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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永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刘伟林
见习记者 岳海兴

“现在土壤墒情非常好，正是耕地撒
底肥起垄的好时机，既能提高玉米产量和
质量，又可以提高肥料利用效率。”近日，
在黑龙江省肇东市五站镇东安村鑫伯利
农机专业合作社内，十多名社员抢抓农时
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早早把一袋袋复合肥
装上拖拉机，要赶着春耕“窗口期”在 3300
多亩土地上翻地、起垄、施肥、播种，为全
年粮食稳产增产下好丰收“先手棋”。

备耕春耕是粮食丰收的“首战”，在
肇东市昌五镇二街村全国种粮大户刘刚
家里，一盆新玉米品种的种子正在做出

苗率实验，嫩绿发亮的玉米秧苗已经“七
叶一芯”了，长势旺盛。

今年，刘刚将采用免耕技术种植玉米
1.03 万亩，为春耕准备的复合肥、尿素、磷
酸二铵等 480 多吨肥料整齐码放，可充分
满足春季农业生产所需。据了解，肇东市
今年粮食播种面积将稳定在 348.4 万亩以
上，其中玉米种植面积 300万亩，水稻种植
面积 31万亩，大豆种植面积 11.53万亩，其
他杂粮杂豆等种植面积 5.3万亩。

“免耕播种作业前一定要到所在乡镇
进行作业信息申报、交纳信息流量费等操
作。按照省里要求，免耕播种作业速度每
小时不能超过 10公里，如果超速不能享受
作业补贴。”肇东市农机事务服务中心生

产科科长范秀勇介绍。为确保春耕期间
农机使用安全，肇东市农机事务服务中心
组织工作人员深入 22个乡镇，对取得牌照
的拖拉机进行“安全技术体检”，确保各类

“铁牛”及配套农机具以良好的状态投入
到今年的农业生产中。同时，工作人员
还向拖拉机驾驶员开展安全操作宣传教
育、发放农机安全及免耕作业相关宣传
资料，并对检验合格的拖拉机粘贴反光
贴，确保机车正常运行，全力备战春耕春
播。目前，肇东市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 98.86%。今年已检修农机具 41162
台，其中拖拉机 19362 台，配套农具 21800
台套，全部达到备耕状态。

（下转第二版）

黑龙江肇东市：“拉满弓上满弦”高质量推进春耕生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振中

植保无人机盘旋空中、无人旋耕机
地面驰骋、各类 5G 传感器遍布田间……
春耕时节，在江西省首个“万亩智慧农
场”，江西省南昌县大田农社的万亩田间
几乎看不见耕作的农户。

而在赣鄱大地，这样的“科技范儿”
在春耕图景中处处涌现。

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农业大省
江西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数
字 化 发 展 , 为 农 业 现 代 化 插 上 科 技 的
翅膀。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认
为，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
代化。农业机械化是推广农业科技的有
效载体，可以加快农业智能化、数字化科
技创新的步伐。江西是我国主要粮食产

区之一，连续 10 年产粮 430 亿斤以上，稳
定的粮食产能背后，意味着江西在农业
机械化、农业智能化等方面有着巨大和
稳定的需求。

据统计，2022 年底，江西省水稻机械
化种植水平达 49.82%，但机械化插秧、育
秧仍然是江西农业全程机械化的一块短
板。通过高速插秧机等购置补贴，江西
单季机插秧能力提升 260 万亩以上，助推
水稻机械化插秧水平提升 5 个百分点以
上。这让江西农业农村部门看到了提升
机械化插秧、育秧的极大空间。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耕备
耕时节，第三届中部（江西）农机展在南
昌举行，意向成交各类农机器具及关键
配件约 9100 台（套），签约总金额 3.8 亿
元。以此为契机，带动高速插秧机、抛
秧机等农机设备的销售，服务于 3 月如

火如荼的机械化春耕春播生产。在此
基础上，江西今年还致力推进水稻育秧
中心和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力争早稻种
植面积 3000 亩以上的乡镇至少建有 1 个
机械化育秧中心、每个县至少有 1 个万
亩机械化育秧中心和全程机械化综合
农事服务中心；力争今年全省新增插秧
机 3000 台 以 上 、水 稻 机 械 化 育 秧 中 心
500 个左右，单季育秧能力提升 300 万亩
以上、机插秧能力提升 250 万亩以上。

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农业智能
化、数字化也在江西蓬勃发展。作为全国
首个编制省级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白
皮书的省份，江西一直致力于农业的数字
化转型。据白皮书显示，2021 年江西省农
业农村数字经济增加值达 386.06 亿元，占
一产增加值的比重达 16.54%。

（下转第二版）

春 耕 图 景 的“ 科 技 范 儿 ”

□□ 孙眉

黄金大米与黄金香蕉并不是顾名思义
用黄金做的大米香蕉，而是通过转基因技
术将合成β胡萝卜素相关基因导入大米与
香蕉，研发出的富含β胡萝卜素的转基因
大米与转基因香蕉，因为β胡萝卜素呈现
出金黄色，因此将对应的转基因产品昵称
为黄金大米与黄金香蕉。

β胡萝卜素广泛存在于以胡萝卜为代

表的瓜果蔬菜和玉米等粮食作物中，它是
合成维生素A的前体物质，β胡萝卜素摄
入不足会导致夜盲症等隐性饥饿症状。然
而，作为主粮之一的大米中却几乎不含有
胡萝卜素，因此，以大米为主食的欠发达地
区存在隐性饥饿的现象。那么黄金大米研
发成功，就会以最小的代价和最便利的方
式解决这些地区的β胡萝卜素摄入不足问
题。黄金香蕉的诞生也是如此，因为香蕉
是以乌干达为代表部分非洲国家的主粮作

物，常年以香蕉为主食而又没有丰富瓜果
蔬菜的补充造成这些地区也存在严重隐性
饥饿的现象。黄金大米于2000年研发成
功，相关成果于同年发表在《Science》，然
而由于反转基因力量的阻拦一直没有实际
应用。好在，2018年1月3日，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食品安全局批准了转基因黄金大米
可以食用。根据国际水稻所（IRRI）官网消
息，2021年7月23日，菲律宾政府批准了
转基因黄金大米的商业化生产。

富含β胡萝卜素的转基因黄金大米与黄金香蕉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蒋欣然

党的二十大就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战略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
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
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
兴上来。对此，山东省副省长陈平介
绍：“近年来，山东各级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
殷切嘱托，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锚
定‘走在前、开新局’，坚持五级书记
抓振兴，不断完善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农业强省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持
续夯实基础、厚植优势、增添动能，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扎实推进，齐鲁样板
成色越来越足。”

提高政治站位，把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山东
省坚持带头谋划推动，定期研究乡村
振兴重大事项，多次组织省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专题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带头落
实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

“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全省深
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动员大会上，山东都将乡村振
兴作为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召开省
委农村工作会议、乡村振兴工作推进
会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

等，推动任务落实。省委农委印发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实施方案，对县级以上党
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
开 展 乡 村 振 兴 专 题 培 训 等 作 出 部
署。”陈平说。

坚持五级书记抓振兴，建立健全
推进机制。发挥省委农委牵头抓总、
统筹协调作用，用好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五个工作专班机制，定期调度
督促年度重点任务落实。深化省部
共建机制，2019 年，山东省委、省政
府与农业农村部签订共同打造乡村
振 兴 齐 鲁 样 板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2021
年，山东省政府、农业农村部联合印
发《共同推进现代农业强省建设方案
（2021-2025 年）》。 （下转第二版）

五级书记抓振兴 齐鲁样板成色足
——访山东省副省长陈平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近日，在云南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读书班开班式上，
云南省委书记王宁表示，要认真落实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
要求，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力转化为团结奋斗的强
大力量，奋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
云南篇章。

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农业
农村农民的内容应该最为精彩。连日
来，云南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云南省委要求，严格对
标对表，聚焦巩固脱贫成果、产业发
展、农民增收等重点任务，走进乡镇村
庄，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调查研究，提出
对策建议，以实际行动践行主题教育
总要求。

连日来，在保山市施甸县水稻两
用核不育系繁育基地，一片忙碌的春
播景象。田地里，施甸县水稻研究员

杨希华和云南省农科院的专家一刻不
得闲。据了解，施甸县良种繁育基地
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水稻两用核不育系
繁育基地，占全国水稻两用核不育系
用种的 80%以上。

杨希华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种业是农业的‘芯
片’，只有确保我们国家种业的安全、种
子的安全，才能保证中国人把饭碗牢牢
地端在自己手上。种子繁育的过程看
似简单，但很关键，我们在这里就是要
严格把好每一道关，努力为种业振兴、
国家粮食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
功”，曲靖市罗平县提出，今年将力争
农业总产值达到 130 亿元以上，重点围
绕粮食、小黄姜、油菜、蔬菜、林果、中
药材、生猪、肉牛、黄山羊等产业，做好

“土特产”文章，以科技创新、产业融
合、品牌打造为路径，推动生物产业全
产业链优化提升、迈向价值链高端，促

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促进农村人

居环境质量提升，增强农村群众的幸
福感，是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目
标任务之一。对此，云南省提出，2023
年改造建设农村卫生户厕 36 万座、自
然村卫生公厕 3100 座以上，分区分类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健全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成一批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部署会
议上，云南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
厅党组书记、厅长李琰提出，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要一体推进理论学习、调查研
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等主
题教育各项任务，聚焦特色农业强省建
设、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人居环境改善
等重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推动问题
解决，加快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切
实感受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

奋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4月24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繁
荣进步的必然选择，实现强劲、绿色、健康的
全球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中
国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支持

者和践行者，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建立健全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加强数据和
统计能力建设，积极分享中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监测实践和经验。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
道，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深化国际数据合
作，以“数据之治”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构建开放共赢的数据
领域国际合作格局，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进步。

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当日在浙
江省杭州市开幕。论坛由联合国发起并主
办，国家统计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承
办。这次论坛的主题口号是“拥抱数据 共
赢未来”。

习近平向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致电祝贺楚普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据新华社电）

标题新闻

新华社北京4月 2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4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 70
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月的北京，春风和煦，万物生辉。
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使节们相继抵达人
民大会堂北门。礼兵分列两侧，号手吹
响迎宾号角。使节们穿过旗阵，沿汉白
玉台阶拾级而上。

在 巨 幅 壁 画《江 山 如 此 多 娇》前 ，
习 近平分别接受使节们递交国书，并同
他们一一合影。

他们是：蒙古国驻华大使巴德尔勒、
圭亚那驻华大使周雅欣、巴巴多斯驻华大
使亨利、萨尔瓦多驻华大使阿尔瓦雷斯、
奥地利驻华大使利肯、冰岛驻华大使易卜
雷、墨西哥驻华大使施雅德、芬兰驻华大
使孟蓝、摩纳哥驻华大使马思颂、塞舌尔
驻华大使拉福蒂纳、加纳驻华大使哈蒙
德、巴林驻华大使谢胡、科摩罗驻华大使

毛拉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驻华大使刘
娜、马拉维驻华大使钦泰扎、阿尔及利亚
驻华大使拉贝希、塞尔维亚驻华大使斯特
法诺维奇、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济
耶夫、刚果（金）驻华大使巴卢穆埃内、美
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印度驻华大使罗国
栋、基里巴斯驻华大使蒂阿博、也门驻华
大使梅塔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
夫、委内瑞拉驻华大使约夫雷达、叙利亚
驻华大使哈桑内、尼日尔驻华大使塞尼、
德国驻华大使傅融、萨摩亚驻华大使马里
纳、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韩国驻华大使
郑在浩、尼泊尔驻华大使施雷斯塔、塞内
加尔驻华大使锡拉、刚果（布）驻华大使尼
昂加、巴西驻华大使高望、乌干达驻华大
使沃内卡、南苏丹驻华大使蒙代、塞浦路
斯驻华大使玛夫罗玛蒂、莱索托驻华大使
拉巴莱、瑞士驻华大使白瑞谊、巴哈马驻
华大使贝瑟尔、爱沙尼亚驻华大使韩朔、

埃及驻华大使哈奈菲、苏丹驻华大使萨迪
格、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加拿大
驻华大使梅倩琳、葡萄牙驻华大使纳西门
托、博茨瓦纳驻华大使塞雷马、孟加拉国
驻华大使乌丁、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穆
萨耶娃、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利扎克、新西
兰驻华大使毛瑞、缅甸驻华大使丁貌瑞、希
腊驻华大使卡尔佩里斯、佛得角驻华大使
多罗萨里奥、几内亚驻华大使科伊塔、马耳
他驻华大使白瀚轩、智利驻华大使乌尔塔
多、苏里南驻华大使张碧芬、菲律宾驻华大
使吉米、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埃塞
俄比亚驻华大使塔费拉、法国驻华大使白
玉堂、秘鲁驻华大使巴拉雷索、土耳其驻华
大使穆萨、瓦努阿图驻华大使赖岳洋、布隆
迪驻华大使伊拉姆博纳、乍得驻华大使哈
里纳、圣马力诺驻华大使加拉西、欧盟驻华
代表团团长庹尧诲。习近平还接见了上
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明。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月2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70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这是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在北京厅对使节
发表集体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近日，记者从甘肃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领导小组会议暨春季农业生产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推进会议上了解到，甘
肃将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壮大优势产
业，做大做强现代特色农业，努力做到提
质增效、突破进位。

甘肃将进一步巩固、做大做强优势产
业，打造名片产业，并使之向国际一流、国
内顶尖迈进。在玉米制种方面，甘肃将抓
住国家推进种业振兴政策机遇，以国家
级种业基地提升行动为抓手，进一步扩
大制种规模，力争面积早日达到 170 万亩
以上，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七成左右；甘

肃将支持本土种业企业做大做强，培育
一流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集团，尽量减
少代繁代种。中药材方面，甘肃将继续
推进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引进培育大
型医药企业，促进精深加工和药品研发，
更好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产品优势
向规模优势转化。 （下转第四版）

甘肃持续壮大优势产业 做强现代特色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