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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低碳渔仓技术
助力水产绿色健康养殖

4 月 8 日，山东省沂源县燕
崖镇村民给樱桃树人工授粉。

当下，燕崖镇的 1000 亩大
棚樱桃成熟上市，露天樱桃也
进入开花授粉期，果农们抢抓
农时进行管护。目前，燕崖镇
樱桃种植面积达6万亩，种植户
占全镇总户数的95%以上，是远
近闻名的“樱桃小镇”。

新华社记者朱峥摄

全力做好“倒春寒”天气防范工作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联合印发《通知》

历经多年努力，中国农业科
学院饲料研究所研发的数字低碳
渔仓技术，实现了水产养殖过程
的绿色、智慧、高效，将通过科企
合作推广，推动水产养殖业转型
升级。

这是记者4月9日从数字低
碳渔仓开仓暨科企合作签约活动
了解到的消息。数字低碳渔仓是
中国农科院饲料研究所在水产科
技领域的一项重要科研成果，由
水产微生物与饲料创新团队主持
研发。

据了解，该团队通过深入研
究鱼类肠道微生物组学及其功能
特征，建立了强化益生菌、控制有
害菌、改善肠道理化环境的菌群

调控策略，创制出预消化饲料、功
能性饲料及后消化饲料，并融合
生物净化、营养提质、数字运营、
品牌创新，与现代水产养殖结合，
构建了数字低碳渔仓系统。

该系统实现了对种苗、饲
料、养殖、品牌、市场、销售、物流
等各个环节实施精细化、数字
化、智能化管理，实现全产业链
的高效运转。

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
振海表示，中国农科院集聚力量
组织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
关，不断创新和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为我国现代农牧渔业发展提
供坚强科技支撑。数字低碳渔仓
技术是水产养殖业现代化转型的

重要探索，也是数字化农业领域
的重要创新成果，将为水产养殖
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据中国农科院饲料研究所所
长马莹介绍，下一步，将继续深入
探索数字技术在养殖管理、水质
监测、疾病防控、品质无损鉴定与
调控等方面的应用。同时，加快
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推动各地
子仓的合作与建设，与饲料生产
企业、养殖设备供应商、销售商等
紧密合作，推动水产养殖产业向
更加智能、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
展。 （据新华社）

忙碌的
“樱桃小镇”

据文化和旅游部4月3
日消息，文化和旅游部办公
厅印发《“大地欢歌”全国乡
村文化建设年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明确，要繁
荣乡村文化产业和旅游
业。包括发展乡村文化产
业，培育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基地），总结第一批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
点经验，推广文化产业特派
员等机制，启动第二批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

实施乡村旅游精品工
程、美好生活休闲度假工
程。联合相关部门建设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乡
村旅游集聚区，推介乡村
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等。持
续推介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最佳旅游乡村”。完善

“城市休闲”“乡村度假”产
品体系。

提升乡村旅游公共服
务水平。制定乡村旅游公
共服务相关标准。依托旅
游发展基金，加大对乡村旅
游服务中心、旅游集散中
心、旅游标识标牌、旅游厕
所、旅游惠民便民设施等的资金投入力
度，带动各地加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与改造提升。

加强乡村旅游风景道建设。制定
出台旅游风景道建设相关标准，结合国
家旅游风景道评定和建设工作，依托各
地乡村文化和旅游资源做好线路规划，
带动各地完善乡村旅游风景道等公共
服务设施，提升乡村旅游风景道服务质
量和管理水平。（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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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讯（农业科技报·中国
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朝辉）4月8日，
记者从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网站了解
到，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
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倒春寒”天气
防范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各级农业和气象部门科
学应对“倒春寒”天气的不利影响，
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据气象部门预测，4月全省将
出现4次降温降水天气过程，终霜
冻日期关中、陕南东部4月上中旬，
陕北4月下旬至5月上旬，对正值低
温敏感期的拔节孕穗期小麦病虫草
害防控、开花期油菜授粉结荚、开花
期果树授粉坐果不利。关中和渭北
东部冻害风险等级为中度偏轻，渭

北西部和陕北果区冻害风险等级为
中度，“倒春寒”风险较大。

通知指出，要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责任落实。春季冻害防御事
关全年粮油安全、果业丰产和农民
增收，各地要紧紧围绕确保粮食安
全，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业稳
定发展的目标，立足防灾抗灾夺丰
收，自觉把防范“倒春寒”作为抓好
当前农业生产的重要任务，绷紧小
麦孕穗期、苹果花期及幼果期冻害
防御思想这根弦，切不可掉以轻
心。各级气象和农业部门要加强
组织领导，提前研判部署，广泛动
员发动，落实落细防御措施，坚持
做到责任到位、物资到位、技术到
位，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市场和农民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
机制，努力减轻灾害影响，为夺取
全年粮食丰收和农业生产稳定发
展奠定良好基础。

通知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加
强会商研判。气象部门要加强低温
冻害监测预报和风险预警，严密跟
踪监测天气变化，结合作物发育期
对低温、降水的敏感程度，及时发布
精细化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及应对建
议，提早开展防御部署，落实防御措
施。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与气象等
部门沟通会商，制定完善分作物、分
区域、分类型的冻害防御技术方案，
指导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倒春寒”
影响期间要加强应急值守，强化灾
情调度、及时准确反应灾情和抗寒

防冻工作开展情况。
通知要求，各地果园管理要根

据实际，在降温前采取灌水、熏烟、
喷施防冻剂和喷施生长调节剂等方
式，调节果园气温，提升抗寒性能；
冻害发生后，要及时灌水、喷施叶面
肥和保护性杀菌剂，防止冻害后引
发病菌侵染，受冻较重果园要延迟
疏花、定果，确保坐果量，果树花期
较早的，可采取灌水、涂白、树盘覆
盖、喷施萘乙酸钾盐、脱落酸、熏烟
等方法延迟萌芽开花；已开花的，可
喷施防冻液，或使用芸苔素内酯及
氨基酸溶液等降低冰点增强抗性。
成龄茶园提前采取人工覆盖，喷水
灌溉、熏烟防霜，在茶蓬面喷施茶叶
防冻剂防御冻害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