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味美四川·寻味宣汉

新疆选育春小麦品种新疆选育春小麦品种
创全国百亩方高产纪录创全国百亩方高产纪录

®

版7
编辑：张朝辉 校对：董文兰 美编：张朝辉 2024年9月23日 星期一

综合新闻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记者9月16日从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
物研究所获悉，近日，该所春小麦育种创新团
队对在巴里坤县奎苏镇创建的春小麦新品种

“粮春1758”百亩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打验收，
百亩方平均单产达到796.10公斤/亩，创造全
国春小麦百亩方实打实收单产最高纪录。

“粮春1758”是新疆农业科学院春小麦育
种创新团队选育的突破性春小麦品种，具有
分蘖早、分蘖成穗率高、千粒重高和品质优良
等特性。在2023年的小面积科研示范中，连
续创造841.6公斤/亩和848.42公斤/亩的全
国优质春小麦高产纪录，2024年的小面积科
研示范产量也达到821.4公斤/亩。

此次巴里坤县新品种春小麦实打验收经
新疆农业农村厅申请，由全国农技推广服务
中心组织。测产专家组组长、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春小
麦是中国小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测
产成果拉近了春小麦与冬小麦在优质高产方

面的差距，彰显了该品种在提高春小麦产量
方面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科技与生产有效
结合的重要成果展示。

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
员、新疆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巴里坤综合试验
站站长梁晓东表示，围绕新疆生态特点和市
场所需培育新品种，以及如何将小面积的科
研试验转变为大面积的高产示范是今年团队
的重点工作。今年伊始，该团队在新疆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多点创建百亩高产示范田，
并把推广优良品种、适期早播、种肥分离、水
肥一体化、化学化控、“一喷三防”等试验田总
结关键技术向种粮大户进行推广，精准做到
把科学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今年，该团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
三师红山农场四连大寨地创建的春小麦新品
种“粮春1758”百亩高产示范田，平均单产也
取得768.42公斤/亩的好成绩。

（据中国新闻网）

本报达州讯（王金鹏 农
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
者 闫瑜涛）9月19日，由四
川省商务厅、中共达州市委、
达州市人民政府、农业科技报
社指导，中共宣汉县委、宣汉
县人民政府与达州市商务局
主办，宣汉县委宣传部、宣汉
县商务局、宣汉县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承办的“味美四川·寻
味宣汉”——宣汉县巴人生态
美食文化活动在四川省宣汉
县宏帆巴人广场举行。吸引
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与美
食爱好者共襄盛举，一同探索巴文化的深厚
底蕴，品味宣汉独有的生态美食盛宴。

活动现场，四川省旅游学会川菜美食文
化专委会主任、国家特级烹饪大师、宣汉首届
美食评审组组长胡晓远教授发布了“巴人家
宴”菜单，以及14道“巴人名菜”、15道“巴人
民间特色菜”和7道“巴人名小吃”，现场嘉宾
为入选的美食授牌。《农业科技报》传媒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致辞并为宣汉县授予“巴人
生态美食文化之都”称号。

宣汉县地处大巴山区，是“中国巴文化之
乡”。本次活动旨在展示当地生态农产品与
特色美食，促进“生态食材+生态美食+巴文
化”深度融合，丰富“生态美食文化”内涵。

四川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味美四
川”系列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
已成为展示四川美食文化、促进餐饮消费的
重要平台。宣汉县举办此次活动深入挖掘特
色饮食文化和烹饪技艺，助力提升宣汉县美
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服务领域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

“期待通过举办本次巴人生态美食文化

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宣汉、爱上宣汉，为宣汉
旅游业、商贸业和餐饮业注入新的活力，激活
文旅消费新引擎，并加强川渝万达开地区生
态美食文化交流，拓宽川渝地区经济合作的
新领域，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美
食文化品牌。”宣汉县委相关负责人说，未来
将继续深化美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通过举
办更多类似的活动，不断提升宣汉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为宣汉县实现“百强晋位、冲刺千
亿”目标提供强劲的消费动力。

据悉，此次活动是宣汉县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致力于提升服务品质，丰富消费
场景，通过举办特色餐饮促销活动，深入挖掘
巴文化内涵，展示生态产品特色。活动以美食
为桥梁，以文化为纽带，巧妙地将“生态食材+
生态美食+巴文化”相融合，通过挖掘和传承巴
人美食文化，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创新服务消
费新场景，极大地丰富了“生态美食文化”的内
涵，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提升宣
汉生态农产品与特色美食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活动将持续开展到10月31日。

开栏语：水土保持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
水资源安全、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性工作。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
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水土保持工作显得尤
为重要。为了增强公众对水土保持的认知，促
进可持续发展，陕西省水利厅与《农业科技报》
联合推出“水保国策大家知”专栏，将定期发布

《黄河保护法》《水土保持法》以及水土保持工作
相关的普法与科普内容。

希望通过这一专栏，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水
土保持的法律法规，掌握水土保持的科学知识，
增强社会各界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视和参与
度，为建设生态家园、实现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1991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2010年12
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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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

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灾害，
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
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水土
保持活动，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水土保持，是指对自然因素和人为
活动造成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第三条 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预防为主、保护
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突出重
点、科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
土保持工作的统一领导，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
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水土保持规
划确定的任务，安排专项资金，并组织实施。

国家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目标责任
制和考核奖惩制度。

第五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
的水土保持工作。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
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
管理机构），在所管辖范围内依法承担水土保持
监督管理职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农业、国土资源等
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的水土流失
预防和治理工作。 （未完待续）

——四川省宣汉县巴人生态美食文化活动盛大启幕

水保国水保国策策
大大家知家知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