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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等部门部署开展2023年“三下乡”活动

【各地资讯】全力夺取夏粮
和全年粮食丰收

今年汛期我国气候
状况总体偏差，农业农
村部部署安排防汛抗
旱工作

陕西省白水县：

开展仓颉手植柏
航天育种幼苗植树活动

本报渭南讯（农业科技

报记者 陈小文）近日，陕西

省白水县开展“保护古树名

木 传承中华文明”仓颉手植

柏航天育种幼苗植树活动。

据仓吉庙工作人员介

绍，这些幼苗的籽种来源仓

颉庙内的仓颉手植柏，经筛

选、检验具备出芽繁殖条件

的种子，搭载长征五号B运

载火箭飞上太空。2020年

6月，陕西省航天育种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将从太空“遨

游”回来的仓颉庙手植柏籽

种交回白水，开始繁育。

2022 年，第二次全国

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公

布，树龄在 5000年以上的

古树全国仅有5株，仓颉手

植柏就是其中一株。仓颉

手植柏树枝苍劲挺拔、冠盖

蔽空，至今依然四季常青、

枝繁叶茂，是仓颉庙景区文

化遗存和历史见证。

据中国气象局预测，今年汛期

我国气候状况总体为一般到偏差，

旱涝并重，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

害明显，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

降水呈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降水

偏多、可能出现较重汛情，长江中

游降水明显偏少、可能发生高温干

旱，台风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

海，北上的可能性大。为科学有效

应对不利气象条件，近日，农业农

村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提早做好

农业防汛抗旱工作，努力减轻灾害

影响和损失，全力夺取夏粮和全年

粮食丰收。

高度重视细化落实责任。要

牢固树立抗灾夺丰收思想，增强风

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把农业防

灾减灾作为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抓好粮食生产的重要任务，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技术指导，细化

灾前防御、应急救灾、灾后恢复等

环节责任，做到灾害来了事情有人

管，技术有准备、物资有储备，最大

程度减轻灾害损失。

扎实做好汛前各项准备。强

化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沟

通会商，进一步完善会商研判、监

测预警、协同处置等工作机制。加

强对本地区灾害的预测预判，制定

完善针对性、技术性、操作性更强

的预案。扎实开展汛前检查，全面

排查整改渔业、农垦、农机等重点

领域风险隐患，较真碰硬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确保安全度汛。抓

紧调度救灾种子、抗旱排涝机具等

物资储备情况，及早检修设施机

具，备足应急救灾物资。依托农

机、植保等社会化服务组织，组建

常态化应急服务队，经常性开展应

急培训演练，确保关键时候能拉得

出、用得上、顶得住。

分区分类推进科学防灾减
灾。北方地区要防汛抗旱两手

抓。要及早搞好沟渠清淤疏通，提

前备好排涝机具，调剂调运柴油、

水泵等救灾物资，及时抢排积水。

同时提早做好局部抗旱准备，特别

是传统易旱区要多打抗旱机井，检

修灌溉设施，多备引水调水提水拉

水送水设备，做足农艺抗灾准备，

一旦旱象露头，及早浇水保墒、喷

施抗旱保水剂。

搞好抗灾救灾指导服务。加

密雨情、墒情、灾情调度，及早发现

苗头性、趋势性问题，会同气象部

门联合发布预警信息，提早做好应

对准备。汛期坚持24小时值班制

度，第一时间调度掌握灾情，科学

评估灾害损失。建立包保联系工

作机制，组织农技人员和科技小分

队深入生产一线，包片蹲点、进村

入户分类指导，开展各种形式在线

培训，落实防灾减灾关键措施。充

分发挥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作用，示范带动小农户

科学抗灾。搞好种子、肥料、农药、

柴油等农业生产救灾物资调剂调

运，确保抗灾救灾需要。

（据《农民日报》）

安徽省霍邱县城关镇：

提升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照料服务

本报六安讯（通讯员

张照坤）为进一步提升安徽

省六安市霍邱县城关镇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生活质量，

尽快解决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照料服务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日前城关镇对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

工作提出优化升级部署。

一是做好摸底排查。

各村（社区）要对区域内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逐人逐户

上门走访排查，全面掌握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自理能

力状况和供养意愿，并对

住房安全、环境卫生、安全

饮水、用电、用气和私拉电

线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切实消除安全隐患，防止

发生安全事故。

二是落实服务照料。

要求根据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的实际情况，分类服务，

并制定了详细的服务标

准，通过对服务人员进行

培训，确保服务对象满

意。同时，对确属个人意

愿不愿入住养老机构的分

散特困人员，确定其亲属

或村社区两委人员为包保

联系人，每周开展一次走

访探视服务。

4 月 30 日，河南省商丘市宁陵

县阳驿乡商会合作社种植的“空中

西瓜”陆续成熟，吸引许多游客前来

采摘。

近年来，宁陵县引导农民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种植，有效

促进当地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助推

乡村经济振兴。

本报通讯员 徐硕 摄

“空中西瓜”
迎客来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进

一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中央宣传

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国

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

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

科协日前印发通知，部署了 2023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通知强调，要加强农村思想道

德建设，持续唱响主旋律、传播好

声音、激发正能量。拓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建好用好农村文

化阵地，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创作推出更多反映农情农事、充满

农趣农味的文艺作品，更好满足多

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

续推动科技助农科技兴农，加强科

普宣传，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宣传普及

健康知识，开展乡村妇女儿童关爱

帮扶行动，加强养老服务和心理健

康服务，着力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 （据新华社）

威宁被认定为贵州省
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本报威宁讯（通讯员

刘军林）日前，贵州省农业

农村厅发布了《贵州省农作

物良种繁育基地和种质资

源保护单位公告》，由威宁县

农业农村局组织申报的“贵

州省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成功入选，成为贵州马铃薯

良种繁育基地认定的县。

威宁此次通过省级马

铃薯良种繁育基地认定，

将为威宁马铃薯产业构建

基地优质品牌，争取相关

资金向基地集聚，对促进威

宁马铃薯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提升威宁马铃薯种薯市

场知名度，巩固国家第一批区

域性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和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地位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月8日，由农业农村部市场

与信息化司指导、中国农业大学主

办的2023中国农业品牌创新发展

大会在北京召开。

近年来，农业品牌推进机制逐

步健全，31个省（区、市）均出台品

牌支持政策；发展基础日益夯实，

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有效用标

产品达6万余个，新增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库容1800万吨；培育数量

稳步提升，全国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重点培育区域公用品牌超 3000

个，农业品牌对产业提质增效和农

民增收带动效益明显增强。

会议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农业品牌在保障供给、提升科

技装备、完善经营体系、加强产业

韧性、提升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将发

挥重要的牵引作用。加快推进农

业品牌发展，要立足我国国情，遵

循品牌建设基本规律，聚焦特色产

业，做活“土特产”，加快培育一批

“乡字号”“土字号”产品品牌；抓住

两个“三品一标”，以高质量供给夯

实品牌发展根基；创新品牌营销，

推动渠道优化升级，加快构建农产

品营销服务体系；加强对外合作推

广，讲好中国品牌故事，推动中国

农业品牌“出海”。

（据《农民日报》）

2023中国农业品牌
创新发展大会在京召开

陕西省丹凤县商镇：

绘就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
本报商洛讯（农业科技

报记者 周廷）今年以来，陕

西省丹凤县商镇以“乡村振

兴提质年”为抓手，聚焦特

色产业、生态保护、文化产

业、人才培养、组织建设，全

力推进乡村振兴提质、提

效，努力将全镇工作提升一

个新台阶。

该镇持续扩大“菌药果

畜酒”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构建“龙头企业+基地+农

户”的联农带农模式，推动

特色农业接二连三、全产业

链发展。对全镇3.5万亩核

桃产业进行综合科管，加强

对商山村、张村、商镇社区

等村1.2万亩核桃产业基地

提质改造，提升北坪、黑沟河

2300亩水杂果基地产品质

量；扩大中蜂养殖、中药材种

植规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