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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饲料不能喂奶牛？
奶牛的饲料

选择至关重要，
不是什么饲料都
可以喂奶牛的。

1. 不喂有
异 味 的 饲 料。
有异味的饲料
喂后会让“奶”
产 生 异 味 ，应
戒喂。

2.不喂霉变
饲料。饲料一旦
发霉变质，不仅
失去了营养，而
且带有毒素，奶
牛食用后易引发消化道疾病。直接投喂怀孕母
牛，还可能造成流产，甚至导致死亡。

3. 不喂单一饲料。无论是精饲料还是粗
饲料，饲喂不能单一，因为单一饲料营养物质
不全面，饲喂消耗多且不能满足奶牛生长发育
的需要。

4.不喂冷冻饲料。用冷冻饲料喂奶牛，除了
奶牛不愿吃、浪费多、生长慢、产奶少外，对奶牛
还可造成不良后果，如腹痛、腹泻以及导致母牛
流产等。

5.不喂带膜饲料。用粗饲料喂牛时，应特别
注意对废弃薄膜的清理，如带薄膜较多的花生秧、
地瓜蔓等饲料要将其挑拣干净再喂。

6.不喂含药饲料。凡是含有违禁药物或添
加剂的饲料，应禁止饲喂奶牛，防止一切有毒有害
物质进入牛奶中。

7.不喂带毒饲料。饲养者要提高识别毒草
的能力，了解本地区毒草的种类，凡不认识或怀疑
有毒的植物应禁喂。

8.不喂喷药饲料。对播种后剩下的喷（拌）
过农药的种子，必须废弃并进行妥善处理，绝不可
用来喂奶牛，以免造成奶牛农药中毒。

（本报综合）

国家统计局
近日发布数据，
2020 年 全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为
13390 亿 斤 ，比
上年增加 113 亿
斤 ，增 长 0.9% ，
连续6年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无论是“针对香蕉性状，培育出10余个香蕉优良
品系”的易干军副院长，还是“带领动物遗传育种创新
团队，育成3个蛋鸡新品种”的杨宁教授，都是入选农
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的佼佼者。他们和其他入
选科学家一起成为农业科研领域杰出人才的代表。
他们的成功与团队的成长，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实力
持续突破的有力保障。

农科人才带动香蕉产业发展

炸香蕉点心、香蕉啤酒、香蕉果酒……近日，在广
州举行的“2020年粮食及加工用途香蕉新品种展示
及其加工产品鉴评与技术培训会”上，香蕉经过加工
后变身成为各种“舌尖上的美食”。

我国是香蕉生产和消费大国，但多年来香蕉种植
也面临枯萎病、经济效益不稳定等问题。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易干军表示，发展香
蕉产业必须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我国香蕉产
业加工比例不足1%，缺乏适合加工的品种是重要原
因之一。

据了解，2012年，易干军被评选为全国农业科研
杰出人才，带领香蕉遗传改良创新团队获得更多科技
项目支持。2018年，以他为团队带头人的国家香蕉良
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启动。团队针对抗枯萎病、高
产、优质、加工特色等性状，培育了“中蕉”系列及“粤
蕉”“美食蕉”系列等优良新品系10余个。

香蕉产业的变化是近年来我国实施农业科研杰
出人才培养计划成效的一个缩影。2010年6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决定实施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
划。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作为子计划，由原农
业部组织实施，于2011年、2012年、2015年评选产生了
300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300个创新团队。

6000多人的农业科研人才队伍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二级巡视员张文说，培养
计划通过创新培养机制，提供资金支持，加大政策扶
持，突出服务产业的核心使命，建立了一支6000多人
的农业科研人才队伍。

多年来，培养计划在完成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发
挥重要支撑作用，大幅提升农业科研原始创新能力，
有效解决产业发展技术难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宁带领动物遗传育种创新
团队，创新蛋鸡育种技术和育种材料，育成3个蛋鸡
新品种，使我国摆脱依赖国外品种的局面。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廖庆喜带领油菜机械化生产
关键技术与装备创新团队，研制了油菜联合直播装
备，在19个省区市推广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周清波带
领农业遥感创新团队，建立了农作物信息天地网一体
化获取技术体系，突破了旱涝灾害信息快速获取等三

大技术瓶颈。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所长张德

权带领肉品科学与技术创新团队，建立了“冷藏/冰
温/超冰温+”栅栏保质保鲜技术体系，使畜禽宰后损
耗降至3%以下，生鲜肉货架期达45天。

解决1000多项农业生产难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脱贫攻坚的助推器。
206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参与了科技扶贫工作，参与
解决当地农业生产技术难题1000多项，384项科研成
果得到转化应用。

张文说，培养计划还探索出释放科研人才创新活
力新模式，扭转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
唯奖项”的评价导向。

特种油料作物品质改良创新团队带头人、河南省
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研究员梁慧珍表示，项目每
年给予每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20万元
经费支持，连续5年稳定专项经费支持，探索推进项
目经费使用“包干制”，营造了健康有序的科研氛围。
培育农业科研领域“最强大脑”的效果正在显现。据
统计，300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主持国家级重点项目
500多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奖励100多
项，13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当选两院院士。创新团队
建设日益完善，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培育农业科技“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强大脑”
——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成效综述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谢希瑶

本报讯（通讯员 刘光兰 陈焱）柑橘产业是忠县
的特色支柱产业，是保护长江两岸生态环境的绿色屏
障，是助农脱贫致富的产业支撑。据悉，忠县将于今
年12月20日在三峡橘乡国家田园综合体柑橘产业国
际协同创新中心举办2020中国（重庆）智慧柑橘高峰
论坛，开启一场集智慧柑橘学术交流与先进智慧农业
装备展示应用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盛宴。

据忠县果业发展中心主任熊长春介绍，举办这次
高峰论坛，主要目的是整合智慧柑橘创新人才和优势
资源，促进协同创新，引领全国山地果园智慧农业技
术发展和示范应用。该中心紧紧围绕“智能科技、赋
能产业”主题，以国家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中
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为技术支撑，以智慧
柑橘果园建设为抓手，以省力化和精细化为目标，探
索建园宜机化、决策智能化、管理自动化和作业机械
化，共建“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推进生产数字化和市
场信息化建设；搭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视化溯源
体系，推进忠县柑橘产业品质化和品牌化提升，实现

“忠橙”优品优价；促进柑橘产业智能化、标准化进程，
助推忠县柑橘产业智能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柑橘产业
高质量、高效率发展，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开辟一条
高速发展新途径。

据介绍，本次高峰论坛由国家农业智能装备技术
研究中心、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和忠县人民政府主
办。将邀请国家工程院院士赵春江等行业专家10余
人，邀请重庆市领导、市级相关部门领导、西南大学等
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相关学科专家以及重庆市柑橘
产业重点区县、县内柑橘从业代表企业参会。届时，
国内先进智慧农机装备研发单位及智能农机生产企
业，将展示“柑橘品质流动检测分级车”等智能农业最
新研发和生产的产品。

据熊长春主任介绍，在这次高峰论坛会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主任等行业顶尖专
家将做相关智慧农业专题报告，学术界专家、智慧农
业企业代表等将开展圆桌论坛，为忠县乃至重庆、全
国山地柑橘产业智慧化发展出谋献策。

忠县：
以智慧果园为支点 撬动乡村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