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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产增收播撒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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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致力

于补足“庆阳苹果”产业发展短板，苹果

产量产值持续稳中有升。今年，全县果

园面积稳定在 25 万亩，苹果产量达到

24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17.03 亿

元，超 6000 户果农家庭收入中仅苹果

收入就突破 5 万元。图为 11 月 30 日，

在庆城县白马铺镇白马铺村的一处果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在苹果分

拣包装线上作业。

新华社记者范培珅 摄

苹果产业拓宽
群众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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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乡

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以下

简称《指南》）。《指南》坚守土地公有制

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

益不受损三条底线，通过优化国土空间

格局、强化用途管制、积极盘活存量等

系列举措，切实提升自然资源领域服务

保障乡村振兴用地的能力。

《指南》确定了四条基本原则：坚持

规划引领，统筹谋划；坚持底线思维，保

护优先；坚持存量挖潜，高效发展；坚持

以人为本，维护权益。《指南》提出要通盘

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

治、生态保护等，不得违反国土空间规划

进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节

约集约用地制度，强化底线约束，优先保

障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国土安全。

《指南》明确，完善县镇村规划布

局。强化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统筹

划定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

线、城镇开发边界。统筹县城、乡镇、村

庄规划建设，明确村庄分类布局。推进

县域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

态环境保护等一体规划，加快形成县乡

村功能衔接互补的建管格局。科学编

制村庄规划，允许在不改变县级国土空

间规划主要控制指标情况下，优化调整

村庄各类用地布局。涉及永久基本农

田和生态保护红线调整的，严格按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调整结果依法落实到村

庄规划中。

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引导农村宅

基地集中布局。在县、乡级国土空间规

划和村庄规划中，要为农村村民住宅建

设用地预留空间，已有村庄规划的，要

严格落实。没有村庄规划的，要统筹考

虑宅基地规模和布局，与未来规划做好

衔接。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

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统筹布局村

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设施和公共设施。

《指南》指出，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

规划应安排不少于10%的建设用地指

标，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省级

制定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应安排至少

5%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保障乡村重点产

业和项目用地。此外，各地在安排新增

建设用地计划时，加大对乡村旅游、返

乡入乡创业等合理用地需求的倾斜支

持力度。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

示，《指南》是乡村振兴首个系统性用

地政策，对于后续乡村振兴领域的土

地制度创新和用地支持等都将带来积

极的作用。例如，盘活建设用地重点

用于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返乡入乡创

新创业，是结合新业态的发展需要，给

予积极的用地支持，有助于后续各类新

产业的导入，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的高

质量发展。 （据《经济参考报》）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秋收

冬种接近尾声。近日，记者在部分省份

采访了解到，多地秋粮产量提升效果较

明显，粮食生产经营模式得到持续优

化，粮食稳产、农民增收底气更足。农

民做好秋粮收获的同时，有条不紊开展

冬种生产，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产量提升效果明显

11月27日，在湖南省岳阳市汨罗

市桃林寺镇亦仁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烘

干中心，一台大型批式循环谷物干燥机

轰鸣着。经过干燥、清理、过滤、筛选等

多道程序，一粒粒饱满的晚稻谷粒通过

履带传输，源源不断落入下方的拖拉机

车斗，随即被运往附近粮仓。

“今年晚稻收成好，是这几年来的

最高单产。”亦仁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吴安保介绍，自家种了1800亩晚稻，

平均亩产1000斤左右，比前两年提升

了5%左右。

近年来，汨罗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仅2023年就“改田”约6.04万亩，有

效提升了粮食生产能力。

稳粮增收底气更足

在浙江省云和县崇头镇栗溪村，收

割完20余亩水稻，种植户卜广文又忙

着在稻田里捉鳖。

云和县为提高梯田利用效率、增加

粮农收益，当地发展起“稻+”梯田共生

产业，利用1.2万亩梯田发展稻田养鱼

养鳖、水稻木耳轮作等。“通过温室、外

塘、稻田三段式养鳖，鳖长得好，也能在

稻田里疏松土壤、捕捉害虫，有助于水

稻增收。”卜广文说，“今年我家水稻亩

产约800斤，鳖亩产

约200斤，综合种养

亩产值能超1万元。”

稳定粮食生产，必须确保粮农收

益。记者了解到，各地通过加大粮食生

产激励力度、优化粮食生产经营模式

等，帮助粮农建立多元化的增收机制。

田间地头冬种忙

近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樵舍

镇的油菜地，农技员陈小图正在指导村

民开沟排水，为油菜根系生长创造较好

的土壤墒情，确保油菜安全越冬。

雪舫村村民夏满宏说：“区里统一

采购油菜种子，免费发放给我们，每亩

还有120元补贴。大家生产积极性很

高，光我家就种了200亩油菜。”据南昌

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全市油菜播种任务

完成率已达103.38%。

冬种是来年夏季粮油生产的起

点。记者采访发现，各地努力实现一

地多用，冬闲田不闲，助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

（据新华网）

——全国秋收冬种一线扫描

近日，全国现代农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以下简称“共同体”）在江苏苏州正式成

立。旨在跨区域汇聚优质产业资源、高水平

大学的科技与人才优势、职业院校高技能人

才培养特色，有效完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

新、技术供给与需求供给、中介机构与教学

机构三组“双轮驱动”，促进现代农业产业与

教育融合发展，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协同

创新体系，推动农业现代化与科技创新的深

度融合。共同体将制订符合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的人才战略，解决“谁来种地”的关键问

题，着力培养现代农业相关专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实现赋能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地

方特色产业等共同目标。 （据《农民日报》）

本报厦门讯（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胡

润田 靳民）11月30日，2023

年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

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在福建

厦门会展中心开幕，陕西省西

安市长安区代表陕西省组织

了以“花、果、粮”为主的优质

农产品参加展销。

据悉，本次博览会以“两

岸农情 融合发展”为主题，邀

请两岸各界人士、涉农企业、

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广泛参

与，宣传推介两岸优质特色农

产品，展示分享两岸农业农村

交流合作成果，促进全方位、

多领域对接合作。

千年古都，美好长安。长

安区优选长安花卉和陕西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永宁门黄酒

等“长安好物”进行展销。通

过本次盛会，将长安区乃至全

省的优质农产品推向全国和

台湾地区，为两岸农产品发展

和销售提供了交流平台。

两岸博览会期间，西安子荷园林景观有

限公司与棠潮园艺科技（厦门）有限公司签订

了3.6亿元的鲜切花、草花新品种引进试验示

范合作项目，形成南北花卉合作典范，为长安

花卉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销售保障。

首届农业农村投资大会将于2024年3

月举办。旨在贯彻落实中央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对农业农村的投资，推动投入方式创

新，探讨资本下乡的有效途径和模式，引导

高质量长线资金投资优质农业农村项目。

投融资对接怎么安排？一是组委会将

向各地征集遴选优质农业农村投资项目，编

辑《2024年农业农村投资大会优质项目汇

编》；二是举办地方农业农村项目招商引资

专场和农业农村投资项目特展；三是举行高

级别圆桌会议，组织金融机构与政府、龙头

企业进行对话，围绕农业农村发展新机遇、

资本下乡通路、各方合作意愿，发掘合作机

会，促进投融资合作。 （据中国农网）

首届农业农村投资大会
将于明年3月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