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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实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
千方百计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7月22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

农业防灾减灾保秋粮丰收工作推进视

频会。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

书记、部长唐仁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

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锚定今年粮食生产目标

任务，全力以赴落实晚稻和晚秋作

物面积，环环紧扣抓好秋粮田间管

理，毫不放松抓实农业防灾减灾，千

方百计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会议强调，要抢抓农时收获早

稻、插种晚稻，加强农机调度，抓紧

收获腾茬、整地泡田，发挥好社会

化服务组织作用，开展代收代耕、

代育代插等服务，确保种了早稻的

地块和秧田全部种上晚稻。深挖

潜力扩大晚秋作物面积，提前做好

农资调剂调运，引导农民利用好空

闲田、边角地等，因地制宜发展间

套种等模式，扩大秋马铃薯、秋红

薯、秋玉米等种植。要切实抓好秋

粮作物田间管理，紧盯水稻、玉米、

大豆等重点作物，分长势、分类型

因地制宜落实好肥水调控措施，落

实落细秋粮稳产增产关键技术措

施，努力释放单产潜力。

会议强调，要分区施策抓好气

象灾害防范，东北和黄淮海地区重

点防范局部内涝，抓紧搞好沟渠清

淤疏通，提前备好排涝机具，同时加

强墒情监测，防范“涝旱急转”；长江

中下游及华南地区要重点防好高温

干旱和台风，提早调度储备抗旱水

源，多备引水调水提水拉水送水设

备，并适时采取浅水勤灌、日灌夜排

等农艺措施，尽量减轻旱灾损失，密

切关注台风生成和移动路径，做好

灾前防范和灾后生产恢复准备；西

南、西北要坚持抗旱防涝两手抓，把

物资、技术、人员等准备工作做得更

扎实更充分。 （据《农民日报》）

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农业防灾减灾保秋粮丰收工作推进视频会强调 本报渭南讯（全媒体记者 陈小文)7月

20日，由陕西省渭南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奋

斗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推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主题采访活动来到富平县山西村，感

受人居环境治理后的乡村新貌。

近年来，富平县认真学习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以“红黄旗”制度为抓手，以全域

无垃圾为目标，高质量推动管护机制建设、

村容村貌提升、“三大革命”（厕所、垃圾、污

水治理），着力建设“有颜值、有诗意、有温

度、有底蕴、有活力”的中国北方最美县，让

农村环境宜居宜业、农民生活富裕富足。

山西村位于庄里试验区西北方向7.5公里

处，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辖9个村民小组722

户2801人，柿子种植和加工是山西村群众增

收的支柱产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村集

体抓住机遇，成立山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争

取苏陕扶贫项目资金100万元，入股陕西新农

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招引陕西大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流转土

地1400亩，建成千亩标准化柿子示范园，年收

益70万元，解决劳动力100余人。

今年以来，山西村按照乡村振兴示范村

创建的标准，以乡村建设为抓手，动员广大

群众，实施整治杆线、乱搭乱建行动，开展全

村房屋外立面提升改造，着力打造两个示范

组和一条示范巷道。同时，成立了环境卫生

整治领导小组，负责对全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行动的督

促、检查，定期召开环境卫生会议，总结经验，研究解决

存在的问题，确保了全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行动的顺利

推进。并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环境卫生长效运行机制，

实现常态化管理，着力推动人居环境由“短期清脏”向

“长期清洁”转变，由“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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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务本

村探索发展棚膜经济，通过政府引导流转整合

土地投资建设大棚等基础设施，农民租用经营

的模式，开发建设果蔬种植基地，带动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增收。图为7月21日，务本村村民

在大棚内查看葡萄长势。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由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

中央网信办和全国工商联共同

举办。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

专业赛作为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重要组成部分，秉承“政府引导、

公益支持、市场机制”的模式，发

现和挖掘乡村振兴及现代农业

领域关键技术创新创业项目，加

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产业

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

的有效整合，发掘一批农业资源

优势与地方文化特色，为创意农

业与品牌农产品打造注入新动

力，促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主办单位：杨凌示范区管

委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

职业技术学院

支持单位：松禾资本、大

一资本、众投邦、合创资本、大

米创投、关天资本、中科投资、

陕西创投协会、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校友企业家联盟、陕西农

林卫视

承办单位：杨凌示范区创

业服务中心、杨凌示范区党工

委宣传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推广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团

委、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

合处

协办单位：秦创原（杨凌）

农业创新促进中心、杨凌示范

区共建融合办、杨凌示范区科

技创新和转化推广局、杨凌示

范区金融监管局、杨凌示范区

产业投资促进局

二、赛项设置

（一）产业技术创新赛道：分
初创组和成长企业组两个组别。

（二）创意农业赛道：分创

意农业园区和创意农产品设计

两个类别。

三、参赛条件

（一）产业技术创新赛道
1.初创组
（1）项目应具有创新能力和

高成长潜力，主要从事农业高新

技术研发、生产、服务等，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

（2）项目负责人社会信誉

良好、无不良记录；

（3）工商注册日期在2021

年1月1日（含）之后的企业或

未注册企业的创业团队；

（4）在第十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

专业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项

目不能参加本届大赛。

2.成长组
（1）项目应具有创新能力和

高成长潜力，主要从事农业高新

技术研发、生产、服务等，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

（2）企业经营规范、社会信

誉良好、无不良记录；

（3）工商注册日期在2021

年1月1日之前；

（4）在第十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

专业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企

业不能参加本届大赛。

（二）创意农业赛道
1.创意农业园区设计类
（1）范围种类：主要包括农

业主题园区、特色农庄和美丽

乡村等。

（2）参赛要求：参赛作品要

把农耕文化、农业科技和艺术

结合起来，既要有空间布局规

划，又要有产业和体验项目的

创意设计，围绕“农”字主线，向

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健康养

生等其它领域拓展延伸，强调

艺术化和美学意蕴。设计作品

要有可操作性。

①农业主题园区设计。围

绕现代农业园区的规划设计，对

温室布局、品种布局、科技支撑、

控制系统、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

规划，深入挖掘特色农耕文化，

突出特色和主题，提升园区的文

化意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设

计完成后能够落地建设。

②休闲农庄设计。根据不

同地理环境、地质条件、水文状

况、现状建筑等进行休闲农庄

的规划，突出农事体验、生态观

光、休闲度假等多种休闲生态

功能，设计要具有较强的可实

施性和合理的投入产出比。

③美丽乡村设计。围绕村

庄改造升级，选取有典型意义的

村庄，进行全部或部分改造设

计，包括居住环境、产业布局、农

耕文化传承等，对乡村民宿、农

家乐、村史馆结合村情进行设

计，对墙体、道路景观、绿化、厕

所、污水等进行改造设计，设计

要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

2.创意农产品设计类
（1）范围种类：农业文创产

品、创意景观（绿植创意景观、

田园建筑创意、环保生态创意

景观、农作物创意景观、创意盆

景、插花等）、创意农产品、创意

包装、创意果蔬盆栽等产品。

（2）参赛要求：参赛作品必

须以农产品或其周边原料，在传

统农业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创意

开发，增加其审美性、文化性、科

学性和观赏性，能够反映农耕文

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乡村非

遗，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延长农业产业链、

提高农业产品竞争力。

四、比赛安排

大赛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进行，具体安排可登录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www.

cxcyds.com），点击“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查看，本

次比赛不向参赛企业收取任何

费用。

联 系人：殷先生

联系电话：029-87030000
电子邮箱：609110513@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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