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云南省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村进

行的现场测产验收中，参与测产的6个马铃薯

品种均取得不俗的产量成绩。其中，云南农业

大学郭华春教授团队自主选育的“滇薯47”“滇

薯1418”2个品种实现平均亩产量和亩产值双

过万，切实发挥了科技助农增收、助企增效的

支撑引领作用。

测产中，由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云南省种

子管理站、昭通市农业科学院、鲁甸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等单位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

云南省重大科技专项“基于多样化消费的马铃

薯新品种选育及其绿色生产技术研发示范”项

目新品种核心示范区进行测产验收。测产结

果显示：“滇薯23”平均亩产4745.31公斤，平均

商品薯率88.84%；“滇薯47”平均亩产5013.58

公斤，平均商品薯率89.24%；“滇薯1418”平均

亩产5276.49公斤，平均商品薯率90.27%。按

照市场价格每公斤2.5元，“滇薯23”“滇薯47”

“滇薯 1418”亩产值分别为 10539.32 元、

11185.30元、11907.72元，经济效益显著。

专家组还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云南高原

特色作物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课题

二“鲁甸县马铃薯提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示

范”建设的核心示范基地进行了田间现场鉴

评。测产结果显示：基地内的“黑糯香1号”“宁

蒗5号”“云薯304”3个品种15个测点平均折

合亩产3360.41公斤，商品薯率83.54%，基地

建设较好完成了预期目标。 （据《云南日报》）

本报汉中讯（农业科技报·中国农

科新闻网记者 康军）朱鹮为媒聚天

汉，嘉宾云集谋发展。11月2日，由陕

西省林业局、陕西省对外友好协会、汉

中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生态汉中·鹮美

天下”2023朱鹮文化交流活动在陕西

省汉中市举行启动仪式。来自国内外

的众多政企代表、专家学者、机构负责

人等齐聚天汉大地，共享生态文明之

美，共商绿色发展之策。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

护司二级巡视员肖红在致辞中说，朱

鹮是我国特有的生态名片，朱鹮从“发

现”到“保护”，从“繁衍”到“复兴”，创

建了生态保护事业的经典范例。朱鹮

作为友好的使者、和平的象征，构架起

中日韩等国合作的友好桥梁，不断促

进各国合作交流。陕西作为野生动物

资源大省和世界唯一的野生朱鹮分布

之地，要勇立潮头、把握机遇，进一步

推进省际、国际间朱鹮保护研究、技术

创新、学术研讨和种源交流等方面的

深度合作，为实现朱鹮“重现历史分布

地”的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次活动是全球濒危物种和生

物多样保护‘陕西方案’‘中国智慧’的

全面展示，也是传播‘和美、高远’朱鹮

文化、深化中日韩等地区友好文化交

流的再次出发。陕西必将以更加强烈

的历史主动，擦亮叫响朱鹮文化品牌，

把朱鹮文化打造成彰显陕西生态保护

自信的靓丽名片，奋力谱写新时代陕

西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陕

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

公室主任单红表示。

据了解，朱鹮是世界至为宝贵的

生态精灵，被誉为“吉祥之鸟”“东方宝

石”，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我国、日本、

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由于环

境变化和人类干扰，上世纪朱鹮曾一

度销声匿迹。1981年，我国科技工作

者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7只野生朱

鹮。经过42年的不断保护，我国朱鹮

种群数量已从发现时的7只发展到突

破万只大关，形成1个野生种群、11个

野化放飞种群、13个人工繁育种群，野

生种群栖息地面积由发现时的不足5

平方公里扩大到1.6万平方公里。朱

鹮从陕西起飞，逐渐在河南、浙江、四

川、河北、江苏、湖南、山东、甘肃、湖北

等历史分布地重现。

“生态汉中·鹮美天下”2023朱鹮
文化交流活动在陕西汉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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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薯系列品种
田间测产亩产超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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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技中心推介五种
实用技术模式助力提升粮食产能

11 月 6 日，河北省玉田县虹桥

镇农民在收获包装白菜。

连日来，为应对寒潮天气，玉

田县农民抢抓农时加紧白菜的抢

收、外运和防寒工作，力争避免、减

少损失。 刘满仓 摄

38个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公布

近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的第

二十四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暨产品

交易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推介了粮油作物“一喷多促”叶面

施肥技术模式、水稻侧深施肥技术模

式等五项实用技术模式，助力提升粮

食产能。

这是记者从全国农技中心了解到

的消息。据了解，为支撑新一轮千亿

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发挥好肥水在

大面积提单产中的重要作用，全国农

技中心会同农业农村部科学施肥和节

水农业专家指导组，按照“增产效果

好、技术配套全、推广潜力大”的原则，

组织科研教学单位、各级推广部门和

新型经营主体，筛选出了五项肥水增

产增效实用技术模式。

这五项技术模式分别为：粮油作

物“一喷多促”叶面施肥技术模式，水

稻侧深施肥技术模式，小麦“机械深

施+无人机追肥+一喷三防”技术模

式，旱地玉米超深松一次分层施肥增

产技术模式，玉米滴灌水肥一体化提

单产技术模式。

据了解，本届大会以“肥水与粮食

产能提升”为主题，设置八大展区、六

大论坛、现场访谈等内容，凸显行业发

展“风向标”、供需对接“大平台”的公

益性作用。

近年来，随着测土配方施肥、土壤

有机质提升、节水农业等关键核心技

术逐步广泛应用，三大粮食作物化肥

利用率达41.3%，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稳步发展，支撑我国粮食产量连续8

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全国农技中心首席专家高祥照表

示，各级农技推广部门要立足粮食供

需新形势新任务，围绕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任务目标，因地制

宜选择推广应用技术模式，为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

日前，随着一粒粒彩色小

“药丸”状的甜菜种子加工落袋，

长期制约我国甜菜种业发展的

种子丸粒化加工技术迎来新的

突破。这条甜菜种子丸粒化加

工中试生产线位于新疆玛纳斯

县，它的投产运行对于实现甜菜

种子国产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甜菜种子几乎都是

国外进口，种子问题已经成为

中国糖业市场发展的重大‘卡

脖子’问题。”国家糖料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跃彬表

示，我国甜菜种子由于缺少优

质种质资源和适宜全机械化精

量点播的丸粒化种子加工技

术，长期依赖国外种业公司。

“丸粒化加工技术的突破，是我

国甜菜种业的一个重大突破。”

据悉，要达到现代农业机械化播种要求，

甜菜种子在经过筛选培育后，需要进行丸粒化

加工处理，而针对甜菜种子的丸粒化加工技术

在我国曾长期处于空白。

2016年起，新疆农业科学院玛纳斯农业试

验站研究团队开始尝试丸粒化技术攻关，经过

长期刻苦努力，研究团队成功突破多项瓶颈制

约，基本掌握了甜菜种子丸粒化加工技术。“我

们加工的种子出芽率已经和市场上的国外种

子基本持平。”研究团队负责人林明说。

“这条设备通过前工段种子精选、后工段

丸粒化加工的组合方式，每小时可生产4个单

位的甜菜种子。”林明告诉记者，甜菜种子一个

单位约10万粒，目前自主生产种子的单位售价

已低于进口种子，“如果能继续扩大规模、提升

产能，预计成本还会大幅降低。” （据新华社）

为进一步发挥典型示范引

领作用，近期农业农村部在组织

各地推荐的基础上，择优遴选确

定了新一批38个全国农业社会

化服务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

例紧紧围绕稳粮扩油、单产提

升、稳产保供等中心工作，聚焦农业社会化

服务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特点鲜

明、类型多样、富有创新、成效明显，具有很

好的代表性和示范价值，值得各地借鉴和推

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继续用

好用足用活典型示范这一重要抓手，强化跟

踪指导，及时发现挖

掘和总结推广实践

中的鲜活案例及其

经验做法，充分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扫码获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