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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资讯】

近日，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办的2023

年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推进会在江西丰城召

开。记者从会议了解到，三年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

金74.02亿元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涉及全

国297个县。各地在培育服务组织、创建运行机制、集

成技术模式、促进提质增产、带动整县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同时，各地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探

索养殖场户、服务组织和种植主体紧密衔接、利益共享、

成本共担的运行机制。 （据人民网）

我国农业科技水平
迈入世界第一方阵

近日，2023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论坛暨中国现代

农业发展论坛在南京举办。记者在论坛上获悉，我国农业

科技整体水平已迈入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62.4%，科技助力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效益持续提升，已

成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进

步，基础前沿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步伐坚实，科技和装备

支撑稳产保供扎实有力，科技助力增收致富成效显著，农

业生产发展方式转型进程加快。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

已迈入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4%，作

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品种对单产贡献率达45%，畜

禽、水产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超过75%和85%，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 （据新华网）

三年来中央财政安排74亿元
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

12 月 9 日，记者从东北农业

大学获悉，该校野大麦种子人工

扩繁基地喜获丰收。这标志着

“野大麦种子扩繁与退化盐碱草

地生态修复技术推广与示范项

目”达到预期目标。

该项目由东北农业大学草学一

级学科带头人崔国文教授团队与齐

齐哈尔市林业和草原局合作。项目

创建了标准化野大麦种子扩繁新技

术，建立了种子扩繁基地，成功突破

野大麦种源不足瓶颈，满足了盐碱

地改良和生态修复对野大麦种子的

需求。

据介绍，以往草原修复过程中

选用的草种生长缓慢，在短期内难

见成效。东北农业大学草学学科团

队培育出了生长速度快、抗寒能力

强、耐盐碱性强、适口性好的国家级

牧草新品种“萨尔图野大麦”。该品

种在pH 8.0—9.5的盐碱土壤中实

现了良好生长和发育，短期内取得

了可观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然而，在大范围推广中，这种牧

草品种却因种子繁育田面积不足和

本身自然落粒等因素，造成种子数

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为此，

项目组在齐齐哈尔市青年林场建成

全国最大的野大麦种子人工扩繁基

地，逐步攻克野大麦种子扩繁、选

地、播种、田间管理、种子收获时期

和收获方法等关键技术。经黑龙江

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专家秋季测

产，该基地野大麦种子产量达到平

均每亩27.7公斤，野大麦种子年产

量达2.7吨，为大范围推广补播野大

麦、恢复退化草地提供了重要支撑。

（据人民网）

野大麦扩繁技术
助力盐碱草地修复

今年以来，陕西省商南县结合“干

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抢抓政策机

遇，紧盯关键重点精准施策，持续防返

贫、促增收、强保障，全力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加速乡村振兴。

该县严格落实“四个不摘”总体要

求，认真实行防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完

善县镇村三级防返贫监测网格，镇村

“防返贫申报窗口”全覆盖；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等重点内容，坚

持集中排查、双线排查、常态排查相结

合，及时发现突发困难群众，及时纳入

重点帮扶。截至目前，该县累计纳入

监测对象 826 户 2672 人。其中，今年

纳入88户294人；已累计消除风险421

户 1467 人，剩余 405户 1205 人正在跟

踪帮扶中。

同步，该县采取得力措施，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积极争取中省

财政衔接资金，安排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等项目181个，已全部开工实施。加

强对易地搬迁群众的后续帮扶，16 个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社区工厂（就业

帮扶基地）稳定在44家（个），安置点党

组织和物业服务实现全覆盖，搬迁群

众就学、就医、社保等服务保障到位。

着力推进乡村建设，以“两改两转三促

进”为抓手，改造户厕 6373 座、公厕

120座，完成土坯房（石板房）改造384

户；新创建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2家，成

立产业发展协会2家，认证名特优新产

品 1 个，创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1

个，全县 10个镇办均成立了新业态公

司，牵头推动产业转型、培育发展新业

态，累计建成旅游康养村33个、农村景

区7个、产业景点29个。

坚持把脱贫群众的增收作为重中

之重，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新建特色产

业基地 71个，推动食用菌、冷水鱼、供

港蔬菜等全产业链建设，完成食用菌种

植1亿袋、木耳栽培530万袋，新建猕猴

桃标准化基地 500 亩，发展水产养殖

450万尾。健全就业信息排查机制，建

立实名制台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稳

定外出务工就业，扩大就地就近就业，

全县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 5580 人，开

展脱贫人口技能培训404人，实现脱贫

劳动力就业25780人。

此外，商南县着力提升保障水平。

严格落实控辍保学“十项制度”，全县

义务教育阶段无失学辍学现象发生，

贫困学生资助实现“应助尽助”。慢病

签约服务和大病专项救治分别实现

“应签尽签”“应治尽治”；县镇村三级

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全覆

盖，脱贫人口全部参加基本医疗和大

病保险。对认定的26户农村危房户房

屋进行了修缮加固，23 户危房户实施

了新建。改造提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16处，确保稳定供水。

陕西商南：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速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陶信全 李治军

博 览科技

（上接第一版）
科学有效应对。组织专家制定

完善科学防冻抗寒技术方案，根据

需要派出工作组和专家小分队，深

入生产一线指导落实防寒抗冻措

施。北方地区要加强冬小麦分类管

理，对旺长、整地质量差的田块及时

机械镇压，晚播弱苗要分级分类冬

灌，缓冲降温影响。要加固蔬菜大

棚、畜禽圈舍和水产养殖大棚（池

塘）等设施，及时清除积雪，科学调

控温度；搞好设施蔬菜肥水运筹和

病虫害防控；落实畜禽保育、饮水系

统防冻，适当增加能量饲料配比；对

因灾死亡畜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

理；提高养殖池塘水位，将不耐寒养

殖品种转移至温棚（室）。加强救灾

种子、化肥、饲草料、疫苗等生产资

料调剂调运。

抓好产销衔接。密切关注市场

动态，及时发布供求信息，指导农

民适时采收成熟农产品，保障市场

供应。对于存在滞销卖难风险的

蔬菜品种，做好产销对接服务，确

保收得上、存得住、销得出。对于

可能因降雪导致运输受阻地区，要

适当增加“菜篮子”产品储备品种、

数量，大中城市完善应急保供生

产、运销主体名录，提前做好供需

对接、运力储备，制定应急通行办

法、设计应急运输线路等，做好速

生叶菜、芽苗菜等短生育期蔬菜种

子调剂调运，提早安排应急保供蔬

菜生产，确保蔬菜稳定供应。加强

与有关部门的协调，畅通“绿色通

道”，确保蔬菜等鲜活农产品不断

档不脱销，确保农产品市场价格基

本平稳。

(据新华网）

商南县湘河镇汪家店村农旅融合项目基地商南县湘河镇汪家店村农旅融合项目基地。。

商南县青山镇青山社区木耳基地商南县青山镇青山社区木耳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