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镇长包片引导复耕复种

受自然条件限制，重庆耕地资源有限。根据《实
施方案》，全市将开展耕地撂荒和盘活利用撂荒地基
本情况调查，逐村逐户摸清底数，建立信息台账、摸清
现状。

据悉，在摸清底数的同时，要制定统筹利用撂荒
地具体方案，对10亩以上集中连片的撂荒地落实乡镇
长包片责任制，挂图作战，引导复耕复种。

其中明确，对浅丘耕作条件较好的撂荒地，要尽
快复耕，优先用于粮食生产，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对
丘陵山区的撂荒地，根据立地条件，发展粮食、特色水
果、中药材、优质牧草等生产，增加多样化产品供给。
对确不适宜耕种的撂荒地，可按有关政策规定和规划
要求用于设施农业用地等。对季节性休耕地，提倡种
植绿肥，以地养地，提高耕地质量。

长期撂荒停止发放补贴

接下来，重庆将通过政策引导农民复耕撂荒地。
在补贴方面，对一年以上撂荒地由乡镇人民政府

向农户书面发放复耕提醒书，对长期撂荒停止发放补
贴，待复耕复种后重新纳入补贴范围。在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项目种粮方面，丘陵地区撂荒地恢复粮食生
产的给予补助。

同时，方案中鼓励地方出台利用撂荒地种粮的支
持政策，重点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流转撂荒地种粮的给予补助。完善保险政策，
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地
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试点覆盖范围，降低
农民生产经营风险。

在创业支持上，对返乡留乡农民工利用撂荒地发
展粮食规模经营和特色种养的，优先给予一次性创业

补贴和信贷支持。

提高水稻机插等农机购置补贴

方案中提出，将具备条件的撂荒地纳入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土地宜机化改造范围，加大投入力度，配套
完善灌排水、输配电、田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基础设
施，提升宜机作业水平。对因灾损毁的撂荒地，要尽
快修复、恢复生产。

在提升耕地地力上，要结合实施耕地保护与质量
提升项目，采取增施有机肥、推广秸秆还田等措施，尽
快恢复撂荒地肥力，提升产出水平。同时，鼓励各区
县采取奖补措施，引导农民对撂荒地开展地力培肥。

在配套农机装备上，加快适合丘陵山区农机装备
研发制造，提高水稻机插等薄弱环节和丘陵山区特色
农业生产急需的农机产品购置补贴标准，降低劳动强
度和生产成本。

将探索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

方案中也提到，对长期外出务工、家中无劳动力
的农户，要引导流转土地经营权。完善农村土地流转
服务，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
场，鼓励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出租
（转包）、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

同时，要求探索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对长期无
力耕种或因举家外迁造成撂荒的农户，在充分尊重
个人意愿和合理经济补偿基础上，鼓励自愿退出承
包权。

根据方案，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土地经营
权受让方要依法合理利用土地，不得闲置撂荒。对撂
荒连续两年以上的，承包方在合理期限内不解除土地
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发包方有权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
流转合同。

重庆出实招盘活撂荒地
■闻 风

对10亩以上集中连片撂荒地实行乡镇长包片责任制，引导复耕复种；对长期撂荒土地停止发放补
贴；丘陵地区撂荒地恢复粮食生产的要给予补助……日前，重庆出台了《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
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有效遏制耕地撂荒，充分挖掘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保供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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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蜂突然大量死亡该怎么办
重庆市北碚区

静观镇中华村一处
曾经废弃的矿山经
过生态治理和修
复，变成绿意盎然
的果园。这个矿山
曾是一个碎石厂，
2017 年关闭后，当
地对矿坑进行生态
治理和修复，种植
李树、桃树、樱桃等
果树，并修建民宿，
让曾经废弃的矿山
重新披上绿装。

新华社发
秦廷富 摄

1.蜂王选育。培育蜂王要从适应性强、分蜂
性弱、维持大群、采集力强的优良蜂群中进行复
式移虫，或在该群中挑选粗壮正直的自然封盖王
台，等待中蜂出房交尾产卵后，再挑选出体大、腹
部修长、尾部略尖、行动稳重、产卵动作迅速的优
质蜂王。

2.控制分蜂。在群势迅速增长阶段，要控制
雄蜂数量的增长，削除雄蜂蛹脾，毁掉王台基，增
加巢脾，避免蜂群情绪低落、采集力减退等现象
的出现，要注意充分发挥蜂王的产卵力和幼蜂的
哺育力，增加整个蜂群里的哺育负担，使蜂王的
产卵力和工蜂哺育力相互适应。如蜂群在流蜜
期有分蜂热苗头，可把该群的蛹脾抽出与弱群的
空脾或卵虫脾（均要抖掉蜜蜂）交换。交换后该
群没了蛹脾，增加空脾和卵脾，加重了工蜂的哺
育负担，分蜂热自然会解除。

3.防病治虫。第一，囊状幼虫病是由病毒引
起的，是中蜂的致命病，往往有全群覆灭的危险，
甚至很快传染到其他蜂群。对此病要防重于治，
一般应用清热解毒药预防。在4月、5月此病易发
期用海南金不换（华千金藤）煎水，加入糖浆饲喂
或喷喂。一发现有囊状幼虫病时，用抗病毒药加
入糖浆喷喂。第二，巢虫生命力很强，繁殖力十
分惊人，对中蜂危害性大。它在春末或秋初的高
温季节钻穿巢脾，蛀食蜡质和蜜汁，吐丝结茧，毁
坏巢脾害死蜜蜂幼虫。预防此种病虫害，要做好
以下几点：其一，要整修好有缝隙的巢箱；其二，
及时将多余的空脾和老脾抽出，用硫黄熏杀，使
蜂多于脾；其三，在蜜源季节要促使工蜂多造新
脾更换老脾；其四，经常检查和清扫箱底，使巢虫
无处藏身。 （本报综合）

短波紫外线是一种简单、安全、无污染的水果采
后处理方法，用其处理采后果实，不仅有助于延缓果
实的衰老软化，保持果实品质，而且在促进果实采后
生物活性物质富集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和对水果营养功能认
识的提高，高生物活性物质含量的功能性水果及其制
品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短波紫外线如何让水果变得
更有营养的相关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近日，《采后生物与技术》在线发表了中国农业科
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品营养与功能团队在甜樱桃

果实生物活性成分的采后富集调控研究方面新进
展。该研究阐明了采后短波紫外线处理如何提高甜
樱桃果实类黄酮和花色苷含量的分子机制。

该团队综合利用代谢组学和荧光定量方法，比较
分析了采后不同剂量短波紫外线处理甜樱桃果实后，
苯丙烷和类黄酮代谢途径各物质的含量变化。结果
显示，甜樱桃采后，用短波紫外线处理，会引起一系列
基因表达量上调，从而增强苯丙氨酸代谢途径关键酶
PAL和C4H的活性，促进果实类黄酮和花色苷合成与
积累，提高果实营养价值。

短波紫外线如何让甜樱桃更有营养
■李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