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企业“把脉支招”精准破解发展难题
陕西省家兔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任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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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做好寒潮防范应对
确保蔬菜稳产保供

冬日育苗忙

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要求

1 月 10 日，河北省

唐山市丰南区大新庄镇

一家育苗基地的工人在

管护西红柿秧苗。

连日来，丰南区农

民抢抓农时，开展蔬菜、

瓜果幼苗培育工作，为

农业生产和种苗市场提

供保障。

近年来，唐山市丰

南区立足区域农业生产

特色，通过“订单育苗”

的方式，带动蔬菜瓜果

秧苗专业化生产和经

营，推动当地农业高质

量发展。 杨世尧 摄

甘肃精心描绘农业强省建设“路线图”
1月10日，甘肃省委农

村工作会议召开，2023年

甘肃全省三农发展的主要

目标是：全省一产增加值增

长5%以上，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 7.5%，粮

食面积稳定在4000万亩以

上，粮食产量保持在1200

万吨以上。未来5年，甘肃

将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

成，打造10个百亿级产业

大县，打造生猪、苹果2个

五百亿级产业集群，打造

牛、羊、蔬菜、中药材4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

重庆建立健全防范因灾返贫长效机制
近日，重庆市乡村振兴

局、民政局、财政局等九部

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建立健

全防范因灾返贫长效机制

的通知》提出，健全并实施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机制，推进建立健全防范因

灾返贫长效机制，有效应对

灾情影响，切实防止因灾返

贫致贫，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的底线。

（本报综合）

据中国气象局预计，近日强冷

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此次过程具有降温剧烈、雨雪范围

广、降水相态复杂的特点，可能给

蔬菜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为进一

步落实落细灾害防范和应对措施，

1月11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

切实做好寒潮防范应对确保蔬菜

稳产保供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部署蔬菜防灾减损稳产保供

工作。

《通知》强调，春节将至，蔬菜

进入消费旺季，保障蔬菜供应充

足、价格平稳运行，满足人民群众

节日需求，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认识保障

蔬菜有效供给对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蔬菜保供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压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把做好寒潮

防范应对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任

务，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

主动科学应对，强化指导服务，千

方百计化解灾害不利影响，降低在

田蔬菜生产损失，确保春节蔬菜市

场供应稳定。

《通知》要求，一是主动科学应
对。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部门

沟通会商，完善防范应对预案和针

对性措施。通过广播、电视、短信、

微信等渠道，及时将预警信息和应

对措施通知到生产主体，增强主动

避灾、科学防灾意识，提前做好农

资和防寒增温物资储备。二是强
化防寒措施。 北方地区重点做好

日光温室维修加固、保温增温、积

雪清扫等，防止设施受损和冻害发

生。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及时检

修大棚骨架，移除遮阳网和防虫

网，做好棚内增温补光，提高保温

性能。南方露地蔬菜提前中耕培

土护根防寒，积极采用无纺布、农

膜等浮动覆盖方式防寒。三是强
化田间管理。 及时清沟排渍，科

学调控肥水，强化病虫防控，促进

植株恢复生长。根据市场和天气

情况，及时采收成熟蔬菜。灾损严

重的地块，因地制宜抢种速生叶

菜，减少因灾损失，增加蔬菜供应

量。四是保障顺畅流通。 加强蔬

菜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信息监

测，适时发布有关信息，引导蔬菜

生产经营主体合理安排上市档

期。指导大中城市健全应急保供

机制，完善应急保供生产、运销主

体名录，提前做好供需对接、运力

储备。强化部门协调配合，落实好

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提升流通效率。

（据《农民日报》）

本报讯（农业科技报记

者 王海明）2022 年 12 月

26日，记者从陕西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按照《陕西省

“十四五”生态农场创建实

施方案》要求和“主体申

报－县级初审－市级评

审－省级审定”程序，陕西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

各市（区）推荐的48家生态

农场进行了现场评审和综

合评价，共遴选出商洛盛

泽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太白县绿蕾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 39 家省级生态农

场。此外，择优推荐的5家

国家级生态农场已获农业

农村部科教司认定。

方案要求，陕西各市

（区）要引导国家级和省级生

态农场主体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全程推广应用标准化生

态农业技术，提高产地环境

质量，推行绿色低碳循环生

产，打造绿色生态品牌，在落

实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推

进生态农业建设、加快农业

绿色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同时，总结推广一

批生态农业技术模式，探索

一套生态农业扶持政策，构

建一套生态农业监测体系，

发挥头雁效应，带动全省绿

色低碳循环农业发展。

本报西安讯（农业科技报记者

胡润田 陈萍）1月11日，陕西省家

兔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教授任战军，同岗位专家崔

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副教授刘亚平等一行，前往西

安市鄠邑区考察家兔产业发展情况，

并开展了技术服务和指导。

任战军一行首先来到秦渡镇崔

家湾村户县屯垦养殖场。“通风效果

不太好，光线也不是很明亮，环境卫

生及投喂营养不均衡会直接影响到

家兔养殖，导致兔子容易生病。”任

战军现场向户县屯垦养殖场负责人

提出了养殖场存在的问题。

户县屯垦养殖场是一家从事

畜牧业的企业，以养殖和销售兔子

为主，养殖兔子5000多只。在养

殖场发展过程中，如何让兔子健康

成长，不生病，好销售，是养殖场负

责人一直犯愁的问题。

在技术服务中，经过深入交流

沟通和专家的指导，现场提出初步

解决办法，养殖场负责人脸上也有

了笑容。据悉，类似这样的专家深

入养殖企业指导技术的活动，深受

养殖户的欢迎。

随后，任战军一行还来到鄠

邑区中心南街的胜百味烧烤兔店

考察了家兔加工和销售环节市场

情况。

胜百味烧烤兔店

是一家经营25年的

老字号兔肉烧烤店。

该店负责人介绍说，

平常每天能卖200多

只烤兔，高峰期一天

能卖400多只，一斤

价格65元，一只烤兔的价格大概

是70元左右，经济效益很可观。

“‘地产地销’这种农业生产销

售模式，强调了农产品的安全和新

鲜度，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模式。”任

战军对胜百味烧烤兔店的加工销

售模式进行了肯定。

据悉，任战军常年到基层服务

企业，每年培训技术人员近1000

人次，为家兔养殖和肉品加工企业

提供技术和产业发展指导，增加养

殖效益。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

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大力

推进坡耕地水土流失治

理。据此，水利部将会同有

关部门聚焦耕地保护、粮食

安全、面源污染防治，以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大力

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

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

近年来通过监测显示，

坡耕地水土流失面积占全

国水土流失面积的比重有

所上升，这表明坡耕地治理

的速度相对缓慢，迫切需要

加大坡耕地治理力度。国

家有关部门要继续支持坡

耕地水土流失治理，地方要

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快推进
长江上中游、黄土高原和东
北黑土区等重点区域坡耕
地水土流失治理，因地制宜
完善田间生产道路、坡面水
系等配套设施，提升耕地质

量和效益；

发挥好水

利部门牵

头组织和

统筹协调

作用，加强

部门间配

合，一体推

进坡耕地

治理相关

项目实施，

有条件的

地方要把

缓坡耕地

水土流失

治理与高

标准农田

统筹规划、同步实施；进一

步完善工程建设和管理机

制，大力推行以奖代补、以

工代赈等建设模式，调动和

发挥好村级组织、土地使用

者、承包经营者的积极性，

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和项

目区群众参与工程建设。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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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家和陕西省级
生态农场名单出炉

商洛盛泽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太白县绿
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各地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