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11月 15日，中非低碳循环农业交流
会暨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
联合中心（四川）年度工作会在成都以线
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中心依托单位
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王登山
在会上发布了《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
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四川）组建方案及
三年行动计划》。

据介绍，去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
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
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宣布中非
双方将实施卫生健康、减贫惠农、贸易促
进、投资驱动、数字创新、绿色发展、能力
建设、人文交流、和平安全九项工程。其
中，为促进农业、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中
方宣布将继续实施非洲青年农业科研领
军人才培养计划，在华设立一批中非现代
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作
为落实达喀尔行动计划的务实举措，2021
年12月15日，中国外交部和农业农村部
在华设立了首批四个“中非现代农业技术
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其中，授权
在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设立“中非
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

（四川）”，开展中非低碳循环农业和农村
能源相关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中心的宗旨是立足需求，整合资源，
务实合作，引领中国和非洲各国的低碳循
环农业和农村能源发展。中心将集聚中
非低碳循环农业和农村能源发展的智慧
和力量，实施见效快、惠民生的项目，成为
引领中非循环农业和农村能源政策对话、
人员信息交流、科研合作和产业经贸来往
的“孵化器”和“推进器”，服务中非农业高
水平合作，促进非洲国家减贫惠农。

王登山介绍说，未来三年，中心通过
开展人员培训交流、联合研究、技术示范
转移等，助力非洲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促进适合非洲国家农情的农业农村
技术成果在非洲实现集成、开发和推广。

在交流会上，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
院长刘国道，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
业研究中心科技处处长朱健，杨凌示范区
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
地办公室副主任张学明，分别就热带农
业、水产养殖、旱作农业领域的中非合作
现状进行讲解，并展望了未来合作前景。
安哥拉、南非、肯尼亚、赞比亚国家代表分
别对各自国家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农村能
源的现状和需求进行了研讨。

中非低碳循环农业交流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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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福建光泽，“圣泽 901”新品种破解了
白羽肉鸡种源“卡脖子”难题；浙江安吉，

“安吉白茶”产值超 32 亿元，一片绿叶富
了一方百姓；上海崇明，清水蟹、大米等 6
大区域公共品牌擦亮了都市农业的金字
招牌……

2021年起，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农业
生产“三品一标”（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
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行动，更高层
次、更深领域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成为促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国各
地深入推进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涌现了
一批先进典型。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
展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典型案例遴选工
作，北京市平谷区等40个单位成功入选。

振兴“中国芯”促进品种培优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有好的品种，才
能带来高产量和好品质。近年来，各地加
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强化育种技术
创新、加强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选育推广了
一批高产优质、广抗多适的优良品种。

中国人每吃2枚鸡蛋，就有一枚来自北
京平谷峪口镇峪口禽业园区培育出的“京”
系蛋鸡。目前，平谷区已培育出五个“京”系
列蛋鸡品种，累计推广60亿只，国内市场占
有率50%。平谷以20个品系、7万只纯系种
质资源为根本，创新现代化育种技术体系，
联合研发了我国第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蛋鸡基因芯片“凤芯壹号”，将种业“中国
芯”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陇中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甘肃定
西市安定区的小土豆迎来了新“曙光”。在
安定区，马铃薯种植面积高达100万亩，总
产量189万吨，年生产微型种薯5.5亿粒以
上，年出口1亿粒以上，培育出了“陇薯15
号”“冀张薯 12号”等一批适应性广、抗逆
性强、适销对路的淀粉、全粉和主食化种薯
新品种，种薯品种得到进一步优化。

重庆市荣昌区培育出的“渝荣 1 号”
荣昌猪配套系，湖北襄阳襄州区亩产
691.2公斤的小麦品种“扶麦368”，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巴州和静县的“红龙17”“红金
303”“红安 8 号”辣椒……各地优质品种

层出不穷，农业品种培优取得重要进展。
纵观全国，各地纷纷加快构建种质资

源保护利用体系，优异种质资源得到保护
发掘，不仅抢救性收集保护了一批珍稀、
濒危、特有的传统品种，也创制挖掘了一
批优异种质资源，创新培育一批从“0”到

“1”的突破性新品种，一些优良品种不断
扩大良种覆盖范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全链绿色生产 推动品质提升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农业产业发展，
事关公众身体健康，打造高品质农产品至
关重要。品质是品种培优的有效载体，是
品牌的重要保障，贯穿于农业生产“三品一
标”全过程。各地持续推动产地环境净化、
推行绿色生产技术，加强全过程质量管控，
推动农产品质量水平迈上新台阶。

好山好水出好茶。湖北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咸丰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
司城遗址，打造出“唐崖茶”金字招牌，并大
力推广“茶—沼—畜”“自然生草+绿肥”等
模式，推广“去夏增春提质增效”绿色集成
生产模式，减少化肥用量30%以上，推动价
格提高10%以上，使咸丰茶香飘万里。

河南三门峡市灵宝市大力推行“果—
菌—肥—果”绿色生产模式，果园生草、生
物防控、绿色防控等新技术，让灵宝苹果

更加酸甜脆香。
除了净化农业产地环境，集成推广绿

色技术模式，各地还积极统筹加强质量安
全监督，创新监管技术手段。如陕西商洛
市柞水县加强木耳产品“身份证”管理，实
现全程溯源；吉林白山市抚松县打造“数字
人参”可追溯体系，推动人参优质率提升
等，提升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打造“金字招牌”创响农业品牌

品牌是品质的保障、信誉的凝结，代
表着核心竞争力。推动农业生产“三品一
标”，必须要打好“品牌”这张关键牌。

提到蔬菜，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首先
想到山东寿光。寿光组建了全国首家蔬
菜合作社联合会，专门运营寿光蔬菜区域
公用品牌，引导企业认证农产品品牌 300
多个，打造“乐义蔬菜”“七彩庄园”中国驰
名商标，推动蔬菜产业由“中低端种植”向

“高端绿色品牌”转变。
“洪泽湖大闸蟹”是中国驰名商标。为

了拓宽销售渠道，江苏淮安市洪泽区下了
不少功夫，积极开拓“专营+电商”销路，设
立品牌专直营门店，建设网络直播电商实
训孵化基地，举办网络营销“万团大赛”，现
在，该品牌溢价增值高达10亿元以上。

山西大同云州区的“大同黄花”、江西

九江永修县的“永修香米”、吉林白山抚松
县的“抚松人参”、海南三亚崖州区的“福
返芒果”等，越来越多的品牌不断崛起，成
为消费者的“心头爱”。

品牌是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提振
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措施，各地积极完善品
牌服务管理体系、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加
强品牌文化赋能，不断提升农业品牌竞争
力及影响力，提升了农业品牌溢价能力和
品牌价值，也为产品赋予了文化内涵，打
造了一个个亮锃锃的“金字招牌”。

全程贯标用标 提升标准化水平

标准化生产越来越成为各地农业生
产的主流。标准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引领
和推动力量，可以说，没有标准化就没有
绿色化。“有标用标、无标创标、全程贯
标”，各地在农业生产中积极按照要求建
立健全了农业标准体系，加快推进农业标
准化生产，不断推出了安全、可靠的高质
量农产品。

广东肇庆市鼎湖区，素有“鱼米之乡”
的美誉，拥有水产养殖面积 7 万余亩，鼎
湖区鼓励渔业企业制定发布了一系列企
业标准和行业标准，全区建成标准化养殖
基地 12 个，标准化生产助力“文 鲤”等
品种享誉海内外。

杞县大蒜甲天下，品质优良味道佳。
河南开封市杞县的 40万亩大蒜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全面实施绿色标准
化生产，提升生产、加工、监管各方面标准
化水平，现在，杞县大蒜已经是名副其实
的“中原名片”之一。

近年来，各地高标准创建了一批现代
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基地，打造了标
准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示范，推动
特色农产品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绿色优质
农产品如雨后春笋，丰富了人们的餐桌。

推进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是深入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适应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各
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条因地制宜发
展农业的新路子，成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
产的助推器，保障了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为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更高水平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全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综述

全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巡礼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日前，记者从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
与资源保护总站了解到，为落实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发布的《推进生态农场建设
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发挥专家在决策咨
询、技术指导、培训交流、监测评价等方
面的支撑服务作用，农业农村部成立了
生态农场建设专家指导组，生态总站严
东权站长任专家指导组组长，华南农业
大学骆世明教授和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
护协会高尚宾研究员任副组长，成员主
要由多年来从事生态农业的权威专家、
部属单位专家组成。

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生态农场建设
意义重大。计划到 2025年，通过科学评
价、跟踪监测和指导服务，在全国建设
1000家国家级生态农场，带动各省建设
1万家地方生态农场。

据了解，专家指导组在专业方向上
聚焦农业绿色发展、投入品减量、农业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土
壤改良修复等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
研究方向，同时也覆盖农业生态系统结
构与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生态、
生态补偿政策等方向。

专家指导组将跟踪分析全国生态
农场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
提供相关研究报告，提出政策措施建
议；围绕生态农场建设、生态农业技术
集成与应用，提出具有区域适用性的技
术方案；定期开展实地调研，凝练总结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主体的生态农业技
术模式；开展生态农场建设技术指导，
帮助组织生态农场技术推广、培训与宣
传等工作。

下一步，专家组将指导业务部门针
对生态农场建设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并
提出建议；调研首批及第二批生态农场，
总结凝练不同区域生态农业技术模式；
完善生态农场建设台账设计及相关标准
制定；开展针对生态农场主的线上培训
与实地指导等，切实推进生态农场建设。

农业农村部成立生态农场建设专家指导组

□□ 张勇

近年来，山东省阳信县农机服务中心
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优势，进一步探索灵
活的收储方式，大力示范推广穗茎兼收秸
秆离田模式，实现秸秆离田“变废为宝”，
推动县域富民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阳信县是鲁西黄牛、渤海黑牛的主
产区，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肉牛养殖加
工集散地，全县规模以上肉牛养殖场136
个，年出栏肉牛 28万头。一头 400斤的
牛犊育肥到 1200斤以上出栏需要 4.5吨
左右的秸秆饲料，年需求量 126 万吨左
右。玉米秸秆是优质的饲料来源，目前
全县玉米种植面积55.07万亩，一亩地平
均产出 2 吨青贮秸秆，基本能满足肉牛
养殖业的秸秆饲料需求。

阳信县肉牛养殖的发展带动了青贮
玉米秸秆饲料化的需求。阳信县积极探
索采用穗茎兼收秸秆离田模式，提高秸秆

综合利用率，取得了多赢效果。对农户来
说，机手免费收割果穗，每亩能省下80元
的作业费；对机手来说，回收的秸秆卖给
肉牛养殖企业除去人工、油料、草料运输
车等成本每亩多收入200元，大大缩短购
机回本时间，适合种植普通玉米品种的小
规模作业或小规模养殖户作业。

为推动穗茎兼收秸秆离田模式示范
推广，阳信县农机服务中心成立技术服
务队，指导机手规范作业，协调经销企业
保障农机供给；组织机手跨区作业，拓宽
增收渠道；做好市场供需调研，加大青贮
秸秆销售渠道，增强收储消化能力。一
方面，充分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
策，鼓励机手选购技术成熟、切碎均匀、
含杂率和破损率低的机型。另一方面，
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现场演示会等形
式让农户了解穗茎兼收机型的技术特
点、操作注意事项、秸秆饲料化和打捆包
膜等技术要求。

阳信县农业机械化助力穗茎兼收秸秆离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江河更清了。陕
西榆林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绿色铺
就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一幅山青水绿的画卷
徐徐展开。

高西沟村位于米脂县城北20公里处，属
典型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作为水土保持
生态建设的先行者，从 1953年起，高西沟村
村民通过锲而不舍的奋斗，创造出土地利用

“三三制”模式，经过四届村党支部三代人的
共同努力，将一个生态环境脆弱、植被稀疏、
水土流失严重的穷困山村，变成了今日“高
山松柏连成片，陡坡牧草绿油油，水库清澈
映青山，平展坝地喜丰收”的“塞上江南”。
进入新世纪，高西沟村党支部大胆实践，开
拓创新，探索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

致富之路。
近年来，高西沟依托本村生态资源，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形成 2300亩生态林，
包括 660亩松柏林、1000亩经济林。还建成
水库、水土保持成果展览室，党建展室等。
在这里，游客不仅能进入林区自由采摘苹
果、大扁杏、葡萄等应季水果，还可以体验住
土窑洞、吃农家饭、干农活等活动，领略厚重
的黄土风情。

环境美了，口袋鼓了，笑容多了。如今
的高西沟“层层梯田盘山头，阵阵果香飘满
沟”，现有林草地 4800亩、高产农田 777亩，
果园 1000亩，全村荒山治理程度达 78％，林
草覆盖率达70％。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11.5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860元，
全村实现了山青、水秀、村美，人与自然和
谐、人民生活小康的目标。

黑河东岸的榆林市靖边县黄蒿界镇
牛皮沟村河水波光粼粼、清澈见底；岸边
水草丰茂、牛羊成群；蝉鸣婉转悠扬令人
沉醉……凭借这些美景，黄蒿界镇在黑河岸
边依势建立了露营基地，将两岸些许杂乱的
水草进行了整理，对乱搭乱建问题进行统一
归整，用篱笆墙将人类的娱乐空间与动物们
的栖息地合理划分。茅草屋、土灶房一字排
开，停车区、娱乐区被合理规划，这样既方便
管理又不会对河道产生污染。镇村两级的
用心布局完美改造出一个符合当代人露营、
嬉水、烧烤的一站式服务景区。现今，牛皮
沟露营基地已经建成，黑河流域风景也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经济活力。

俯瞰榆阳大地，从北部草滩到南部丘
陵，紫花苜蓿、青贮玉米、燕麦等优质饲草种
植基地犹如一张张绿毯铺展开来，跌宕成一

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近年来，榆阳区围绕建设“中国草业明

珠”目标，积极探索种养结合、循环发展的饲
草产业发展新模式，每年安排财政资金2000
万元，补贴支持农民发展优质饲草、良种繁
育以及饲草生产加工等，推动了全区饲草产
业可持续发展，饲草产业已成为壮大集体经
济、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引擎”。

榆阳区通过项目扶持，引导群众流转宽
幅梯田、撂荒地种植本地苜蓿。今年，榆阳
区在东南部乡镇共发展集中连片苜蓿种植
基地10片5000多亩，“合作社+农户”小成本
小规模种植苜蓿近2万亩。昔日蒿草不生的
陡坬地被紫花苜蓿的根系织牢，撂荒多年的
梯田地被绿油油的苜蓿所替代，羊子进羊
舍，“坐享”好饲草……山地苜蓿让榆阳的坡
坬变绿、生态变美、农民的钱袋变满。

陕西榆林：绿色乡村别样美

广西省钦州市灵山县的荔枝种植大户正在售卖荔枝。“灵山荔枝”被列入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保护行列，是广西名牌产品、优质农产品。 灵山县农业农村局供图

□□ 王靖 文/图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三农是重中之重，而三农的健康发
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今年以来，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青海省分行聚焦产业发
展，搭建银担合作平台，创新服务体系、授
信模式，全面深入主动服务和融入青海的
发展大局，持续加大对三农支持力度，探索
邮储特色助力青海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

银担合作惠三农

深秋时节，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草木渐黄，牛羊肥
壮。此时，正是牛羊出栏的好时节，说起这
几年的“好光景”，扎西东知布最感激的就
是邮储银行和农担公司的倾力帮扶。

中国邮储银行祁连县支行客户经理李
文刚在走访中了解其资金需求后，主动上
门与之对接，并积极做好与当地农担公司

的沟通协调，没过多久，扎西东知布的烦心
事解决了。

“邮储银行就是我们的定心丸，不然真
不敢想，不敢干！”扎西东知布说，前两年自
己收购了大量牛羊，前期购买饲草料、牛羊
等资金周转不过来，好在有邮储银行的工
作人员上门服务，不仅解决了大难题，也让
今后的养殖更有底气。

现在提起养殖项目，扎西东知布信心
满满。随着养殖产业不断壮大，他的钱袋
子越来越鼓，生活过得有滋有味。“2019年，
我租赁了草场，养殖 1000多只羊、400多只
牛，当年向邮储银行贷款 300万元，这笔钱
由农担公司做担保，自己承担了不到 3%的
利息，等我还清贷款时，农担公司退回了12
万元的利息。”

邮储银行海北州支行零售金融部负责
人樊晓伟介绍，为进一步推动农业信贷担
保体系建设与金融支持三农有效结合，邮
储银行与农担公司展开业务合作，双方共

同助力三农事业稳步发展，践行大型普惠
零售银行职责。据悉，2022年，发放与农担
合作的贷款 102笔，金额达 3796万元；累计
发放 273笔，金额 11846万元，在保 165笔，
在保余额6415万元。

近年来，由于受到疫情影响，融资难成
了发展路上的“拦路虎”。2017年邮储银行
青海省分行与省农担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农担和银行工作人员联合上门服务，一起
进入农户调查，客户不用再跑到银行，节省
了成本，方便了群众。如今，银行和农担合
作稳定，业务发展规模不断增加。2021年
共同推进“信易担”“飞地畜牧贷”等产品，
以“整村授信”等方式进一步推动银担合作
业务取得实效，提高双方服务三农能力。

产业发展谋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做强特色农业
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基础工

程。作为三农金融服务队的主力军，邮储银
行青海省分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对一
个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家家涉农民营中小
微企业的坚定支持和优质服务，用金融的力
量助推着一处处的乡村巨变。

依托良好的生态禀赋和资源禀赋，牛
羊养殖成为祁连县农牧民的主要增收产
业，而每年3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正是很多
养殖户购买羊羔、饲草料的关键时期，很容
易出现融资难题。

“我们这里有最美的草场，最好的牛羊
肉，每年出栏季节总是供不应求。我一直想
扩大规模，可是苦于资金短缺，加上这几年
疫情影响，扩大养殖规模的事一拖再拖。”祁
连县野牛沟乡大泉村更藏多日杰的这种“窘
境”被海北州支行的一次入户调研而打破。

金融支持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
重大作用，如何让金融活水延伸至各村各
户，提升群众发展特色产业的“造血”能力？
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通

过发展产业，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今年，邮储银行海北州支行和祁连县

乡村振兴局通力合作，深度调研当地产业
发展优势，对当地能人大户、致富带头人等
进行金融扶持。更藏多日杰就是其中一
户。“以前，我只养殖 150头牦牛，今年 9月
份达到了300头牦牛。通过自筹、加银行贷
款，我的养殖规模整整增加了一倍多。”更

藏多日杰说。
据介绍，为推动当地产业发展，邮储银

行海北州支行率先在祁连县推出产业链项
目，信用户和产业链额度一致，最高能达到
20万。目前，全县的申请户达到了 45户左
右，后续还在持续对接，主要支持农牧区养
殖、收购、冷链等领域发展，进一步满足了
农户和农业企业的融资需求。

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

深耕三农沃土 播洒普惠阳光

邮储银行海北州支行工作人员为当地农牧民讲解贷款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