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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一体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粮食单产提升、油料产能提升、农
机化社会化服务提升等“六大工程”，坚
持抓党政示范促面积增长、抓揭榜挂帅促
产量提升、抓农机应用促产业增效，持续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努力提高粮油生产能
力和自给水平。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综合统
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完成粮
食播种面积 4170 万亩左右，产量 1120 万
吨左右。

近日，记者深入贵州乡间田野，探寻
粮油丰产人增收的密码。

揭榜挂帅，农技人员奋战
田间地头

“黔西南州兴义市国家级水稻超高产
试验示范基地最高亩产达 1174.16 公斤。”
随着测产验收专家组测产结果公布，再一
次刷新了贵州省水稻的高产纪录。

饭碗端得稳，农技是关键。亩产量实
现新高，是万峰林坝区高标准农田建设、
水稻种植相关技术试验研究和超高产攻
关、水稻创新种质资源品种筛选、超高产
示范、栽培新技术、使用新机具、绿色高
效肥料的集成应用的结果。

今年以来，贵州各级党政部门把粮食
生产安全责任扛在肩上，建立了省市县乡
四级党委政府和业务部门双线运行保障机
制，党政、业务双线发力，确保粮油生产
稳定。

科技是全面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科研成果只有转化落
地，才能真正发挥价值。去年以来，贵
州省委组织部、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继续组织开展农技人
员创新创业行动，激励近万名农技人员
深入基层开展粮油生产基础性示范服务
和“揭榜挂帅”，将水稻“两增一调”、
玉米“一增五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等高产高效技术送到田间地头、生产
一线，多地打破了粮食高产纪录，为粮
食丰收提供了坚强技术保障。

在天柱县高酿镇高酿村的稻田里，两
台大型收割机将稻穗卷入“腹中”脱粒。

农户龚其敏的 2.3 亩水稻在县农业农村局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采用了“无纺布钵苗
育秧”“两增一调”（增密、增钾、调氮）
增产技术模式，水稻单产取得了955.63公
斤的好成绩，再创该县小面积超高产示范
产量新高。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揭榜挂帅”和农技人员提供的基础
性服务，专家试验田转变为农民大田，高
产品种转变为高产兼优质品种，专家统一
集中管理转变为指导农民管理。据统计，
今年全省农技人员创新创业行动发布粮油
生产关键技术创新榜单 44 个，各级农技
人员组成 2874 个团队踊跃揭榜，9300 余
名高、中、初级职称农技人员分别包片指
导，共完成粮油生产基础性示范服务 570
万亩，推动“专家田”变成“农民田”，

“小面积高产”变成“大面积增产”。
同时，在各种惠农政策的“滋补”和

各项山地现代农业措施的推动下，全省
各地充分挖掘土地潜力，采取粮油复
种、粮豆套种、稻鱼共生等多项措施，实
现“粮经双收”，既稳“粮袋子”，又鼓“钱
袋子”。

建设高标准农田，山地之上
土生金田增粮

在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耕地尤
为珍贵。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五谷
丰登，高标准农田建设成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今年春耕前，贵州 266万亩高标准农
田建成。忙碌了一年，到了喜算丰收账的
季节，高标准农田上的产量到底如何？

“我们交麻人要吃米，一直都是拿玉米
换。如果一家人种一亩地的玉米卖了去换
米，只能够吃3个多月，剩下的就要自己找
钱去买了。”近日，在长顺县鼓扬镇交麻村
节水抗旱稻测产现场，村党支部书记陈天
象感慨道。听到亩产 644.5 公斤的测产结
果，他笑得合不拢嘴。

地处麻山腹地的交麻村，山高坡陡、
土地破碎，石漠化严重、水源匮乏，全村
8000余亩耕地没有一块水田，村民主要种
植玉米。吃上自己种的大米，是交麻人民
祖祖辈辈的愿望，但也是交麻人民从来都

不敢想的事情。
去年 10 月，“推平高坎、填平沟壑”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落地交麻，村里将
涉及“旱改水”的 600余块破碎的土地整
合为 280余块大田，实现了集中连片。宜
机改造、连通管道，交麻村从此有了可以
种植稻米的水田。

交麻村种植结构的变化仅仅是贵州通
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稳粮增收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全省农业农村部门从加强高
标准农田建设着手，以坝区、粮食生产功
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加
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挖粮食作物生
产潜力。

“过去插秧子、收谷子，都很费
力，山沟沟、茅草坡，高一处矮一处。
如今是山水田园风光，春天油菜花海、
秋天金色稻浪，吸引不少城里人。”湄潭
县黄家坝街道牛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胡世强如此感叹。牛场村实施了
2000 余亩高标准农田项目，把分散的田
块聚合到一起，既方便耕种，又形成了
乡村旅游观光点。

2022年以来，贵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与水网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建成
了高标准农田 266.2 万亩。在建设机制
上，贵州探索行业专家、镇村两级和村民

“三方共建”机制，通过以工代赈引导农
民参与工程建设和质量监督。

“每天可以挣到 200元工资，建好了
还可以把庄稼种得更好。”贵阳市修文县
阳明洞街道营官村村民汪朝军难掩喜悦之
情。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贵州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带动 5 万余名农民就业增
收，发放劳务报酬8.2亿元。

强化良机良法良种配套，
收获“粮”好效益

如今的贵州田野，过去传统的人工收
获越来越少，农机作业越来越多。

农机进田，农活提速。今年秋收时，黎
平县各大坝区抓紧秋粮收割，确保颗粒归
仓。肇兴镇皮林村 2000亩坝区，因为使用
了收割机，20分钟便收割完1亩稻谷。

肇兴镇采取全程机械化种植示范1500
亩，通过测产，每亩比人工移栽增产了 30

公斤。“如果人工收割1500亩，需要15天左
右的时间；通过机械收割，只需3到5天，提
高收割效率。”肇兴镇镇长吴平真说。

“种粮食要看你怎么种，农民当老板
还真的不是梦。”在石阡县本庄镇乐桥
村，村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安明一边
检修机器，一边对记者说，“现在我们的
耕、种、管、收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过
去巴掌大一块田，一头牛进去都跑不了两
圈，更不要说旋耕机、收割机了。”

今年以来，贵州强化优质良种推广，
孕育“粮”好收成。先后举办“百万农机
闹春耕”、全省粮食作物 （水稻） 机收减
损大宣传大培训大比武活动，成立 9个省
级专家组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大力推广水
稻播种机、移栽机等适用农机具和集中育
秧、钵苗移栽、机收减损等农机农艺融合
技术，建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化
示范点。与此同时，根据不同种植区域、
不同种植模式、不同种植作物，推广抗性
好、产量高、适应性强的高产优质品种。

强化良机良法配套，收获“粮”好效
益。“这片科研基地示范田面积超过 100
亩，其中 25 亩集中展示‘筑优筑农丝
苗’‘昇两优丝苗 5 号’‘Q 两优 5 号’等
34个水稻新品种。”在贵阳市乌当区筑农
科水稻研究基地，贵阳市种子协会理事长
邓勇说，“受地形地势、环境气候的影
响，贵州的水稻种子有着很大的研制空
间，我们公司依托合作的各地科研院校和
专家学者，一直致力为贵州突破杂交水稻
研制难题，如今已小有成效。”

“种水稻，最重要的就是选种子。好
的种子是确保产量的关键，是保障我们粮
农收益的基础。‘看禾选种’是非常好的
选种方式。”在 2023年贵州省水稻品种展
示评价暨“看禾选种”现场观摩会上遵义
市播州区新民镇的种粮大户谢福勇告诉记
者，近年来他积极选用优良水稻新品种，
先后试种了“宜香优 2115”“兆优 5455”

“泰优 808”“华浙优 261”等品种，平均
亩产量在 600 公斤以上，最高亩产达 750
公斤以上。

深耕细作一粒粮，粮食安全扛在肩，
一幅“产业强粮食安”画卷在黔贵大地徐
徐展开。

莫道农家无宝玉 黔贵山地皆是金
——贵州夯实粮油生产基础纪实

2 综合新闻
2023年11月22日 星期三

编辑：刘远 校对：赵军 毛萍 新闻热线：01084395094 E-mail: zbs2250@263.net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11 月 21 日，农业农村部在
上海市召开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暨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推进会。会议总结
交流“十四五”以来水生生物资源养
护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分析当
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明确工作思
路，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任务。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
业农村 （农牧）、渔业厅 （局、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农业农村部渔业渔
政管理局局长刘新中出席会议并讲
话，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
理办公室主任马毅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十四五”以来，各
级渔业渔政管理部门不断完善制度
措施、健全支撑体系、强化执法监
管 ， 长 江 十 年 禁 渔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效，水生野生动物保护能力明显提
升，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取得明显进
展。但是，当前水生生物资源衰退
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统
筹资源环境保护和渔业产业发展的
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会 议 强 调 ， 要 深 入 学 习 领 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树立大食物观，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生态文明、践行

“两山”理念等方面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渔业工作和资
源养护工作的基本定位。各地在开展
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过程中，要正
确处理渔业资源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关

系，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推进渔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
应，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
护相得益彰。

会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期，各地要着力抓好八项水生生物
资源养护工作：一是坚定推进长江
十年禁渔，强化常态化执法监管，
持续开展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
疏堵结合规范垂钓管理，稳慎开展
生态调控捕捞。二是不断完善休禁
渔期等渔业资源养护制度，科学设
置禁渔期和禁渔区，稳妥有序开展
专 项 捕 捞 ， 积 极 推 进 捕 捞 限 额 制
度。三是加强增殖放流科学规范管
理，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引导规
范社会放生，狠抓放流效果评估。
四是高标准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加
快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提
升示范效应，推进海洋牧场高质量
发展。五是加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管理，推进保护区优化调整，强
化保护管理，严格涉保护区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补偿。六是
强 化 渔 业 资 源 调 查 和 环 境 监 测 活
动，常态化开展调查监测，规范调
查活动，严格租用渔船开展调查活
动审批管理。七是加强水生野生动
物保护，健全保护管理工作机制，
加强重点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严
格规范行政审批管理。八是加大渔
政执法监管力度，强化休渔执法，
落实黄河等水域禁渔期制度，严厉
打击涉水生野生动物违法违规行为。

农业农村部召开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毛晓雅 姚雯祎）11 月 21 日，中国
贸促会举办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
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会”）筹备情况
新闻发布会，记者获悉，首届链博会将
于 11 月 28 日-12 月 2 日在京举办，目
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据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介
绍，首届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
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以“链接世
界 共创未来”为主题，旨在打造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窗口、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平台、推动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的新载体、践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实践。

中国既是全球供应链融合发展的
受益者、维护者，也是构建全球供应
链新生态的探索者、建设者，在全球
制造和供应链体系中举足轻重。此次
举办的首届链博会聚焦促进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合作，注重绿色低碳发展、
数字化转型，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
展，呈现出上中下游产业衔接、大中
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中外企
业互动等四大特点。

据悉，首届链博会展览总面积将
达10万平方米，设置智能汽车链、绿
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
链、健康生活链等 5 大链条和供应链
服务展区。515 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
展，集中展示各链条上中下游关键环
节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

其中，绿色农业链展区将以“让
食品更为安全”为主题，邀请中国机

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伊
利集团、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嘉吉公司等一大批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展示从“田
园”到“餐桌”的全链条产品和服
务，分为绿色农资产品、智慧农业、
种植养殖及农产品加工、全球地理标
志及特色农产品、现代农业服务等 5
个板块。

此外，首届链博会还设立国际展
区，南非、加拿大、日本、越南、非盟国
家、葡语国家、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将
以国别和地区展位形式参展。

首届链博会开幕式暨全球供应链
创新发展论坛将于 11 月 28 日上午举
办，有关国际组织、欧美商协会组
织、世界 500 强企业等主要负责人将
发表致辞。1000 余名中外政府部门、
工商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
者等将参会。

据介绍，链博会期间将举办 6 场
专题论坛，覆盖智能汽车、绿色农
业、清洁能源、生命健康、数字科技、
供应链管理等领域。同时配套精彩
纷呈的展会活动，涉及政策解读、交
流研讨、对接洽谈、新品发布等 20 余
场活动。

首届链博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
中国贸促会所属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联合国工业和发展组织、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贸易中心、国
际商会等 5 家重要国际组织担任支持
单位。

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举办

工作人员在宁夏银川
市兴庆区农业高科技智慧
示范园区花卉生产基地将
鲜花打包，准备外销。

进入冬季，兴庆区农
业高科技智慧示范园区花
卉 生 产 区 内 一 派 忙 碌 景
象，盆栽花、鲜切花等各色
花卉的生产、销售逐步进
入旺季。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上接第一版）
当前，全区主要秋粮作物晚稻收

获已进入扫尾阶段，粮、油、菜等秋
冬种工作正全面展开。广西对秋冬
种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将种植任务层
层分解落实，各地结合种植结构布
局，明确时间节点，细化措施，压实

责任，大力推行“稻－稻－菜”“稻－
稻－薯”“稻－稻－油”“稻－稻－
肥”等优势轮作种植模式，千方百计
确保秋冬菜种植 1500 万亩、秋冬种
收籽油菜 71 万亩以上，力争秋冬种
马铃薯 85 万亩，为明年粮油增产丰
收打下坚实基础。

广西继续下达粮食生产激励资金1.3亿元

（上接第一版）工作组找到刘万堂2017
年的住院病历，发现其实是因为当时
他的自费药物较多，所以才导致他感
觉报销的钱太少，其实700元按照当时
规定已经报销了费用的 60%左右。工
作组又为他讲解了身边家人住院缴合
作医疗保险报销的真实案例，刘万堂
随即也疑惑全无，让工作人员帮助他
缴纳了2023年的合作医疗保险。

对于基层领导干部来说，既然身
在基层，就是要坚持把政策宣传作为
工作切入点、把解决问题作为工作出
发点、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落脚点，这
样不仅加强了新时期基层干部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更使党员干部和群
众之间架起“连心桥”。目前，菩提镇
党委共派出机关党员干部 38 人，走访

农户 1496户 5360余人，工作任务已完
成 85%以上。党员干部参与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24 件，形成了问题台
账 8 条。菩提镇还争取资金为村组修
复平整道路 16 条，更换了路灯 55 盏，
动员 3200 余人缴纳了合作医疗保险，
并引导群众清理回收反光膜30.6吨。

“四下基层”时刻提醒我们，只
有把自己置身群众之间，吃透村情
民意才能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
心的事办细、
顺 民 意 的 事
办好。

农 民 日
报·中国农网
记 者 胡 明
宝 整理

“四下基层”是抓好农村工作的妙招良方

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黄慧
莫志超）11 月 21 日，江西省政府和农业农村
部在江西九江共同召开省部共建江西绿色有
机农产品基地试点省推进会。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马有祥出席并讲话。

马有祥指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江西的有关重要指示精神，2021 年 3
月，省部共同谋划，启动试点省建设，建立
省部分管领导同志“双牵头”工作机制，联

合制定五年工作方案。两年多来，江西省
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登记数量增
加了 81%，绿色有机认证面积增加了 23%；
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 6 年实现负增
长；率先整省域打造农安智慧监管，主要食
用农产品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取得
积极成效。

马有祥强调，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10月在
江西考察时作出“打造区域性优质农副产品

生产和供应基地”“把农业建设成为大产业”
等重要指示，这为试点省建设提出了更高要
求。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以统筹推进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三品一
标”为抓手，落细落小各项重点任务。要坚持
质量兴农，推动全方位提升品质；坚持绿色兴
农，推动全省域绿色转型；坚持产业兴农，推
动全链条增值增效。试点省建设在“拉高线”
的同时，更要守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尤其

对禁用药物违法使用要严厉打击，对常规农
药超标问题要严格管控。绿色有机农产品要
实施更高标准、更严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忽
视质量安全问题。

江西省副省长卢小青出席并讲话。省部
共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有关同志、江西省有
关市县党委政府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江西
省农业农村厅作了情况汇报，相关单位、市县
和企业作了汇报和交流发言。

省部共建江西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试点省推进会召开

（上接第一版） 三是国际社会要拿出实际举
措，防止冲突扩大、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稳
定。中方支持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紧急特
别会议就巴以冲突通过的决议。中国作为
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主持通过了安理
会第 2712 号决议。各方应该将决议要求落
到实处。

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
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
期遭到漠视。我多次强调，解决巴以冲突

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
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
巴勒斯坦国。不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中东就没有持久的和平稳定。中方呼吁尽
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凝聚国际
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
面、公正、持久解决。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方积极劝和
促谈，推动停火止战。为缓解加沙人道主义
局势，中国已通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

联合国机构提供了20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
援助，通过埃及向加沙地带提供了价值1500
万元人民币的食品、药品等紧急人道主义物
资，并将根据加沙人民需要，继续提供物资
援助。中国作为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
席，已经推动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要求延
长人道主义暂停和人道主义走廊的期限，保
护平民，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等。

各位同事！
金砖合作机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共同利益的重
要平台。今天，我们就巴以问题协调立
场、采取行动，为扩员后的“大金砖合
作”开了个好头。中方赞赏南非作为今年
主席国为推进金砖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
献。俄罗斯明年将接任主席国，中方愿同
其他成员一道，共同支持俄方工作，开创
金砖合作新时代。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推动停火止战 实现持久和平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