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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立刚

“你倒是提醒我了，我那在温州苍南
读高中的侄儿吃到上海大米饭就说好
吃，一顿饭能吃好几碗。”

今年初，记者有幸跟上海市水稻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作物所所长曹黎明在内的 8 位专业
组组长们聚到一起，回顾近十年来上海
水稻产业的转型和探索。其间，记者谈
起过年趣事，年届八十的姑父在浙江老
家种了一辈子地，吃到上海大米饭一个
劲儿地说好吃，连吃了两碗，这勾起了
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粮油科
科长、栽培与土肥专业组组长顾玉龙的
回忆。

“这几年上海大米好吃的市场形象
的口碑越来越好，去年‘沪软 1212’获得
首届全国优质稻（粳稻）品种食味品质鉴
评金奖，是南方唯一的金奖，这是最好的
肯定。”曹黎明说。

上海是我国都市农业发源地，农业
理念和现代化水平无可争议地位于全国
前列，但是，当上海把卖稻谷转向卖大米
作为上海农业转型升级的抓手时，还是
引起了不少议论。水稻等粮食生产的转

型升级受益面最广，难度不小，没有科技
创新，没有当地政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的决心和意志，是空谈。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追求品质生活
时代，上海通过科技独创了深受消费者
喜爱的“香软”大米，为中国好大米烙上
了上海印记的同时，也为广大水稻产区
特别是南方水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作出
了有益探索。

技术体系为上海大米输入
“香软”特质

卖稻谷转向卖大米，是皆大欢喜的
事，只是卖大米的成功与否，得由消费者
来评判。面对早就形成的“品质比不过
东北米，价格拼不过苏北米”的消费观
念，上海大米拿什么来卖？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调研后发现，衣
食无忧的上海市民对一碗好米饭耿耿于
怀，不是太贵就是食味达不到要求，进一
步调研发现，上海市场存在两个一直被
忽视的空间，一个是国庆前后上海市场
缺新鲜的好大米，二是上海市场缺又香
又软的好大米，如果能填补这两个市场
空缺，上海本地大米无疑将迎来“一米难
求”的机遇。

“市场的需求就是育种的追求，通过
几年攻关，上海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庆稻
和中晚香软粳稻品种相继问世，逐渐赢
得了上海市民的喜爱。”培育出优质稻金
奖“沪软1212”品种的上海市农科院博士
吴书俊说。

据吴书俊介绍，截至 2018 年底，上
海基本形成了早中晚熟新品种的合理布
局，国庆稻以“松早香 1 号”“沪早香软 1
号”为主推品种，中晚熟粳稻则以“沪软
1212”“银香 38”等为新品种。这些新品
种香软特点鲜明，而且初步建立了集良
种选育和繁制、生态种植和保优栽培、原
粮储运保鲜和稻米加工以及产品质量可
追溯于一体的产业化技术体系。

余飞宇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光
明种业上班，十年来，从技术员做到副总
经理岗位，非常熟悉上海本地水稻品种
和江浙水稻品种的市场情况。近年来，
他欣喜地看到，上海自主知识产权的

“沪软 1212”“银香 38”等好品种推广势
头很猛。

余飞宇说，水稻产业从高产转向高
品质、高效很难，上海率先在品种上实现
了突破，又在机制上实施了创新，转型升
级的希望就很大了。 （下转第三版）

一场农业转型升级让上海大米摆脱了“品质比不过东北米，价格拼不
过苏北米”的尴尬境地，从此，上海人不再为一碗好米饭而耿耿于怀——

中国好大米的上海印记

新华社长春7月4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3日至4日
在吉林调研农业农村工作。他强调，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
要论述，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着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
收，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提供有力支撑。

胡春华先后来到吉林市永吉县、四
平市梨树县和公主岭市的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科
技实验站、研发基地，实地了解秋粮生
产、生猪养殖、农产品加工、家庭农场与
合作社建设管理等情况，现场察看黑土
地保护技术研发运用、高标准农田建设
进展。

胡春华指出，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
是粮食有效供给，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首
要任务。要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积极推行保护性耕作等绿色生

产方式，夯实农业基础。要加快实施质
量兴农战略，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推动
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要以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大力发
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提高农业全产业
链收益，拓展农民增收渠道。要突出抓
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发展，健全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小农生产引入现
代农业发展轨道。

胡春华强调

着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 本报记者 崔丽

7月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近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
作的意见》有关情况。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于康震、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
海出席发布会并答记者问。

于康震指出，此次国办印发的《意见》，
提出了“八加强一规范一稳定”的防控工作
总要求，是指导防控非洲猪瘟、提升防控能
力、稳定生猪生产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
见》立足生猪全产业链，着眼构建长效机
制，着力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和稳定生猪生

产发展。农业农村部将坚持防疫生产两手
抓，标本兼治重治本，着力提升动物疫病防
控能力，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稳
定生猪生产发展，努力做好猪肉市场保供
工作。

疫情发生势头明显减缓
《意见》明确了进一步加强防控
的措施

于康震介绍，自 2018 年 8 月初我国发
生非洲猪瘟疫情以来，截至今年 7 月 3 日，
全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143 起，扑杀生
猪116万余头。目前，全国25个省（区、市）
的疫区已经全部解除封锁。总体看，非洲

猪瘟疫情发生势头明显减缓，生猪生产和
运销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于康震指出，我国非洲猪瘟防控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从国际上看，非洲猪瘟防
控是全球性难题，已发生疫情的 68个国家
和地区中，目前只有 13个国家曾经实现根
除。从国内看，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
但兽医工作基础、防疫能力、保障措施等与
防控要求还不适应。为进一步做好防控工
作，构建防控长效机制，打赢非洲猪瘟防控
攻坚战，此次出台的《意见》围绕疫情防控、
提升防控能力和稳产保供明确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

（下转第二版）

非洲猪瘟防控要坚持防疫生产两手抓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解读国务院《关于加强非

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并答记者问

7月4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第一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通过唱童谣、做游戏等形式，轻松学习垃圾分类相
关知识，为维护环境卫生作出努力。图为乾元镇第一幼儿园展示的小朋友通过废物回收制作的手工作品。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因地制宜只争朝夕发展产业，确保按
时打赢脱贫攻坚战，是贵州立下的军令
状。贵州省 12 位省领导领衔农业特色产
业发展，让原本不具体分管农业的省领导
也研究产业、关注农业，这是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党管“三农”工
作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不仅有利
于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也
进一步促使当地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转

变政绩观和工作作风，更加自觉主动地做
好“三农”工作。

贵州省能够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把注意力和兴奋点转
向农业农村，为全国其他地区带了个好
头。推动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我们期待有更多地区能切实行动起来，
拿出实策、真抓实干、抓出成效。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为省领导领衔发展特色产业点赞
刘久锋

本报讯（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日前，
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2019
年 2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河南省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栾川县
等 33 个县脱贫摘帽情况开展了专项评估
检查。结果表明，33 个县的综合贫困发
生率均在 2%以下，90%以上的贫困村通
过扶贫实现退出。日前，河南省人民政
府正式批准 33 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实

现脱贫摘帽。
据介绍，目前，33 个退出县的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均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
服务主要领域指标均达到贫困县退出标
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面进步，
脱贫基础持续夯实，后续帮扶计划及巩
固提升工作安排等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相
对完善，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符合贫困县

退出条件。
据介绍，此次脱贫摘帽的 33 个县中，

有19个是国定贫困县、14个属于省定贫困
县，其中，革命老区县占 26 个。截至 2018
年底，全省贫困人口从 2014 年底的 576 万
人减至 104.3 万人，全省贫困发生率由
7.13%降至 1.21%；2019 年全省计划将再减
贫 65 万人，1000 个贫困村出列，剩余 14 个
国定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河南 33 个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本报讯（记者 吴砾星）日前，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正式批复《湖南省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湖南省召开电视
电话会议对整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

据介绍，目前湖南省农村集体资产清
产核资已基本完成，今年年底前可建立健
全集体经济组织，2020 年 8 月底前将基本
完成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为
所有完成改革的集体经济组织颁发登记
证书。

会议提出，湖南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整省推进试点要做到：一是改革范围要全覆
盖；二是提前一年完成改革任务；三是取得
一批制度性的成果。按照这一要求，湖南省
制定了具体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

《方案》重点工作包括清产核资、产权
界定、成员身份确认、股权设置和管理、股

权合作制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
码、赋予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

关于成员身份确认，《方案》提出要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
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
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
的贡献等因素，协调平衡各方利益，统筹做
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做到
全面、准确、不遗漏。

关于赋予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方
案》提出要健全集体收益分配制度，明确公
积金、公益金提取比例，把农民集体资产收
益分配权落到实处。探索农民集体资产股
份有偿退出的范围、条件和程序，现阶段只
在集体内部转让或者由集体赎回，要防止
出现持有份额过大的股东。

对于股权设置和管理，《方案》提出股
权量化和配置现阶段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

内部进行，以成员股为主，是否设置集体股
由集体成员民主讨论决定。农村集体资产
股权实行静态管理，提倡不随人口增减变
动而调整。建立集体资产股权登记制度，
记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信息和股东持有的
集体资产股权信息。

对于股份合作制改革，《方案》提出经
营性资产总量较大的村，应将纳入折股范
围的净资产以股份形式量化到集体所有成
员，实行“确权确股确值”。经营性资产较
少的村，可将纳入折股范围的净资产以份
额形式量化到集体所有成员，实行“确权确
股不确值”。对管理型、公益性及待处理资
产不作量化，根据其不同投资来源和有关
规定统一运行管护；资源型资产暂不列入
折股量化的范围，今后资源性资产变现和
净资产增减变化等，可以调整折股量化的
数额。

湖南启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4日电（记者 李
志浩）天山南北正值夏粮收获季。由新疆
农业科学院选育的冬小麦新品种新冬 60
号，日前在新疆泽普县实收单产 731.3 公
斤，刷新了 2018 年新疆冬小麦实收单产
724公斤的纪录。

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专家近日
来到新疆农业科学院小麦育种家泽普基地
100 亩高产示范田，对冬小麦新品种新冬
60号进行现场实打产量验收。

专家组实地查看小麦田间长势后，按
照《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
行）》要求，经丈量、机械收获脱粒、称重、水
分测定、取样测定杂质率等环节，形成验收
意见。

专家组随机选取的连片实打面积为
3.18 亩，收获籽粒鲜重 2346 公斤，杂质
率为 0.1%，平均水分含量 13.68%，按 13%
标准含水量折算，新冬 60 号亩产达到
731.3 公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

村厅确认，这刷新了新疆冬小麦实收单
产纪录。

新疆农业科学院小麦栽培专家雷钧杰
说，该示范田采用良种良法配套、水肥一体
化高效节水滴灌、一喷多防、节水减肥减药
等多项栽培技术集成，达到高产高效减肥
减药绿色增产目标。高产纪录的刷新，表
明小麦在南疆仍具有较高丰产潜力，新品
种选育可为新疆粮食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助力南疆四地州脱贫攻坚。

新疆小麦单产纪录刷新为731.3公斤

□□ 本报采访组

你可曾想过去内蒙古看“海”？
素有“塞外明珠”“塞外都江堰”之美誉

的乌梁素海，总面积 300平方公里，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内，
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角地带的边
缘，像明亮的眼睛一样镶嵌在草原上。它
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是内蒙古河
套灌区灌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黄
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乌梁素海生态
环境保护对维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保障黄河水质和度汛安全、促进地区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诸事利弊，共依共存。乌梁素海是历
史上由黄河改道、多次泛滥和河套水利开发
而形成的河迹湖，是河套灌区农田退水的功
能性排泄区。它作为河套灌区灌排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受纳农业灌溉退水、山
洪水和少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5亿立
方米以上。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湖区水
体污染不断加剧，2008年达到顶峰，并爆发
大面积黄藻。此后经过治理，水质有所好
转，但仍不稳定。

“乌梁素海的生态治理状况牵动着总书
记的心。”巴彦淖尔市市委书记常志刚激动
地告诉记者。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叮嘱自治区加快“一湖两海”（呼伦
湖、乌梁素海、岱海）水生态综合治理。今年
3月5日，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内蒙古
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沙漠等多种
自然形态，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综合性生态系
统，生态保护和修复必须进行综合治理”，进
一步指明了乌梁素海治理的科学方向。

坚持系统思维实施全流域
综合治理

造成乌梁素海水质污染的原因有哪些？
巴彦淖尔市副市长郭占江介绍，主要源自三
个方面：一是面源污染。河套灌区有1100万
亩耕地，每年使用化肥近28万吨、农药1500
多吨，大部分被植物吸收和留存在土壤中，一
部分化肥、农药随农田退水排入总排干，最终
进入乌梁素海，这是造成乌梁素海富营养化
和污染的主要成因。二是点源污染。随着全
市污水配套管网不断完善，城市生活污水的
收集率逐步提高，排入乌梁素海的工业废水、
城镇生活污水逐年增加。三是内源污染。由
于乌梁素海富营养化，造成芦苇长势茂盛，芦
苇根部和湖内各种有机体腐烂，形成了平均
厚度50厘米、约1亿立方米的底泥，积累在底
泥中的污染物也是导致水体污染的来源。

因势而变的步伐迈开了。巴彦淖尔市
市长张晓兵表示：“乌梁素海水污染问题在
水里，成因在岸上，根源在流域生态系统的
破坏。所以，治理乌梁素海必须坚持系统思
维，由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下转第二版）

擦亮草原的“眼睛”
——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梁素海生态治理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