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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眉

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是通过转基因技术
将耐受或者是修饰降解草甘膦的基因导入作
物使其耐除草剂特性的作物。草害是农业生
产的主要危害之一，严重威胁农作物的产量。
古诗《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则道出
人工除草的艰辛并折射出人工除草成本高。
另外，除草剂的种类繁多，往往会导致用药时
期和用药类型不对而对作物产生药害。耐除
草剂转基因作物应运而生，目前商业化种植的
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主要是耐草甘膦，还有兼

顾耐草铵膦等其它除草剂。
草甘膦是一种广谱除草剂，只要是绿色植

物均可被其杀死，因此也俗称“见绿杀”。其作
用的基本原理是草甘膦可以竞争性地抑制绿
色植物叶绿体中合成芳香族氨基酸（酪氨酸、
苯丙氨酸和色氨酸）的关键酶EPSPS的功能，
从而使植物缺乏上述三种氨基酸造成蛋白质
合成紊乱而最终死亡。鉴于此，科学家们从细
菌里筛选出一种不受草甘膦影响的cp4-EP-
SPS基因，将这种基因导入作物里去，在喷洒草
甘膦除草剂时，田间杂草被杀死，而转
cp4-EPSPS基因的转基因作物则可正常生长

不受干扰。
目前商业化的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可以

全生育期用药，也可高于正常推荐剂量的几倍
用药量而不会造成药害，不同的作物转了耐草
甘膦的基因均可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因此，研
发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不仅可以降低除草成
本，方便农民普适性用药，还可保住因草害损
失的产量。当然，耐受其他除草剂类型的转基
因作物，均是科学家针对除草剂的不同除草原
理而转入不同耐除草剂基因研发的。所以，耐
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就是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上
的草害而研发的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总称。

什么是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王帅杰）近日，在河南省驻马店
市上蔡县无量寺乡高标准农田内，小麦
开始进入抽穗扬花期，种粮大户陈银奎
看着田间长势喜人的小麦，脸上堆满了
笑容：“现在种地真是省力又省心，高标
准农田成方连片，灌溉设施齐全，管理
非常方便；在病虫害防治上，县里组织
进行集中飞防作业，不用操太多心。”

当前，河南省小麦从南至北陆续进
入抽穗扬花期，也将进入赤霉病防治关
键窗口期。为做好以小麦赤霉病为主
的中后期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日前，

河南省小麦重大病虫统防统治暨“一喷
三防”现场会在上蔡县举行。

“从现在到 4 月下旬是赤霉病防控
的关键时期，5 月中下旬是‘干热风’防
范的关键节点，必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地抓，一个田块一个田块地盯，确保防
治进度和效果，努力实现‘虫口夺粮’。”
河南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书记、厅长孙巍峰表示，各地要坚决贯
彻“预防为主”方针，适时全面开展喷药
防治，力争用 1 周时间，全面防治一遍，
坚决控制赤霉病大面积流行危害。

“一喷三防”是小麦增粒重、保高产

的关键一招，不但能防病虫，还防“干热
风”、防倒伏。在抓好赤霉病防控的同
时，河南省将继续抓好灌浆期各种病虫
害防治和“干热风”的防御。近期，中央
补助资金将下达到各县，全省各地要根
据病虫害发生特点和小麦生育进程，科
学制定政策落实时间表、任务图，科学
制定药肥喷施配方，统筹做好白粉病、
叶锈病、穗蚜等其他病虫害的综合防治
和“干热风”的防御工作，确保喷在关键
时期、防在关键节点，做到一喷多效、病
虫兼治、控害增产。

（下转第二版）

工 作 落 实 落 细 河 南 统 筹 抓 好“ 一 喷 三 防 ”

□□庄涛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李道忠
实习生 商维先

眼下，天气渐暖，新疆喀什地区全
域 550 万亩棉花全面开播，机械化播种
率达100%，喀什大地一派繁忙景象。

日前，借助卫星导航，凭借农机助
力，麦盖提县60万亩棉花播种工作全面
展开，棉农抢抓农时、抢墒播种，机械化
应用率达100%。

近年来，喀什地区全面总结符合实
际的棉花高产稳产技术要点，组织和动
员农技人员和科技特派员做好关键时

期技术指导服务，大力推广精量播种、
卫星导航驾驶、精准水肥调控、无人机
植保、化学打顶、脱叶催熟、机械采收等
高产稳产技术，促进棉花提质增效。

巴楚、莎车、麦盖提、英吉沙等县提
升农机作业现代化、智能化、信息化水
平，引进导航自动驾驶拖拉机、多功能
一体播种机等棉花种植先进农业装备，
为农民整地、播种、植保、收获提供全程
机械化技术服务，实现农业规模化、种
植机械化、管理集约化。据了解，今年
喀什地区 3749 台播种机加装了北斗导
航辅助系统，实现了无人驾驶播种，做

到播行端直、播深一致、下种均匀，实现
“一播全苗、苗齐苗壮”的效果。部分区
域还建立了智慧农业示范区，可自动检
测土壤墒情、养分，根据农作物需水需
肥规律，实现自动浇水、按量配肥。

莎车县预计今年播种棉花80万亩，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持续推进，该县
棉花种植在播种、管理、采收等环节全
部实现机械化；严格按照“精准农业、科
学运用”的总要求，大力推广棉花优良
品种，抓播期、比质量、赛进度，采取边
整地边播种、边布管边滴水的“一条龙”
作业，为棉花出早苗、出全苗赢得时间。

新疆喀什550万亩棉花全面开播 机械化播种率达100%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熟悉山区农业的都明白，地里刨食
多不易，过去为填饱肚子，连巴掌大的地
方都不舍丢弃。浙江人多地少，人均耕
地面积仅 0.34 亩，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24%。穷则思变，改革开放后，浙江农民
迅速从土地的束缚里解放出来，开启了
市场经济的浪潮。然而，经济越发达，市
场越敏感，谁来种地，如何稳粮？

浙江是全国第二大粮食主销区，对
外依存度一直较高。尽管困难重重，但
为了把碗饭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近两
年，浙江交出了漂亮的“稳粮答卷”。去
年，全省粮食总播种面积 1530.7 万亩，
总产量达 124.2 亿斤，双双创下近 7 年新
高，尤其是早稻面积和产量增量位列全
国首位。

这一成绩来之不易。在其背后，除
了通过良种、良技和良法提高亩产外，
最关键措施在于粮食生产功能区的整
治优化，让更多良田真正“种上粮”“种
好粮”。过去两年，浙江总共完成了
225.7 万亩的粮功区整治优化，探索出
了一条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如何在
耕地资源稀缺现实下，确保粮食安全的
新路子。

分类施策有温度

“你看，这边油菜，那头小麦，长势多
好。5月，中稻登场，割完稻后，中间再种
茬大豆。”松阳县赤寿乡赤岸村党总支书
记吴定云站在田埂旁，细数着种植计划，

“接下来，村里还打算开发观光研学等项
目，跟茶叶形成良好互动，把稻子种出新
花样。”

这块田共720亩，为粮食生产功能区。
按要求，一年至少种一季粮食。然而过去除
了520多亩种茶叶，剩下全是烂泥田，有一
半荒着。眼下，地头一派绿意，让人赏心
悦目。可 2021年，刚接到“非粮化”整治
任务时，村干部和村民都是一片愁容。

因为光算经济账，粮食的比较效益
肯定无法与诸多经济作物相提并论，但
又不能这么简单算。首先，整治优化的
对象是粮功区，粮为本色，毋庸置疑；其
次，像茶叶种在大田里，生态价值无法很
好体现；又如苗木一茬茬迁移，对耕作层
有伤害，也不符合生态要求。还有不少
产业，本身布局无序，因此得算综合账。

但不管怎么样，毕竟直接关乎农民
利益。2021 年，启动粮食生产功能区的
整治优化工作之初，浙江就明确了“积极
稳妥、分类指导、依法依规、属地管理”的

原则，按照坚决遏制增量、妥善处置存
量、严格治理抛荒的要求，通过清理腾退
和调整优化“两条腿走路”，采取“一县一
策”“一区一策”，不搞“一刀切”，更强调
方式方法。

对此，浙江首先摸清底数，确定政
策界限、技术流程和判定标准等，为分
类处置奠定基础。具体怎么推进，对清
理腾退，浙江坚持“先易后难”，农民有
主动腾退意愿的、土地租赁合同到期或
即将到期的，或者经济效益较差等情
形，优先清理腾退，并统筹高标准农田
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项目，让退
出来的田更连片、更优质；对调整优化，
抢抓“三区三线”划定窗口期，按照“数
量不减、质量不降、集中连片、局部调
整”要求，科学合理进行调整补划，最大
限度保全粮功区。

采访中，很多地方谈及一重要理念：
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和农业生产规律，有
温度地推进整治。对此，一方面，浙江要
求，按照作物生长、收获规律，给予合理
的处置期，避免“一拔了之”“一填了之”；
另一方面，区分不同作物类型和生长期，
提供合理的经济补助，正确处理好整治
和保护农民利益之间的关系，由此得以
有条不紊推进。

后续利用提效益

最终，“非粮化”整治优化在赤岸村
得以顺利推进，固然有政策稳妥有力之
功，但同样关键的在于“疏堵结合”。据
了解，村集体出面，负责土地流转、项目
申报和基础配套，与乡贤周永松合作成
立“松荫庐”公司，开展专业化经营。分
配机制上，村集体按流转面积每年保底
分红 100 元/亩，经营收益则按出资人占
股 67%、村集体占股 17%、“非粮化”农户
占股16%予以利益共享。

吴定云算了笔账：对村集体而言，保底
收益外加闲置物业楼出租给公司，收益增
加15万余元；对老百姓而言，一部分转移
到附近企业，一部分年纪大的，则到“松荫
庐”公司务工，很多人收入不减反增。眼
下，乡里计划打造定向招工的“共富工坊”，
以及建立来料加工联络站，通过党建联建
机制，让更多富余劳力有活干、有钱赚。

这样的案例，在“非粮化”整治优化
过程中有不少。浙江抓此项工作，颇具
系统化思维，既注重前期的方式方法，更
强化后续利用，不断提升种粮效益。这
与浙江省浓厚的市场意识密不可分。“米
袋子”和“钱袋子”，两手抓、两袋稳。

（下转第二版）

如何在耕地资源稀缺现实下，确保粮食安全——

良田变粮田，浙江有良策

□□ 杨爱荣 刘亚琦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香椿等特色种养、服装等来料加工、雕
刻等传统技艺、摄影等新潮元素……近日，
记者在山东省聊城市采访发现，因地制宜、
多姿多彩的庭院经济，已成为当地盘活闲
置资源、带动多元增收、做强特色产业、推
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在“方寸间”做文章，于“细微处”聚大
潮。2022年 9月底，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印发《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高质
量发展庭院经济的指导意见》，对发展庭院
经济作出重点部署。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
院经济。”

作为鲁西产粮大市和劳务输出大市，
聊城曾是山东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如

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聊城已在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上

“走在前”。“以‘盘活闲置资源、盘活低效土
地、盘活闲散劳动力’和‘结合地方特色产
业发展’为指导思想，明确市场化、特色化、
生态化、规范化方向，从特色种植、特色养
殖、特色手工、特色休闲旅游和生产生活服
务等方面入手，全力放大庭院经济带动效
应。”聊城市副市长张建军说。

“五条路径”发展庭院经济

抢抓春光，播种希望。日前，在东昌府
区韩集镇环西新村，村民正在有组织地抢
种香椿树苗。“这是我们实施的香椿芽庭院
种植入库项目，计划投资 200万元，利用村
内 600 余户闲散宅基地发展香椿芽种植。
村委会统一发放树苗，农户负责种植管理
售卖，3年后树苗收归村集体统一销售。预

计每户年增收 1000元，村集体收入年增收
2万元。”东昌府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乡村
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邓晓珍介绍。

庭院美景，也成卖点。在开发区北城
街道李东楼村，有一处摄影庭院成为“网
红”打卡地。“90后”摄影小夫妻在聊城市区
经营儿童摄影店，回村投资十几万元将老
宅改造成“沉浸式”摄影庭院，庭院特色和
周边的春种秋收等乡村美景，成为吸引客
源的独特法宝。“乡村的特色资源，让创作
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的收益也是之前
的好几倍。”店主李文正说。

路径多样，殊途同归。“以盘活农村闲
置资源为目的，与当地的区位条件、特色
产业等相结合，聊城已在实践中找到了发
展庭院经济的‘五条路径’。”聊城市农业
农村局党组书记、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周忠
伟说。 （下转第二版）

在“方寸间”聚振兴大潮
——山东聊城市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记

▼这是无人机拍摄的江西省靖安县璪都镇港背村。几十年前的港背村是有名的“万
元村”，20世纪90年代，港背村人响应封山育林政策，开始另谋生计，青壮年纷纷外出打
工，繁华的小山村变成了“空心村”。2020年开始港背村引进竹筏漂流、观光采摘、农耕体
验、森林研学等多种旅游业态，田园度假小镇建设项目在政府和村民的支持下有序推进，
村庄有了生气，一个个新田园梦正在春天里孕育新芽。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
晓春）日前，记者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
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
工作部署会上获悉，北京已优化组建 11个
创新团队，将锚定“十四五”时期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 77%，高效设施农业技术、
装备、品种自主创新率明显提升，良种覆盖
率达到 98%以上等工作目标，致力研发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核心技术。

据悉，北京市创新团队自 2009年启动
建设以来，着力建设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
业为主线，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

从研发到市场各环节紧密衔接的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从最初的 3 个团队至“十
三五”末，全市共建设 10 个创新团队。“十
三五”期间，累计产出成果 8597项，带动农
户17.2万人次，实现农户增收19.6亿元。

随着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入
实施，农业生产空间、产业规模等发生了很
大变化。2022年，北京重新优化组建了 11
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
包括 7个产业类创新团队（设施蔬菜、粮食
作物、食用菌、特色作物、家畜、家禽、渔业）、
4个功能类创新团队（景观休闲、数字农业、

生态循环与低碳发展、产业经济与政策）。
下一步，北京 11个创新团队主要工作

有 3个方面：一是对标国内外先进水平，聚
焦北京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求，建立
新型农业科研组织模式，着力解决阻碍农
业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突出问题、共性问
题，促进京郊农业产业现代化；二是聚焦新
时期北京产业发展重点目标，围绕产业发
展急需，开展协同攻关、集成示范和推广工
作，服务农业产业发展；三是落实项目主体
责任，面向产业需求和科技前沿，加强协同
创新与服务，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北京优化组建11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团队
致力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港背村的“新田园梦”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日前，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在正定县召开畜禽种业发展会议，要求全省畜禽种业振兴
工作“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突
破”，以提升核心种源自给率、培育自主品种为目标，从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种业创新攻关、育壮大种业企业、种业基地建设、优
化种业市场环境实现“五个突破”，切实加快推进畜禽种业高质量
发展。

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河北省制定了
《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十四五”现代种业发展规划》 等
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总体目标、工作抓手、推进载体和支
持政策”。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成立了工作专班，整合项目、集中
资金、充实力量、全力推进，为推动种业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政
策保障和组织保障。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飚在会上部署工作时要求，在种
质资源保护利用上，深入挖掘地方品种潜力，打造知名品牌，增
加特色畜产品供给，发展壮大特色畜禽产业。围绕资源和产业优
势，加快推进畜禽良种联合攻关行动，开展种质资源、育种材料
创制研究，加快培育“生长快、品质优、抗病力强、繁殖力高”
的新品种。引导资源要素向企业集聚，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
力、核心竞争力的领军企业，支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做大做
强，推动省内优势企业与国内种业头部企业合作，进一步提升企
业综合实力。在种业基地建设上，持续支持奶牛种业园区建设，
积极创建国家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和良种繁育基地，启动省级原种
场提档升级行动，有序扩大主要畜种产能，提高供种能力，并优
化种业市场环境，加强种畜禽场管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从源
头上确保育种、供种质量。

据了解，目前全省有种畜禽场 327 家，其中国家核心育种场
10 家、良种扩繁基地 5 家，省级原种场 40 家，种公牛站 3 家，种
公猪站 25 家。2022 年末，存栏种畜 150.7 万头、祖代及以上种禽
40 万只，形成了纯种选育、良种扩繁及商品化生产梯次推进的良
种繁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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