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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4日，国新办
就国家水安全保障进展
成效举行发布会，水利
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
陈明忠在会上表示，我
国人多地少、水旱灾害
频繁、水土资源不匹配，
决定了水利在保障粮食
生产和农业农村发展中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水利部大力推进灌区建
设，经过10年努力，全
国耕地灌溉面积由9.68
亿亩增加到10.55亿亩，
在占全国55%的耕地灌
溉面积上生产了全国
77%的粮食和90%以上
的经济作物，为端牢中
国饭碗奠定了坚实基
础。下一步，水利部将
结合国家水网、重大引
调水和骨干水源工程建设，谋划建设
改造一批节水型、生态型灌区，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

（据央视网）

“甘薯之乡”
春日育秧忙

万象“耕”新不负春
粮食主产区春耕备耕有序开展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完成2.4%，南方早稻育秧过三成，黄淮
海冬小麦全面返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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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持续加大涉种子犯罪刑事惩处力度

人民网北京3月18日电（记
者 李栋）春分将至，我国春耕生
产由南向北全面展开，粮食主产
区冬小麦春耕春管有序推进。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
示：当前，全国春播完成2.4%，南
方早稻育秧过三成，黄淮海冬小
麦全面返青。

眼下正是小麦病虫草害防控
关键期，在河南安阳内黄县楚旺
镇的小麦高效种植示范区里，农
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小麦苗
情调查，通过看苗、看根，判断小
麦生长情况，开始了全年粮食生
产“第一仗”前的忙碌。

“当前气温回升，病虫害将陆
续进入高发季节，今年小麦生产和
气候条件特殊，茎基腐病、纹枯病、
麦圆蜘蛛等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农
技人员与种植户点对点、面对面指

导做好当前小麦病虫害防治，降低
中后期重发流行风险，对保障小麦
提单产、促稳产丰收打下良好基
础。”内黄县农业农村局特聘技术
员、高级农艺师杨广军说，根据农
技部门近期开展的苗情普查显示，
内黄县小麦一二类苗占比67.5%，
苗情整体好于常年。

“目前全省麦田土壤墒情、小
麦苗情长势和夺取丰收基础总体
较好。但依据历史经验，从现在
开始到成熟收获的一段时间内，
小麦生产还要经历倒春寒、干热
风、病虫害、倒伏早衰、烂场雨等
多个关口。”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
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郭天财介绍，当前粮食主产区农
技力量要重点指导农户，
把预防小麦拔节期晚霜冻
害和抽穗期低温冷害风险

放在首位。
“建议各地对当前尚未拔节

麦田普遍进行镇压，以促根壮蘖，
保障麦苗稳健生长。”郭天财建
议，同时，要抓住小麦拔节期前的
有利时机，切实搞好麦田化学除
草，尤其对多花黑麦草、野燕麦、
节节麦等麦田恶性杂草发生重或
防除效果差的麦田，做好后期人
工拔除，以防继续扩散蔓延，为全
年粮食生产开好头、起好步。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全国返青冬小麦一、二
类苗达89.3%，比近5年同期高
2.6个百分点，春播粮食面积有望
稳中有增，农资供应充足，春播春
管进展顺利。

3月17日，河北省卢龙县
陈官屯镇一家甘薯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社员往育苗床上摆
放甘薯种薯。

春日和暖，素有“甘薯之
乡”美誉的卢龙县农民抢抓
农时，开始建棚育秧，为大面
积播种甘薯夯实基础。据了
解，今年该县预计种植甘薯
面积达12万亩。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新华社三亚3月17日电（记
者 陈凯姿 罗江）在17日开幕的
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
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
表示，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育种
创新司法保护力度，以及涉种子
犯罪的刑事惩处力度。2023年，
全国法院新收植物新品种一审案
件619件，较2022年增长近40%。

据陶凯元介绍，2023年，最高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新收植物
新品种案件180件，审结166件，

同比分别增长 16.1%和 100%。
其中，85%以上的案件为侵害植
物新品种纠纷，品种权人胜诉率
达90%。

“知识产权保护是种业振兴
和繁荣的重要保障。”陶凯元说，
过去一年，我国法院持续提升涉
种子案件审判绩效，加大涉种子
犯罪的刑事惩处力度，不断优化
种业司法保护机制，以提高侵权
代价，努力解决“赔偿低”“举证
难”等问题。同时，通过发布农资

打假典型案例，从严整治假冒伪
劣市场乱象。此外，最高人民法
院指导各地法院结合本地种业知
识产权特点，发挥专门法院和专
业法庭的特色优势，探索合适的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模式。

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
会首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
第四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典型案例，以发挥典型案
例指引作用，加强种业知识产权
保护。

日前，旱稻新品种“旱香1号”和
“旱香2号”获得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
种授权。据介绍，这两个旱稻新品种
以原始野生旱稻为母本，以农家品种
为父本，通过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方法，
经过 6年 12 代培育而成，穗粒数在
120至150粒，分蘖力强，属于细长粒
型，稻米软糯适口，富含肌醇、叶酸等
营养物质。据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
术研究与发展中心鉴定，“旱香1号”和

“旱香2号”的抗旱等级为二级耐旱
型。多地田间测产数据表明，这两个
旱稻新品种亩产达到千斤以上。

（据《人民日报》）

两个旱稻新品种
获植物新品种授权

记者在三亚召开的2024中国种
子（南繁硅谷）大会上获悉，中国2023
年完成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新收
集农业种质资源53万多份，抢救性保
护了大果猕猴桃、河套大耳猪等一批
珍稀濒危资源，新发现鉴定帕米尔牦
牛等51个畜禽地方品种。

据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普查全面摸清了资源种类、数量、分
布、特征特性等家底，以及近几十年的
消长变化，做到了应查尽查，为今后开
展保护利用工作和制定相关政策打下
了基础，夯实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
育种创新的资源基础。下一步，将围
绕育种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将资源
保护利用工作重心转移到精准鉴定、
共享利用等方面。 （据新华网）

中国新收集农业
种质资源53万多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