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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科院启动科技任务
推动粮食产能提升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西部地区马铃薯丰产提质
增效技术研发及集成示范”项目启动会在陕西杨凌召开

中国农业科学院近日启动实
施“粮食产能持续提升战略研究”
重大科技任务，旨在响应《新一轮
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
（2024—2030年）》，探索我国主
粮产能增长潜力点，破解产能增长
面临的技术瓶颈、管理短板、政策
卡点，提出持续提升我国粮食产能
的战略路径。这是记者4月15日
从中国农科院了解到的消息。

据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
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该科技任
务首席科学家尹昌斌介绍，当前

粮食产能提升面临资源环境约束
趋紧、耕地基础仍不稳固、粮食总
量与结构性矛盾并存、气候变化
带来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等多方面
制约。要从资源配置、结构调整、
布局优化、技术支撑和政策创设
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全面提升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该任务对粮食稳产保供领
域探索新路子、谋划新布局、应用
新技术、创设新政策、深挖新潜
力，形成与国家粮食需求相匹配
的产能动态提升方案和战略路

径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科
院副院长叶玉江表示，希望通过
任务实施，破解产能提升面临的
技术瓶颈、管理短板、政策卡点，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持续提升
粮食产能作出贡献。

据悉，该任务共设置5个课
题，由中国农科院资划所牵头，汇
聚全院 5 个研究所 8 个优势创新
团队，形成联合攻关模式。任务
完成后，将形成 1 个决策平台、1
套战略路径、4组落地方案和若干
典型增产模式。 （据新华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加快破解北方丘陵山区
油麦播种“无好机可用”难题

本报杨凌讯（张鹏 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梁小波
张婉）4月18日，由国家马铃薯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专家、陕西省马铃薯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单卫星教授
牵头主持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西部地区马铃薯丰产提质增
效技术研发及集成示范”项目启动
会在陕西杨凌召开。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
舰，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阜，云南农
业大学名誉院长郭华春，西南大学
教授王季春，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马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信息研究所高级会计师王义明等专
家组成员，中国农业农村部科技发
展中心副处长张凯、陕西省科学技
术厅二级巡视员郭杰，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副校长房玉林出席会议并致

辞。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
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榆林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甘肃省农业科
学院、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宁夏农
林科学院、陕西大地种业(集团)有限
公司、甘肃森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颂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天
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等项目团队成
员共10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单卫星汇报了项目执行与管
理方案，咨询专家从项目的目标任务、
理论框架、研究思路、标志性成果凝练、
管理模式等方面，对项目进行逐一点评
并提出意见建议。王义明作了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专项财务管理报告，项
目组成员就实施管理方案进行了讨论。

本项目将针对西部马铃薯资源
利用效率低、病虫害发生严重、单产
低、品质差和种植效益偏低等生产

中现存问题，以马铃薯丰产提质增
效为目标，通过解析马铃薯重大病
害抗性机制，研发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筛选适宜抗旱抗病优质丰产
品种，探究马铃薯光温水肥协同高
效利用机理，优化群体结构，构建马
铃薯生长智能感知与水肥精准决策
关键技术，研发集成典型区马铃薯
智慧化、标准化和轻简化丰产提质
增效技术模式，通过基地示范和技
术培训，辐射
西部马铃薯
优势产区，推
动西部地区
马铃薯产业
高质量发展，
提升我国粮
食安全保障
水平。

据悉，该项目聚焦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立足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通过创新马铃薯丰产优质、增
效绿色生产的理论与方法，突破制
约西部地区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技术
瓶颈，构建形成我国西部马铃薯产
量、品质、效益和绿色同步提高的技
术模式，助力西部地区马铃薯产业
高质量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提供科技支撑。

本报西宁讯（农业科技报·中
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胡润田）为加
快推进丘陵山区油菜、小麦播种
机械化发展，产学研推用协同推
进农机装备研发制造熟化定型和
推广应用，4月10日，由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黄玉祥教授科研团队主
持的北方丘陵山区油麦兼用机械
化播种现场示范与技术交流研讨
会在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举行。

我国耕地有超过三分之一
在丘陵山区，机械化发展明显滞
后。黄玉祥教授科研团队以构
建产学研推用协同创新机制为
驱动，加快破解北方丘陵山区油
麦播种“无好机可用”难题，协同优
势科研单位联合企业，针对丘陵山
区地形特点，研发的轻简耐用型油
麦兼用联合精量播种机，集旋耕、
施肥、播种、镇压为一体，适用于油
菜和小麦作物。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研讨会
上，与会者紧紧围绕北方丘陵山
区油麦兼用机械使用情况进行了
充分研讨交流，认为产学研推用
相结合，促进了农机农艺有效融
合，为攻克丘陵山区油麦机械化
播种技术难题奠定基础。科研团
队联合研制的油麦精量播种机效
率高，出苗率好，优势明显，既提
升了油麦播种技术，又提高了新
型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益。推广油
麦播种良机、良法，对提高丘陵山
区油麦机械化播种水平、保障国
家粮油安全生产和乡村振兴具有
重要意义。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日前对大病
保险相关问题作出详细解答。其中提到
针对困难人群，国家持续完善大病保险
报销政策设置，实施精准倾斜。对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和返贫致贫人口，大病保
险起付标准降低50%，支付比例提高5
个百分点，并取消最高支付限额。

（据光明网）

国家医保局：

针对困难人群，大病保险
持续完善报销政策设置

三部门开展县域
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

2024年至2026年，财政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将开展县域充换
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记者4月12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三部门日前发布通
知，明确了上述安排。

通知明确，2024年至2026年，按照
“规划先行、场景牵引、科学有序、因地制
宜”的原则，开展“百县千站万桩”试点工
程，加强重点村镇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
施规划建设。中央财政将安排奖励资金
支持试点县开展试点工作。省级层面要
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把具体工作落
实落细。地方各级有关部门要在土地、
电价、服务费等方面积极出台相关政策，
形成政策合力，有效补齐农村地区公共
充换电基础设施短板，力争实现充换电
基础设施“乡乡全覆盖”。

（据新华社）

油麦兼用耕播一体做业机在做业油麦兼用耕播一体做业机在做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