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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田）
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部署开展全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行动。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开展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科
学确定单产提升的思路目标和技术路径，
强化措施保障，扎实推进单产提升工作尽
快落地见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我国农业生产仍是“单技

术为主、小面积示范”的传统推广模式，
大田生产技术到位率不高，主要粮油作物
的单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要采取分层次
推进的方式，将产能提升最为迫切、单产
提升潜力最大的大豆和玉米作为今年单产
提升行动的重点作物，通过充分挖掘地种
肥药各要素、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增产潜

力，加快把先进实用的高质高效品种技术
由点及线到面推广开来，将试验田示范田
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

会议要求，各地要迅速行动，抓紧
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技术路径，加大政
策支持，强化指导服务，分品种、分区
域、分要素、分环节扎实推进各项任务
落实落地。有玉米和大豆整建制推进任
务的省份，要做到“一县一方案”，列出

实打实的保障措施，确保今年单产提升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打牢中长期单产持
续提升基础。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
司长曾衍德主持会议。内蒙古、黑龙
江、江西、河南、甘肃 5 个省区作交流发
言，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农业农村
部门、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单位负责人
及专家代表参加会议。

农业农村部部署开展全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本报讯 近日，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小
麦、玉米、大豆攻关组启动实施实质性派
生品种（EDV，Essentially Derived Variety）
制度试点。先行实施试点是落实国家育
种联合攻关总体方案、深入贯彻新种子法
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攻关组已制定了
EDV 制度实施的相关规范，初步约定了
EDV 判定阈值、鉴定方法、收益分享比例、

异议处理规则等。
据悉，2021 年 12 月 24 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了修改种子法的决定。此次
修改，首次建立了 EDV 制度，这是我国种
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一项重大制度性
突破。2020 年 12 月，国家水稻联合攻关
组决定开展 EDV 制度试点，迈出了重要
一步。今年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攻关

组均开展试点工作，参与四大作物育种
攻关的科研院校和企业都是各作物领域
的优势单位，率先施行 EDV 制度，有利于
激励四大作物育种原始创新，引领国内
种业创新发展，对推进种业振兴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农业农村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国
家四大作物育种联合攻关实行 EDV 试点

是贯彻新修改种子法的重要探索，为全
面实施 EDV 制度积累经验。目前，农业
农村部正在按照新修改种子法要求，加
快推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相关配
套规章修订，制定 EDV 制度实施的相关
配套措施，同时将指导四大作物攻关组
实施好 EDV 制度试点，全面加强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 龙新

我国四大作物试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今年以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牛
场布依族乡瓦窑村发挥“党支部+专业
合作社+村民”的组织优势，联合科研院
所，推进蜜蜂产业跨界融合，打造集采
蜜、种植、旅游于一体的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帮助群众增收致富。图为近日，
贵州大学昆虫研究所副教授龙见坤
（中）走进瓦窑村蜜蜂养殖基地（油菜花
种植基地）开展蜜蜂养殖技术指导。

郭芮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摄

来自油菜花的甜蜜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三年招引农业项目 1118 个，签约
引资总额 4341 亿元；大会现场签约 32 个
农业招商重点项目，签约引资 343.43 亿
元。日前河北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大会
发布的这两组数据，连同近年来投资总额
分别为100亿元、50亿元的多家涉农央企、
名企，直接将河北吸引各路农企投资的热
度拉升到了新高。

聚焦粮油、蔬菜、果品、中药材、奶业、
畜禽养殖六大农业主导产业，着力在“加
工先行”上下功夫，大力引进龙头企业，推
动农村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
变。近年来，河北省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作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重要抓手，2018
年出台《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
意见》，明确财税、金融、土地、人才等支持
政策，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开展

“农业大招商”，吸引了大批知名农业企业
到河北投资兴业。

目前，河北省年产值超 10 亿元的农
产品加工集群已达到 105 个，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突破 1000 家。特别是中粮集团、
伊利集团累计投资超 100 亿元；新希望、
益海嘉里、正大集团等累计投资达 50 多
亿元，带动了全省农业整体竞争力显著
提升。

过硬的政策支持，带来了众商汇集
河北。全省开展农业大招商的成效，从

中粮集团、首农、伊利等 100 多家大型涉
农央企和知名企业，以及省内的今麦郎、
五得利、玉锋实业、惠康等知名企业，共
计 300 余家涉农企业悉数参会的声势中
可见一斑。

河北省副省长时清霜表示，举办本
次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大会，旨在搭建与
国内外客商洽谈合作的平台，展示河北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支持政策，吸引知
名龙头企业来冀投资兴业。从今年开
始，河北省还将专门设立农业投资专项
奖，大力表彰作出重要贡献的农产品加
工业企业，在金融、土地、技改等方面给
予更多优惠政策。

会上还集中展示了河北省农业产业
化发展成果及招商需求，主要包括近年
来农业产业化成果、农业招商成果、项目
突破年成果、六大主导产业暨五个千亿
级工程招商需求、衡沧高品质蔬菜产业
招商需求 5 个方面；中央厨房产业成果及
重点园区招商需求展；石家庄市农产品
加工园区招商需求展；农业产业化创新
先行县、项目建设和招商工作典型县推
介招商展。

大会期间进行现场签约的 32 个农业
招商重点项目签约引资额达 343.43亿元，
涉及农产品精深加工、种植养殖、中央厨
房（预制菜）、数字农业、康养休闲等领域，
投资额均在2亿元以上。

农企投资河北热度提升
三年签约引资总额逾4000亿元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近期，云南省大部分地区无有效
降水，气象干旱导致农业旱情已显现。4
月 21 日，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旱情影响秋粮作物播种进度，今年，云
南秋粮计划播种面积 4816.6 万亩，现已
播种 1211.22 万亩，较上年同期偏慢 25.3
万亩。

针对旱情发展态势，云南省紧急制定
了《科学抗旱春管夺夏季粮油丰收预案》，
下发了《关于科学抗旱保春耕的紧急通
知》，统筹指导抗旱、春管、春耕备耕和防
灾减灾等工作。

云南适时派出春耕生产服务指导
组，深入实地指导春耕生产和抗旱减灾
工作，组织群众利用晴好天气抓紧整地，

密切关注土壤墒情，一旦具备播种条件，
及时播种；对土壤墒情不好、灌溉水源不
足的地方，指导群众适当推迟播种节令；
对因旱不能按时开展育秧的，组织实施
水稻集中育秧和旱育秧，确保后期降水
后水稻满栽满插。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期降水偏少、气温偏高，部分油菜、小
麦、蔬菜等粮油作物和园艺作物有不同程
度受灾，受灾较重的是昆明、曲靖、玉溪、
楚雄、文山、红河、大理等地。

云南历年气象资料反映，今年 1 月以
来，全省平均降水量 32.9 毫米，降雨量比
常年少。据云南省气象局预测，预计 5 月
下旬进入雨季，进入雨季时间接近常年或
稍偏晚。

云南积极抗旱减灾保障春季农业生产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红卫 李丽）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
期，近日，湖北省春季农业生产工作推进
会在仙桃市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今
年以来，湖北省各地各部门扎实抓好春
管春种，精细落实春管措施，抢抓农时、
不误农事，狠抓小麦“一喷三防”和油菜

“一促四防”，目前，夏粮夏油总体长势较
好，春耕春播有序实施，各地春季农业生
产开局良好。

在仙桃市郭河镇万亩“稻-油”绿色
高质高效生产示范基地，油菜长势良
好。据了解，去年秋冬播，湖北遭受罕见
秋冬连旱，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多管齐下
扩大播种面积，多措并举提高播种质量，
冬小麦、冬油菜面积实现“双增”，油菜超
额完成扩种任务。据农情调度显示，在
田冬小麦面积 1565.1 万亩，同比增加 18.2
万亩；冬油菜面积 1898.5 万亩，同比增加
169.8万亩。

会议提出，要始终心怀粮食安全“国
之大者”，充分认识抓好粮食生产的极端

重要性，充分认识今年粮食生产的艰巨
性，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切实抓好全年农
业生产。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强县
工程的工作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抓
紧抓好重点任务。要严守耕地红线，严格
管制“非粮化”，不折不扣完成粮食、大豆、
油料播种面积。加快提升粮食产能，聚焦
耕地和种子，巩固提升耕地质量，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高
效种养模式，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
粮食种植效益。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充分调动种粮农
民积极性。

会议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持续加压推进，确保全面完成稳
产保供目标任务；要聚焦春管春播重
点 ，环 环 紧 扣 抓 田 管 ，不 误 农 时 抓 春
播，全力以赴提单产，奋力夺取夏粮夏
油丰收；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农业强省建设奠
定坚实基础。

湖北春季农业生产开局良好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今年春耕季，天津在三大粮食作
物种植中实现机播种率近 100%；在大蒜、
大葱等特色蔬菜全程农机化种植中也取
得了新的进展。保障春耕生产，助力粮
食增产增收，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强弱
项，日前，天津市农业农村委主办推出

“提质强农护农，助力春管春耕”主题农
机质量行活动。活动由天津市农业生态
环境监测与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天津
市静海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和天津市消费
者协会农机产品质量投诉站共同承办。

为深刻认识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
对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意义，天津市各
区农机管理部门将履职尽责，加强农机
质量监督，促进农机化质量提升，依法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天津市农业农村
委农机化管理处副处长鲁付常表示：

“天津倡导全市农机企业要做好春耕备
耕服务工作，拓宽服务领域，不断提高
服务本领。”

天津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农机
农经支队副支队长孙继先宣读了“提质强
农护农，助力春管春耕——农机质量行活

动”倡议书；沃达尔（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和天润丰泰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总经
理分别作为农机生产企业代表和农机经
销商代表宣读了《质量服务承诺书》并签
字承诺。

真假农机配件如何鉴别？正规采购
渠道及农机安全生产有哪些注意事项？
针对广大农机使用者关心的农机配件质
量问题，天津天润丰泰农机装备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唐玉平现场为大家讲解。活
动现场还设立了咨询台，接待来自天津
全市范围内的农机投诉维权服务咨询；
发放《农机用户购机指南》《农机产品三
包责任规定》《如何辨识农机配件真伪》

《如何远离假冒劣质农机产品》等宣传资
料近千份。

此次活动还组织了春耕生产农机具
现场展示和作业演示活动，吸引了众多农
机用户观看咨询。潍柴雷沃大棚王拖拉
机、雷沃5行气吸式精量播种机、雷沃谷神
谷物收获机、沃达尔喷灌机等机具在现场
进行了展示。大豆玉米间作播种机、雷沃
喷杆喷雾机、大疆植保无人机等机具现场
进行了作业演示。

天津开展强农护农农机质量行活动

（上接第一版）受利益驱使，长江大堤违章
建筑非法砂石厂零星分布，港口码头小散
乱，163公里岸线上竟运行着 82个泊位，当
地群众提起都直摇头。

破解“化工围江”、重塑长江岸线，势
在必行。2020 年 9 月，岳阳对全市沿江 1
公里范围内 35 家化工生产企业进行分类
处置，关闭退出 16 家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
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的企业，将 19 家市场
前景好、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企业搬入合规
化工园区。

“退和搬都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如
果仅靠简单的物理性搬走，那也只是换了
一个地方继续污染。我们决心以沿江化工
产业整体搬迁为契机，倒逼企业从数量扩
张转向质量提升，带动岳阳化工产业链全
面转型升级。”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挚
有着深入思考。

临湘承担了岳阳全市最重的搬迁改
造任务，临湘市委书记王文华立下“军令
状”：任务最重、责任最大、完成最好。为
承接退出搬迁的化工企业，当地累计投入
8.7 亿元高标准建设临湘绿色化工产业
园。记者走进园区内湖南福尔程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崭新的厂房里，自动化生产
线运转不停，叉车来回穿行忙碌，经过灌
装、打包等工序，一桶桶重金属螯合剂从
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对企业来说，搬迁改造既是挑战也是
机遇。”公司副总经理姚扬介绍，从长江沿
岸搬迁入园后，新厂房进行了全面的自动
化、数字化升级，工艺技术和设备实现更新
换代，能耗大幅降低、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产能由原来的年产 3.5 万吨扩大到 16.5 万
吨，每年可实现产值10亿元。

刀刃向内，刮骨疗伤。通过“腾笼换
鸟”，一批低效的“散乱污”企业置换出园，
一批高尖端新材料项目引进落户，全面提
升了化工产业的“含金量”“含绿量”。同
时，港口码头专项整治启动，洲滩以及关停
码头全部复绿。标本兼治之下，曾经不堪
重负的长江岸线终于重获生机。

把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严厉禁捕
退捕。同时解决好上岸渔民转
产就业问题，确保渔民退得出、
稳得住

“注意，前面这块水域就是江豚经常
活动的区域！”4月 8日，记者跟随夏玮乘坐
快艇来到南洞庭湖横岭湖水域巡查。顺
着他手指的方向，不一会儿，果然见到几
只江豚跃出水面嬉戏玩耍，惊鸿一瞥让人
激动不已。

作为湘阴县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管

委会副主任，夏玮对这里的江豚活动区域、
候鸟栖息洲滩、航道路线了如指掌，巡航路
上还与记者分享了不少与非法垂钓、捕捞
人员“斗智斗勇”的精彩轶事。

洞庭水，鱼米乡。洞庭湖是长江流域
经济鱼类和珍稀水生动物重要的产卵场、
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有“淡水鱼类
种质资源基因库”的美誉，自古渔业兴盛。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过度捕捞、洄游受
阻等原因，洞庭湖鱼类资源持续衰退，“鱼
米之乡”面临“无鱼可捕”的尴尬。

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长江流域重点
水域全面实施“十年禁渔”，洞庭湖有了

“喘息”的空间。“我们把推进长江‘十年禁
渔’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严厉打击非
法捕捞，积极落实社会保障，引导渔民转
产转业。”岳阳市副市长陈阁辉介绍，全市
4415 本捕捞许可证全部回收、13538 艘渔
船全部回收处置，禁捕水域基本实现“四
清四无”，即清船、清网、清江、清河，无捕
捞渔船、无捕捞网具、无捕捞渔民、无捕捞
生产。

禁捕退捕，最大的难点在于解决好上
岸渔民转产就业问题，确保渔民退得出、稳
得住。来到君山区钱粮湖镇六门闸社区，
只见堤岸公路旁，晾晒的鱼干一字排开，形
成一条长长的晒鱼长廊。村民范美兰手脚
麻利，一条条鲜鱼被她整齐漂亮地摆到圆
形纱盘上，接受阳光与微风的洗礼。

六门闸社区有退捕渔民 76 户 152 人，
渔民家庭人口 254 人。“进行水产养殖技能
培训后，许多渔民都投身到生态鱼养殖和
风干鱼加工产业。”钱粮湖镇党委书记王文
浩说，镇里专门组建六门闸风干鱼协会，引
导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目前风干鱼线上线
下销售额超2亿元，这些年社区渔民户均收
入也翻了一番。

“十年禁渔”实施以来，长江湖南段
及洞庭湖水生生态加速恢复，水生生物
种类较 2018 年增加了近 30 种，达到 60 多
种；洞庭湖江豚由 2017 年的 110 头增加到
2022 年的 162 头，为全长江流域增长最
快；20 多年未见的长江鲟、鳤鱼再现洞
庭，时隔 30 年在横岭湖水域再次监测到
刀鲚，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成效。

从源头上治理面源污染，狠
抓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水产养殖污染治理等
工作，补齐绿色农业发展短板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农业面源污

染已经成为大江大湖水体污染源之一。就
拿洞庭湖来说，湖区人口密集，是我国重要
的粮食、水产、生猪生产基地，年生猪出栏
量 1000 余万头、水产品 140 余万吨。由于
盲目扩张，过度追求粮食和养殖生产效益，
洞庭湖区单位面积污染负荷是湖南省平均
水平的4倍多。

岳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黎朝晖介绍，
为遏制农业面源污染势头、重塑洞庭湖水
生态，岳阳近年来狠抓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产养殖污染治理等
工作，补齐绿色农业发展短板。

今年春季备耕时节，岳阳县农业农村
局的工作人员没闲着，专门拿着生态环境
部门修订后的磷、氮排放标准，与化肥生产
厂家商量化肥生产标准。值得一提的是，
新的生产标准是专门为县里的各个种粮大
户量身定制的，里面磷、氮含量指标都不相
同，制定的依据则是生态环境部门的生态
监测数值。

众所周知，种养业过量投肥，易造成
水体中磷、氮超标。为此，岳阳市大力推
广粪肥还田、化肥减量增效，科学使用农
药。2022 年，全市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5.01%，主要农作物统
防统治覆盖率达 47%，全年化肥使用量零
增长。

猪粮丰，天下安。作为传统生猪养殖
大市，岳阳既不能无视养殖污染，也不能简
单地一禁了之。岳阳市科学划定畜禽养殖
禁养区、限养区与适养区，2017 年以来，分
阶段分区域对湘江干流、长江岸线、洞庭湖
区、通江湖泊和重要垸内湖泊沿岸等天然
水系陆域纵深 500米或 1000米范围内实行
畜禽退养。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实施全量
资源化处理，推广应用“截污建池、就地腐
熟、委托利用、收运还田”模式，全面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

生态效益提升了，经济效益并不耽
误。2022 年，岳阳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 92.81%，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
配套率达100%。与此同时，出栏生猪471.6
万头，同比还增长了2.1%。

在重要入湖、入河口等位置，岳阳因地
制宜利用废弃堰塘或河滩湿地，建设生态
前置库及功能湿地，截留削减入河湖的污
染负荷。在屈原管理区营田镇东古湖湿
地，记者看到，承担主要灌溉水源的三号河
上修建了一座拦水坝，上游农业面源污染
水体受水位落差牵引进入五级净化池，在
苔草、菱、苦草、黑藻等 31 种湿地植物的作
用下被沉淀、净化，这样一来，直排湘江的
污染物就大大减少了。

“经过多年的治理，咱们这水草丰茂，
已经连续3年吸引数以千计的天鹅、灰鹤落
户越冬。”屈原管理区自然资源局林业站站
长陈雄斌兴奋不已。

守护好一江碧水，就是守护
好绿水青山。一江碧水成为岳
阳发展的“黄金水道”，绿水青山
成为岳阳人民的“金山银山”

若说有什么能见证生态向好给老百姓
带来的幸福感，全国道德模范、湖南十三村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武必定要拿出他
这些年拍摄的近万张笑脸照，给往来的宾
客瞧一瞧。他的镜头下，无论男女老少都
笑得开怀恣意，极具感染力。

“走绿色发展之路绝不是摆花架子，
是真正为企业谋福利、为我们老百姓谋
幸福。”李国武深有感触。走进他的食品
加工厂，更像是游览一座生态公园，果树
葱郁，花草点缀，农民笑脸照片长廊引人
注目，不经引导人们甚至找不到酱菜生
产线在哪儿。从外在的桃花源式生态工
厂，到内部生产中的生态原料、传统工
艺，十三村公司将绿色发展深深融入每
个环节。

守护绿水青山，换得“金山银山”。在
岳阳，还有许许多多个“李国武”，他们既是
生态文明理念的推广者、实践者，也是最大
的受益者。随着近年来长江及洞庭湖流域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岳阳“黄金水道”不断
释放绿色效益，“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文旅品牌叫得愈发响亮，绿水青山成为岳
阳发展的“硬核竞争力”、岳阳人民的“幸福
不动产”。

在“守护好一江碧水”展陈馆，“好评中
国·走进湖南”岳阳行暨“五年蝶变·守护碧
水展新姿”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大幕拉开，岳
阳市委副书记汪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刘启峰等出席启动仪式。活动设置“焕新
颜”“焕新机”“焕新生”3 个主题，从生态修
复、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等角度，全面展示
岳阳“守护好一江碧水”的五年蝶变。

“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
青青”，千年之前的巴陵胜状今朝重现岳阳
古城。从破解“化工围江”到实施“十年禁
渔”，从重塑长江岸线到治理农业面源污
染，哪一项都可谓“一山放过一山拦”，哪一
项都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定不移的意
志。岳阳何以功成？又何以能率沿江城市
之先？

重登岳阳楼，洞庭湖水烟波浩渺，抚
古思今，豁然开朗。这答案就隐在范公的
名记、屈子的行吟里，就藏在现代岳阳人
传承的文化精神里，谓之——先忧后乐、
团结求索！

“守护好一江碧水”的岳阳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