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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产量连续8年站稳1.3万亿斤台阶

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二批全国
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

把农民收入这块短板
尽快补起来

刚刚过去的一年，我国粮食生

产再夺丰收，粮食产量连续8年保

持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生产喜

获“十九连丰”。一路走来，殊为不

易，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731亿

斤、增产74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大豆自给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

今年，我国将确保全年粮食种

植面积稳定在17.7亿亩以上，力争

有所增加；确保粮食产量在1.3万

亿斤以上，力争多增产。目前，冬

小麦面积3.3亿亩以上，墒情比较

好，基本可以实现壮苗越冬。

种粮农民有账算、
有钱赚、得实惠

“粮食托市收购，保险跟着

种粮走，有国家给咱兜底，种粮

放心着呢！”在黑龙江省五常市

杜家镇半截河子村，粮农乔文志

领办了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

社，运用数字技术，集育种研发、

基地种植、稻米加工、休闲旅游

于一体，优质大米销售到200多

个大中城市。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

供给，强化农民种粮收益保障，国

家稳定和完善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稻谷小麦最低收

购价、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

补贴等政策，扩大三大粮食作物

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范

围，中央预算内投资、省级统筹的

土地出让收益使用向产粮大县倾

斜。2022年，中央财政累计下达

粮食生产补贴资金3500多亿元，

中央财政还分3批累计下达种粮

农资补贴资金400亿元，直接补

贴到种粮农民手中。今年，国家

将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和补贴力

度，切实提高种粮农民和粮食主

产区“两个积极性”。

近些年，国家采取强有力措

施恢复早稻生产，早稻播种面积

大幅增加。目前，我国确保水稻

面积常年稳定在4.5亿亩左右、

产量稳定在2亿吨以上。今年，

我国将分品种压实种植面积，以

大豆、玉米为重点启动主要粮油

作物单产提升工程，再扩种大豆

油料1000万亩以上，力争食用

植物油自给率提高1个百分点。

确保粮食产得出、
供得上、供得优

“耕地质量好，种粮有依

靠。”正忙着给越冬小麦田管，江

西省遂川县雩田镇种粮大户郭

海生有底气，“有了高标准农田，

大型农机进出方便，一亩水稻连

收带运，只需300多元，去年亩

均产量比以前高出80斤以上。”

藏粮于地，耕地保数量、提

质量，“饭碗田”更有劲。党的十

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到2022年底，全国

已经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

亩，保障粮食产能在1万亿斤以

上。新征程上，我国将逐步把永

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

田。今年要继续加强高标准农

田建设，新建4500万亩、改造提

升3500万亩，让每一寸耕地都

成为丰收沃土。

粮食产得出、供得上、供得

优，提质增效取得扎实进展。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年

年抓紧，数量上有保证，质量上

有保障，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的

变革。目前，全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6%

以上，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

品产量占比达到11%，数量累计

达6.2万个。 （据《人民日报》）

利用农科资源开展幼儿园种植活动
■ 杨凌高新幼儿园 符丹彤

儿童发展与研究⑦

主办：《农业科技报》编辑部
协办：杨凌高新幼儿园

一、开展多样化种植活动，激
发幼儿种植兴趣

多样化的种植活动可以为幼

儿探索各种植物生长过程和生长

规律提供条件，是实现种植课程

价值的前提。种植活动的多样化

表现为：植物种类的多样化，可选

择种类不同的蔬菜、植物等进行

种植；植物形态的多样化，有意识

地挑选高矮不同、叶子形状不同、

食用部位不同的植物进行种植；

植物生长多样化，为幼儿挑选喜

好不同的植物进行种植，有喜阳

的植物，也有喜阴的植物；种植方

式多样化，可以选择水培、土培两

种方式相结合，让幼儿探索不同

培育方式下植物生长的不同；种

植环境多样化，可以选择在室内

自然角进行种植，也可以为幼儿

开辟室外种植场地。

二、支持幼儿大胆探索、自主
发现

支持幼儿大胆探索、自主发现

是实现种植课程价值的关键，当幼

儿对植物的生长充满疑问时，教师

应不急于告知幼儿答案，而应鼓励

幼儿大胆尝试、自主发现，引导幼

儿发现不同环境中生存的植物的

不同、不同植物生长规律和生长周

期的不同，探寻植物与环境、温度、

湿度的关系。幼儿通过自主观察

和实验，建构自己的科学经验，获

得种植知识。

三、鼓励幼儿与同伴交流和
讨论

幼儿同伴间的交流和讨论可

以推动探究活动持续深入进行。

种植过程中，幼儿非常乐意与同伴

交流讨论自己的观察与发现，当幼

儿将自己的疑问与发现和同伴讨

论，而同伴也没有给予答案时，个

别幼儿的疑问就会变成大家的疑

问，继而变成大家探索、发现的内

容之一。当幼儿将自己的发现与

同伴讨论时，一方面需要幼儿能清

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提出自己的

观点，接受其他幼儿

的质疑，有时需要再

实验、再观察，才能寻

找充足的证据，以验

证自己的观点，这一

过程中，不仅提升了幼儿语言表达

能力、探索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幼

儿思维能力。

四、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
教师引导是实现种植课程价

值的重要条件。观察是幼儿探索

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幼儿阶段的观

察通常具有无目的性和随机性，而

随机性的观察不利于幼儿发现植

物生长的规律和变化。教师应指

导幼儿制定观察计划，有目的、有

计划的进行观察。如引导幼儿进

行同一植物间的横向对比观察，比

较同一植物个体间的不同，探索不

同生长环境、不同生长温度和植物

生长之间的关系。

五、丰富学习方式，积累科学
认知

活动开展过程中，以外出参

观、聆听专家讲解、查阅图书等为

辅助手段扩充种植知识。教师可

以根据活动需要带领幼儿外出参

观果蔬种植基地或邀请植物专家

进园为幼儿讲解种植知识、答疑解

惑，丰富幼儿植物种植认知；教师

还可以为幼儿播放植物生长录像、

和幼儿一起查阅图书、照片等，丰

富、拓展幼儿种植经验。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农民“钱袋子”鼓不鼓，检验

着农业农村工作的实效，衡

量着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质

量和成色，更关系着乡村振

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

调，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

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

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陕西省政府工

作报告也指出，农村依然是

全省现代化建设短板，要推

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

济增长同步，城乡居民可支

配收入比持续缩小。

让农民富起来、“钱袋

子”更鼓，还需要各级各部门

继续加力，在增加农民工资

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

收入、财产净收入等方面全

面发力，在发展中不断提升

农民收入水平。要把牢县域

经济这个最重要的战略抓

手，推动更多政策、资金、力

量向县城倾斜下沉，因地制

宜推进城镇平台、产业平台、

创新平台、投融资平台建设，

逐步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商

贸物流体系、公共服务体系、

社会治理体系，做大做强特

色经济、联农带农经济和集

体经济。要聚焦产业振兴这

个乡村振兴中最关键的任

务，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

树品牌，落实好相关产业帮

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

培育更多像小木耳、苹果这

样的富民产业，依托“3+X”

特色产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要效益。要坚持科技和

改革双轮驱动，依托秦创原、

杨凌示范区等加强农业科技

创新，持续深化农村改革，不

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活

力。要大力推动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千方百计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把农民收入

这块短板尽快补起来。

农 业 农 村 工 作 ，说 一

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

是关键。继续把增加农民

收入作为中心任务，把中央

和省委的各项决策部署实

施好、落实好，就一定能够

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

面，让广大农民群众的“钱

袋子”越来越鼓。

■ 汪曼莉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

第二批全国种植业“三品一

标”基地，经各省推荐、专家

评审，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

镇天安蔬菜基地等 100个

基地成功入选。

据介绍，此次公布的

100 个基地是围绕粮棉油

糖、果菜茶药等主要种植业

产业遴选出的新一批种植

业“三品一标”基地，多为专

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

农场、龙头企业等领头，每

个基地种植规模一般粮棉

油不少于1万亩，果菜茶不

少于5000亩，药材、蚕桑等

特色作物不少于1000亩。

（据《农民日报》）

1月25日，河北省滦

州市茨榆坨镇的农民在

大棚里采收萝卜。

春节期间，滦州市的

大棚果蔬正处于集中上

市阶段，农民们忙着采摘

供应市场，丰富百姓的节

日餐桌。 杨世尧 摄

采摘果蔬采摘果蔬
保供节日市场保供节日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