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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印发实施意见

“阳光玫瑰”
管护忙

近日，在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盐
湖区龙居镇的盐湖区永胜水果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永胜正在给
社员们讲解葡萄掐尖、摘叶的技巧。

近期，该合作社种植的1000余
亩“阳光玫瑰”葡萄生长正旺，果农
们抢抓农时，积极开展田间管护，为
丰产丰收打好基础。预计葡萄将于
9 月上市，产量约 200 万公斤，产值
千万元以上。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
记者 李富辉 摄

集中财力支持“千万工程”
经陕西省政府同意，陕西省

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
印发《陕西省集中财力支持“千万
工程”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为全省“千村示范、万
村提升”工程提供坚强财政资金
保障。

《实施意见》指出，要明确资
金范围，省级可利用的财政资金
包括但不限于《中共陕西省委、陕
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学习运
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
彰显三秦风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行动方案（2023—2027年）〉的
通知》中明确的与“千万工程”相

关的省级财政资金。市、县（区）
要参照省级财政资金范围，明确
可利用的本级财政资金。

《实施意见》强调，要集中投
入使用，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
变，各计其功、各负其责”的原则，
根据“千万工程”项目建设资金需
求和分年度建设计划，集中多个
资金来源进行支持，优先支持当
年要建设的行政村，兼顾其他村
整体推进，填空补短、提档升级。

《实施意见》明确，要加强项
目库管理。各级行业主管部门是
项目管理的主体，要以行政村为
单位建立项目库，做好相关行业

规划与“千万工程”建设项目的衔
接。要做好“千万工程”项目征集
和储备等工作，财政资金支持的
项目原则上要从项目库中选择。
要结合县域行业发展规划对申报
的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提高项
目总体效益。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继续以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
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职能作用，
集中财力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
可及的实事，加快建设彰显三秦
风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据《陕西日报》）

夏粮播种面积 1600.65 万
亩。2024年，陕西夏粮播种面积
1600.65万亩，较上年下降34.02
万亩，下降2.08%，其中：小麦播种

面积 1412.71 万亩，较上年增加
1.13万亩，增长0.08%。

夏粮单产 292.03 公斤/亩。
2024年，陕西夏粮单产292.03公

斤/亩，较上年增加8.35公斤/亩，增
长2.94%，其中：小麦单产300.87
公斤/亩，较上年增加5.72公斤/亩，
增长1.94%。 （据陕西发布）

2024年陕西夏粮总产量467.4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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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7月18日从应
急管理部获悉，当前黄淮
地区整体雨势虽有所减
弱，但主雨带仍维持在四
川盆地至黄淮一线，降雨
落区重叠，防汛形势依然
严峻。国家防总办公室
当日加派工作组赴陕西
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
急管理部18日继续组织
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住
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进行
防汛专题联合会商，视频
调度河南、安徽、江苏、陕
西等7省份，安排部署重
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
责人在会商中指出，要高
度重视江河洪水的防范应对，充分发
挥防洪工程拦洪错峰作用，切实加强
超警戒堤防、超汛限水库巡查防守。
要继续强化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
度汛、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薄
弱环节的工作措施，果断转移受威胁
群众。

针对陕西宝鸡等地严重暴雨洪涝
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
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调拨救灾帐篷、折叠床、夏凉
被、棉被、家庭应急包、移动照明设备
等安置类中央救灾物资5.5万件，支持
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基
本生活救助。

应河南省防指请求，国家防总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紧急调拨橡皮舟及船外机、
排水泵等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支
持地方抗洪抢险。应急管理部协调工
程抢险、安全生产和社会应急力量
442人、装备器材1258台套，在河南
南阳、许昌、商丘等地开展堤防加固、
积水排涝、人员转移等任务。

（据新华社）

7月15日，在甘肃省合水县肖咀
镇政府培训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授付明哲正在为奶羊养殖户讲解奶羊
疾病防疫相关知识。现场50余名养
殖户借此机会咨询养殖奶羊过程中遇
到的困惑，不断和专家交流“取经”。

2022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
合水县共建合水奶羊试验示范基地，
重点解决当地奶羊产业种质遗传资
源单一、核心种源自给率不足、羊源
品质不优、泌乳量低下等瓶颈问题。

“目前，试验基地共选育出836
只产奶量单只每年超过1000公斤的
高产核心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
物科技学院教授、合水奶羊试验示范
基地首席专家安小鹏说。目前，基地
通过实施种羊系谱档案管理，采用现
代化育种新技术，全面提升了当地奶
羊产业科技化水平。此外，针对奶羊

产业存在问题，基地专家团队还围绕
奶羊全基因液相芯片研制、良种扩繁
技术创新、疫病防控技术创新等方面
进行了科学研究。

安小鹏说，研发抗体配套检测技
术，实现了奶羊疫病由春秋常规防疫
到抗体检测精准防疫的转变。通过
研制防疫技术规范，将规模化养殖场
疾病发病率由17%下降到3%以下。

示范推广作为合水奶羊试验示范
基地主要工作，其示范主推的6项技术
在当地取得了显著成效。安小鹏说，
特别是示范推广可视化人工授精技
术，奶羊情期受胎率提高了25%；奶山
羊全混日粮饲喂技术，产奶量提高了

10%-15%；奶羊塑料暖棚养殖技术，
羔羊成活率由56%提高到90%以上。

如今，通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一系列技术助力，不仅实现了
奶羊品种的优化改良，而且提高了
当地奶羊的产奶量和质量，为养殖
户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效益。

“在奶羊管理过程中，通过专家

全程‘呵护’，奶羊产奶量从原来每
天1.5公斤增加到现在的2.8公斤。”
合水县奶羊良种繁育中心生产科负
责人严天荣说，通过培育优良种质
资源，加快了奶羊扩繁速度，补齐了
奶羊产业链短板、缺陷。

安小鹏说，未来合水县奶羊试
验示范基地将采取“示范基地+繁
育中心+合作社+散养户”的模式，
通过繁育改良，将繁育的奶羊投放
到合作社（家庭农场）和散养户，实
现合水县奶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耿苏强 李泉林 苏洪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