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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资讯】

西安新一届“桃王”名单出炉！

农业农村部：

全力打好“虫口夺粮”攻坚战
努力赢取中晚稻丰收主动权 紧急预拨3.2亿元

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荷花经济”助增收

7月5日，财政部、应

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2亿

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

金，支持重庆、四川等16

个省（区、市）做好洪涝、

地质灾害救灾工作。

其中，防汛救灾资金

2.5 亿元，地质灾害救灾

资金0.7亿元，由地方统

筹用于应急抢险救援和

受灾群众救助，重点做好

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

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

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

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

等工作。

财政部要求各省级

财政部门及时下拨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切实加强资

金监管，充分发挥资金效

益，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据新华社）

7月 4日，农业农村部在湖南

省衡阳市召开水稻病虫害统防统

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现场会。会议

强调，各地要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

施，大力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

融合，全力以赴实现“虫口夺粮”保

丰收。

早稻病虫害已防治2.2亿亩次

据介绍，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工作，农业农村部

门行动早、措施实，早稻病虫害已防

治2.2亿亩次，应防处置率达95%以

上，有效遏制了二化螟、水稻“两迁”

害虫等重发危害，有力保障了水稻稳

产丰收，早稻实现了危害损失率控制

在5%以内的目标。

当前大部中晚稻区病虫害发

生明显重于上年，多数病虫具备偏

重至大发生基数。水稻“两迁”害

虫已发生8970万亩次，西南、华南、

江南部分稻区呈大发生态势，长江

流域迁入期比常年提早 20—30

天。加上气候异常诱发病虫害进

入暴发期等不利因素，今年防控工

作面临巨大挑战。

努力赢取中晚稻丰收主动权

会议强调，各地思想上要高度

重视，行动上要上下协同，措施上

要多出实招，全力打好“虫口夺粮”

攻坚战，最大限度降低危害损失，

努力赢取中晚稻丰收主动权。

一要认真排查病虫害成灾风

险点，及时梳理病虫害发生形势和

防控薄弱环节，针对性做好预警和

防范，确保防控措施到位。

二要根据病虫害发生实际，优

化防控预案，及时调整防控对策措

施，提高防控的针对性。

三要加密布设智能测报设施

设备，完善监测预警网络，集成推

广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合理选

用高效低风险农药，提高防控的有

效性。

四要统筹用好中央财政病虫

害防控补助资金，积极争取地方财

政支持，调动农民等生产主体增加

投入，大力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

控融合，提高防控组织化程度和科

学化水平。

五要抓住关键时期、针对薄弱

环节，加强督促指导，促进防控措

施落实到位，决不能因监测不到

位、防控不及时，导致病虫害大面

积暴发成灾。

（据中国经济网）

本报西安讯（农业科技报记者

胡润田）又到桃子成熟的季节，7月

6日上午，由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人民政府主办，西安市长安区农业

农村局、西安市长安区王莽街道办

事处承办的2023陕西水果网络特

色季·西安时令水果鲜桃主题宣传

推介暨“长安鲜桃”采摘节活动，在

长安区王莽生态农业园盛大开幕。

在鲜桃评优环节，来自鄠邑

区、长安区、临潼区、阎良区、灞桥

区、高陵区、蓝田县、周至县、西咸

新区等9个区县，30个经营主体选

送的49个品种 68份参赛样品桃

子，角逐今年的“桃王”。这些集中

亮相的鲜桃样品，先要通过速测仪

检查农残是否超标，合格后才能进

行“甜蜜度”检测。

评优现场，依次编号的68个

鲜桃样品有黄色、粉红、深红色的，

也有圆形、心形、扁形。大如手掌

的蟠桃、状如苹果的蜜桃、拳头大

小的毛桃、果皮光滑的油桃，营养

丰富的黄桃，个个形状端正、色泽

漂亮。早黄金、中油金帅、沙红、黄

金蜜、锦春等品种应有尽有，品类

丰富。

评选期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省市果业专家组成的评比组成员，

通过观察、品尝、仪器测量等，从果

样的外观大小、着色均匀度、果形整

齐度和口感的甜酸度、果实香味等

方面，对参赛样品进行反复品鉴、综

合评价、逐一打分，并评出金奖5名，

银奖10名，优质奖20名。

经过激烈角逐，长安区天天丰

家庭农场选送的早黄金、陕西玮毅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选送的早

金霞、长安区樊川秦园家庭农场选

送的加纳岩、蓝田县汇盛源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选送的中蟠7号、灞桥

区洪庆街道赵社教选送的永连蜜

桃获得金奖。

据介绍，截至2022年年底，西

安市鲜桃种植面积约5.65万亩，总

产量有9.96万吨。产量较大区县

为长安区、西咸新区。其中，长安

区鲜桃主要分布在王莽街道和引

镇街道，年产量2万余吨。

长安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

群峰介绍说，近年来，长安区着力

推进桃产业与旅游+的农旅融合发

展，推动电商助农、助力乡村振兴，

按照“稳面积、提品质、增效益”的

果业发展思路，把产区变景区、产

品变商品，实现农业增效、乡村增

色、农民增收。

2023陕西水果网络特色季·西安时令水果鲜桃主题宣传推介活动举办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本报商洛讯（通讯员

彭建文）7月4日，陕西省

商洛市林业局、商洛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市

级地方标准审查会，对市

林研所主持的市级地方标

准《核桃质量控制技术规

范》进行审定。

来自商洛学院、商洛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商洛市森防站、商洛市核

桃产业协会等单位的5名

专家组成标准审查专家

组，认真听取了标准起草

单位市林研所关于标准

编制的情况说明，详细审

查了标准文稿的具体内

容，对部分条款进行了讨

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专家组经过逐条审定，一

致认为该标准按照GB/T

1.1-2020 的要求组织编

写，结构合理，内容完整，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

关规定，一致同意该标准

通过审定。

核桃是商洛发展面积

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主导产

业。近期，商洛地理标志商

标“商洛核桃”获欧盟商标

注册，在欧盟27个成员国

中被相互认可和保护，通过

《核桃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的制定，为“商洛核桃”巩固

产品质量安全，增强国际市

场竞争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对提高核桃产品质量、提升

商洛核桃品牌影响力、促进

核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陕西省商洛市一核桃市级
地方标准顺利通过审定

目前全国夏粮旺季

收购进入集中上量阶段，

小麦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收购工作进展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 7 月 3 日发布信息

称，截至6月30日，主产

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

购小麦500亿斤左右，完

成预计旺季收购量四成

以上。从区域看，各地落

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根

据小麦生产和收购形势，

优化收购政策措施，提升

为农为企服务水平。江

苏、安徽、湖北、四川等省

份收购进度在六成左右；

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份

进度在三到四成；山西、

陕西、甘肃、新疆等省份

收购工作有序启动，进度

在一到两成。

从价格看，目前小麦

购销较为活跃，市场价格

稳中有涨，主产区小麦收

购均价每斤1.38元左右；

预计后期价格以稳为主，

启动托市收购可能性不

大。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将精心组织市场化

收购，引导支持各类企业

积极入市，不断优化服

务，探索推广预约收购，

做好清理、烘干、收储等

工作，帮助农民科学储

粮、有序售粮，确保颗粒

归仓；严格执法监管，严

肃查处压级压价、“转圈

粮”“打白条”等行为，切

实维护粮农利益和市场

秩序。 （据新华社）

7月6日清晨，浙江省建德市

大慈岩镇里叶村村民在荷塘里

摘荷花和莲蓬。

近期，大慈岩镇的数千亩荷

花塘迎来盛花期，每天有上万支

荷花从这里发往周边省市的花

卉市场，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重

要途径之一。

这些年来，大慈岩通过打响

“建德里叶白莲”区域公用品牌，

形成了完善的荷花、鲜莲蓬、干

莲、文创产品等莲产业链，每年

销售莲子 200 吨、荷花 80 万支、

莲蓬 300 万个，同时也带动了周

边乡村旅游产业，每年增加农民

收入3000余万元。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全国主产区
累计收购小麦约500亿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