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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生产用上最新农药减量技术

陕西印发三年农机购置陕西印发三年农机购置
与应用补贴实施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方案

对21大类46个小类125个品目进行补贴

日前，“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农药靶向传输释放调控与协同控害技术
创新与应用”现场观摩与评价会在江苏省
泰州市姜堰区召开。与会专家前往姜堰
井贤农场示范基地，现场观摩水稻精减用
药技术示范效果。在井贤家庭农场，前去
调研的农技专家将标尺竖直固定在试验
田的土壤中。记者看到，水稻植株高93
厘米。“相比传统方式种植的水稻，采用新
技术种植的水稻个头更高、茎秆更壮，在
生长前期尤其明显。”农场负责人姜井贤
说道。

近两年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发的
“水稻全生育期精减用药技术模式”在姜
堰推广。“正如呵护新生儿一样，在水稻的
全生育期，每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照料。
为此，项目团队首创‘前防—中控—后保’
的科学用药技术方案。”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所长余
向阳介绍，针对水稻的生长前期，项目组
研制了以农药吸收转运蛋白激活化合物
和生物刺激素为主要成分的农药吸收促
进剂。在种子发芽前，首先通过浸种和拌
种的方式对种子进行消毒，消除附着在种
子上的细菌。拌种过程中，借助吸收促进
剂，后期植株农药含量提高25%。由此，
水稻在生长早期就具备了防治病虫害的
能力，播种后90天无需用药。

中期，则主要通过杀虫灯、种植香根
草、涵养害虫天敌等生态调控措施来控制
病虫害，有效减少植株对农药的依赖。“进
入破口期前5至7天，是集中防治病虫害
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需要针对稻曲病、
稻瘟病及虫害进行集中防治，以确保水稻
健康生长。”余向阳介绍。

田间道路边，停放着用于喷洒药液的
无人机。在水稻的生长后期，农技人员需
要用无人机喷洒促吸收助剂，以提高药剂
的吸收率。余向阳说：“药液在喷洒过程
中，存在容易漂移、不易沉积和黏附等问
题。项目组研发了5种高分子助剂，提高
药液的稳定性，增强药剂在叶片上的附着
力，减少药液蒸发和漂移，确保更高的防
治效果，也降低农药残留。”

精减用药技术模式在示范区的应用
成果初现——在农药使用减量20％的情
况下，病虫害防治效果不减。中国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十四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农药靶向传输释放调控与协同
控害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首席黄啟良研
究员告诉记者，农药减量带来的效益，最
直接的是经济上的，通过技术优化，每季
减少两次施药，农药用量减少20％，降低
生产成本。同时，由于病虫害防治更加有
效，水稻的产量也有所提高。

（据《新华日报》）

在农药使用减量20％的情况下，病虫害防治效果不减

9月 30日，记者从陕
西省农业农村厅获悉：省
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日
前联合印发《2024—2026
年陕西省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全省农
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
种类范围为21大类46个
小类125个品目。补贴对
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
民 和 农 业 生 产 经 营 组
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行“自
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
直补到卡（户）”。

补贴标准实行分档补贴额测算。常
规补贴机具补贴额测算比例不超过上年
同档次产品市场销售均价的30%，通用
类机具补贴额不超过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发布的最高补贴额。《方案》还对单机补贴
限额提出了详细规定。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全省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为着力点，将更多先进适用
机具有序纳入补贴范围，聚焦机播（机插）
增产和机收减损，重点支持高性能播种

机、智能高速插秧机、大型智能高端联合
收获机械等有助于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
积单产提升、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急需、农
机装备补短板、农业其他领域发展急需以
及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农业机械的
推广应用。

此外，全省还将优化升级农机购置与
应用补贴物联网管理和监理系统服务平
台，推进补贴机具唯一身份识别和智能终
端与辅助驾驶系统应用，发挥大数据信息
优势，提升违规行为排查和监控能力；优
化简化资金兑付流程，增加结算批次，推
进补贴全流程线上办理，提高补贴办理便
利性，确保及时兑付。 （据《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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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在京召开肥料企业科技
创新座谈会，听取肥料企业对科技创新和肥料
管理的意见和建议，研究推进发挥企业在农业
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农业农村部总农艺
师、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主持座谈。中海
石油化学、中化化肥、金正大、新洋丰、云图控股
等21家肥料科技企业代表先后发言，提出意见
建议。

参加座谈的企业家一致认为，经过30多年
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品类齐全、功能多元的肥
料产品体系，成为肥料生产和消费大国，但肥料
企业研发能力不足、高效肥料应用不够等问题
依然存在，需要聚焦肥料产业前沿突出问题，进
一步加大肥料企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以更好
服务支撑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对肥料企业科技创
新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循序渐进、协同配
合，全力支持肥料企业打通科技创新堵点，培育
提升肥料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要认真梳理“十五五”肥料行业科技攻关
重点和项目需求，支持肥料企业积极参与科
研项目研究。推动立项和制定一批行业发展
和产品创新亟需的标准，及时修订和废止一
批过时、滞后的现行肥料标准，健全肥料标准
体系。

肥料企业要加大投入，创新发展农化服务，
积极参与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

各级肥料管理和农技推广部门要建立健全
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提升肥料登记行政服务
水平，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模式，推进化肥减量增
效，提升肥料利用率，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农资行业加快转型
农业社会化服务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农业综合服务商大
会暨第十届全国农资科技博览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农
资行业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农业发展趋势，不
断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领域，正在形成多元化、专业
化、精细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农业生产
能力和效益。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侯
顺利在会上表示，近年来供销合作社系统组织开展“绿色
农资”升级行动，发挥农资企业在科技创新和农业社会化
服务中的骨干作用，2023年全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
达到7.24亿亩次，为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和粮食稳产增产
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表示，当前，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任务依然
繁重，供销合作社系统要推动科技强农，培育新质生产
力，用科技创新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要推动
服务兴农，构建现代服务体系，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帮
助农民更好增产增收；要推动联合助农，凝聚助农整体
合力。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业生产资料与棉麻局局长
龙文说，农资行业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定做好农业
社会化服务工作的决心和信心；要加快农资网络体系建
设，不断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支撑能力；要实施好“绿
色农资”升级行动，逐步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未来，农
业社会化服务将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助力
农业经营向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绿色化、品牌化方向
发展。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