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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印发指导意见

拉弓上弦写好秋粮“丰收策”

农业农村部部署“两迁”害虫联防防控

稳妥开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

戈壁瓜田迎收获

陕西省城固县二里镇：

庭院经济托起农民增收梦

农业农村部公告推广17个水产新品种

为贯彻落实2023年中央一

号文件部署要求，更好保障和实

现农户承包经营权益，促进土地

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耕地利用效

率，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关于

稳妥开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

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探索解决承包地细碎化的
路径办法。2023年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提出“总结地方‘小田并

大田’等经验，探索在农民自愿

前提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

治逐步解决细碎化问题”。

按照《指导意见》提出的总

体要求，此次试点紧扣处理好农

民和土地的关系这一主线，保持

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以更好保障和实现农户承包权

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丰富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

现形式，探索解决承包地细碎化

的路径办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鼓励采取“承包权不动，经

营权连片”方式。
对于因地制宜探索路径，《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采取“承包权

不动，经营权连片”方式解决承包

地细碎化，具有风险小、成本低、

易操作、能回溯等优势，鼓励各地

采取这一方式结合农田建设、土

地整治等项目组织实施。

对于多数农户仍直接耕种

承包地的，可以探索将农户承包

地经营权集中，实现按户连片经

营，解决耕种不便等问题。

对于多数农村劳动力已经转

移到二三产业的，可以探索设置承

包农户按户连片经营的自种区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连片经营

的租种区等方式，满足不同主体解

决承包地细碎化的多元需求。

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
有，把选择权交给农民。《指导意

见》强调，各地组织开展解决承

包地细碎化试点，要坚持农村土

地农民集体所有，充分发挥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协调、组织服

务等功能作用，合理分配收益，

妥善化解矛盾，防范经营风险。

要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

基础性地位，切实尊重农民意

愿，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

主动性，把选择权交给农民，加

强示范引导，不搞强行推动，不

得损害农民权益。

要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

度，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破

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据中国经济网）

农户在宁夏中卫市

沙坡头区香山乡收获硒

砂瓜（7月21日摄）。

近日，中卫市沙坡

头区兴仁镇、香山乡等

地硒砂瓜迎来收获季

节。据了解，近年来当

地通过覆膜、节水灌溉

等方式提升科学种植技

术，推动硒砂瓜产业提

质升级，产品远销北京、

上海、海南、湖北等地。

王鹏 摄

今年西南地区水稻“两迁”害

虫迁入期提前、迁入虫量高、发生

范围广、虫量上升快。近日，农业

农村部召开西南稻区“两迁”害虫

联防联控会议，分析研判发生形

势，动员部署监测防控工作。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虽然西南稻区水稻“两迁”害

虫发生数量有所下降，但仍为近

10年最高年份，具备偏重以上发

生基数，叠加近期外地虫源不断

迁入、前期受干旱影响水稻生育

期不整齐等因素影响，下阶段发

生形势仍较为严峻。

“预计稻飞虱大部将大发生，

稻纵卷叶螟偏重发生。重庆和贵

州迟熟中稻存在暴发成灾风险。”

该负责人介绍，7月下旬至8月上

旬将进入发生高峰期，监测防控

任务较为艰巨。

据了解，针对今年西南地区

水稻“两迁”害虫形势，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见势早、行动快、措施

实，西南四省(市)累计投入1.2亿

元，大力推进统防统治、绿色防

控、科学用药，当前大部田间虫量

控制在防治指标以下，没有出现

大面积成灾危害。

写好秋粮“丰收策”，势必要

在“虫口夺粮”攻坚战上招招致

胜。该负责人表示，一要强化监

测预警。准确掌握发生动态，充

分评估灾害风险，提出针对性防

范对策措施。

二要强化防控责任。按照

“政府主导、属地负责”要求，层

层压实防控责任，落细落实防控

措施。

三要强化区域联防。加强联

合监测、信息互通、技术共享，做

到全国防控“一盘棋”，最大限度

降低当地危害损失，减轻其他区

域防控压力。

四要强化资金落实。加快中

央财政资金拨付使用进程，积极

争取地方财政支持，调动生产者

增加投入，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

防控融合。

五要强化科学防控。精准把

握防治关键时期，指导生产者科

学选药、合理用药。

“当前，要充分认识水稻‘两

迁’害虫重发危害严峻形势，立足

抗灾夺丰收，压实防控属地责任，

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全力以

赴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该负

责人强调。 （据人民网）

本报渭南讯（通讯员 李

静 农业科技报记者 胡润田）

7月 21日，陕西石羊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石

羊农科”）所属澄城县澄石

种猪有限公司、合阳县泛海

畜牧发展有限公司获批成为

大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仓

库，成为西北首家拥有生猪

期货交割库资质的仓储库，

这也意味着期货交割工作在

陕西省生猪产业上取得新的

突破。

此次申请生猪期货交割

库，石羊农科做足了充分的准

备工作，前期与大商所就交割

流程规范、生猪养殖质量标

准、交易管理规则等核心环节

做了大量深入地研讨与交

流。七月中旬，大商所到公司

养殖场区对生猪交割过程进

行系统模拟，经过现场实战演

练，场区满足生猪交割各项要

求，符合生猪交割条件和流

程。7月21日大商所正式发

出公告：增加澄城县澄石种猪

有限公司、合阳县泛海畜牧发

展有限公司为生猪非集团交

割仓库，具有指定车板交割场

所的资格。

交割库的设立，不仅有

助于石羊农科实现套期保

值，达到规避风险和提高经

济效益的目的，更有助于增

强陕西省内生猪品种大宗交

易的活跃度，为陕西乃至西

北生猪产业链主体的交割提

供实实在在的便利，是期货

服务实体经济的一次探索与

实践。作为西北首家活体生

猪交割库，未来，石羊农科

将充分发挥大商所期货交割

资质的优势，紧紧围绕陕西

优质生猪资源，为推动陕西

及西北区域生猪产业健康发

展贡献力量。

本报汉中讯（农业科技报

记者 康军 通讯员 阳鲜 刘

迪）“种苗长势不错，但最近高

温天气较多，部分种苗显枯

叶，除了开沟和松土外，在距

离根距50公分施点状复合肥

非常重要，中后期不追肥。”近

日，陕西省城固县果业局技术

人员到二里镇小盘村、兴隆村

等地实地查看农户庭院猕猴

桃种植长势情况，指导猕猴桃

管理技术，细心地给群众讲解

猕猴桃夏季施肥和后期管理

的技术要点。

近年来，二里镇小盘村依

托山区自然优势，大力发展庭

院经济，在农业企业的带动

下，猕猴桃作为村级主导产业

已初具规模，成园面积600余

亩，庭院猕猴桃种植面积300

余亩，并申请注册了农副食品

商标及地理标识，村民通过分

红、入园务工获得收益，年收

入增加3000余元。

今年以来，该镇把庭院猕

猴桃种植确定为村产业发展

重点项目，发挥致富带头人、

产业大户带动作用，鼓励有创

业意愿的群众大力发展猕猴

桃、土鸡养殖等产业，巩固提

升庭院经济发展模式，从而真

正实现“村有一产业、富裕一

方人”的目标。目前这种庭院

式的猕猴桃种植发展方式正

在该镇兴起，并成为村民增收

的新引擎。

西北首家生猪期货交割库
落户陕西石羊农科公司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687 号》，公布罗非鱼“百容 1

号”、罗氏沼虾“数丰1号”、栉孔

扇贝“蓬莱红4号”、海带“海农1

号”等17个经全国水产原种和良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水产新

品种。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已

公告283个水产新品种，为有力

推进水产种业振兴、水产养殖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种源保障。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

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强化种业

创新攻关，完善商业育种机制，做

精做好水产种业。 （据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