
深度融合，乡村建设推进有力，

“千万工程”建设取得了明显成
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
一思想、铆足干劲、接续奋斗，全
力以赴把“千万工程”各项举措落
实落细，让渭滨的乡村更和美、乡
风更和谐、群众更富足。

会议强调，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
抓手。渭滨区根据区情实际，出
台《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
施方案》（2024-2027年），重点围
绕“实施五＋、打造五新”工作思
路，通过组织领导、政策保障、考
核奖惩、宣传引导等手段，将“千
万工程”建设纳入全区年度目标
责任考核，实行“月调度、季推动、
年考评”工作推进机制，坚持每季
度对镇村、部门全覆盖的实地核
查验收，并对镇村“千万工程”建
设成效进行打分评价，将对市级
重点示范村每村给予30万元财
政资金奖补。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召开“千万工程”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