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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记者 于文静）当前
秋粮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节，也是
水稻“两迁”害虫、稻瘟病等秋粮重大
病虫发生和防控关键时期。农业农
村部要求各地落实落细防控措施，全
力以赴打好防控攻坚战。

据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农业农村部门
努力下，今年秋粮重大病虫防控取得
阶段性成效，没有对生产造成明显不
利影响。但7月下旬以来，发生面积、
虫口密度上升迅速。水稻重大病虫累
计发生5.3亿亩次，比7月中旬增加
85%。加上秋季温度偏高、台风活动
活跃，重大病虫呈偏重发展趋势，在部
分地区存在较大成灾风险，防控工作
仍丝毫不能放松。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要坚定确
保病虫危害损失控制在5%以内、提
高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覆盖率目标
任务不动摇，抓好秋粮重大病虫防
控。要做到防控责任再压实，监测预
警再加密。层层压实属地防控责任，
并加密监测调查，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指导农民适时防控。

同时，要做到防控措施再优化，
统防统治再加力。大力推广绿色防
控和农药减量技术，针对高温干旱等
气候特点，指导农民合理调整用药种
类、施药时间，确保防控用药安全。
尽快统筹用好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
金，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通过购
买服务等方式，大力推进统防统治，
适时组织应急防治。

本报讯 （记者 何军林）近年来，
荣昌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乡村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升农业数字化生产力，构建乡村
数字治理新体系，弥合城乡“数字鸿
沟”，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近期，荣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程昌
耀、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主任钟绍智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腾讯云（重庆）工
业互联网基地参观调研。双方就数字
乡村建设、农数谷、动物疫病防控检疫、
生猪屠宰场数字化升级改造、智慧农业
等合作方向进行交流，加强政企合作，
共同促进荣昌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
助力重庆乡村产业振兴。

为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荣昌区成立
了重庆市荣昌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
作领导小组，小组多次组织召开专题会
议、联席会议，并推动成立了重庆国农

数字乡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有效
保障了试点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除了加强组织领导，荣昌区还从制
度建立、资源整合共享、财政投入、社会
投入等多方面下功夫。同时，国家级生
猪大数据中心与农业农村部、市农业农
村委等做好数据对接，打造荣昌区数字
乡村管理云平台，数字乡村“一张图”正
逐渐形成。高标准建设村级便民服务
中心，整合益农信息社、电商服务站、邮
政综合便民服务站、农村综合服务社等
农业、商务、邮政、供销、民政信息服务
站点，实现信息共享。

荣昌区政府还印发了《荣昌区支持
科技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策》等政策文
件，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农业科
技创新应用推广。统筹整合农业产业发
展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等，
投入资金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荣昌猪
产业集群等，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

夏季高温天气，有些养猪户担心
猪会中暑，就往猪身上泼冷水，想达到
降温效果，但这样做反而害了猪，那么
夏季如何防止猪中暑呢？

合理调整日粮结构。将日粮中的
能量饲料应相对减少，增加青绿饲
料。夏季能量饲料调整为40%～50%；
青绿饲料增加到1～1.5千克，所喂饲料
均应新鲜卫生无霉变。

加喂夜食。时间可在晚上7时、11

时，凌晨4时进行，每晚饲喂3次，白天
可在上午 10 时和下午 3 时各喂一次
0.5%的食盐水和青绿多汁饲料，只要
饲喂合理，50公斤左右的猪，日增重同
样可达体重的0.5%～0.75%。

供给充足干净饮水。水是各种营
养物质最好的溶剂和运输工具，猪体
内的水占重量的1/3～1/2，夏季猪每日
饮水量是自身的23.8%，可饮0.5%的盐
水，以调节体温。 （本报综合）

8月22日上午，重庆铜梁区侣俸
镇新学村巾帼志愿者冒着酷暑将自
来水送进缺水农户。

7月上旬以来，重庆铜梁区持续
高温干旱天气造成农村部分农户人

畜饮水困难。连日来，铜梁区各级妇
联组织巾帼志愿者将自来水送进缺
水户家中，确保了缺水农户生活不受
影响。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农业农村部部署
打好秋季重大病虫害防控攻坚战

荣昌：

数字乡村建设释放乡村振兴新动能

农业农村部公布对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4498号
（农业水利类372号）提案的答复摘要，
回应了抓好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有关提案。

农业农村部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为抓手，通过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加快
推进育种创新、扶优扶强种业企业等措
施，加快提升种业发展现代化水平；在
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和农民务农种
粮积极性方面，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
门通过实施农民种粮补贴、加大产粮大
县奖补力度、强化金融保险支持，加大
粮食生产政策扶持。

提升种业现代化水平

2021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以实施种
业振兴行动为抓手，不断加大投入，强化
措施，加快提升种业发展现代化水平。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2021年启动全
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加快构建全国农业

种质资源保存体系；加快推进育种创新。
启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推进粮
食作物育种联合攻关，加快选育一批多抗
广适、高产优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
性品种；扶优扶强种业企业。发布农作物
种业企业阵型，引导资源、技术、人才、资
本等要素向重点优势企业集聚。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扎实推动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种业创新攻关、种
业基地提升、种业企业扶优、种业市场
净化行动，加快推进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种源自主可控。

强化粮食生产政策扶持

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
门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促进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生产稳定发展。

强化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坚持并完
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加快建
立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让农民愿意

种粮、种好粮；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
农村电商、冷链物流、乡村休闲旅游等，
引导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提升农业产业
综合效益；推动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和
市场体系，积极培育农产品市场运营主
体，实现农产品高效流通，推动农产品
市场健康发展。

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
工作力度、创新政策措施，加快构建种
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加大龙头企业扶持力度

在完善政策法规上，农业农村部表
示，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指导服
务，规范流转管理，推动耕地应种尽种。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2021年印发
的《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
做强的意见》，提出要提高龙头企业创
新发展能力、数字化发展能力、绿色发
展能力、品牌发展能力、融合发展能力

“五大能力”。建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
机制，推动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耕地
保护法，健全防止耕地撂荒法律法规，
规范土地流转管理；完善农业补贴政
策。2017年以来，会同财政部实施农
村产业融合项目，支持超过4000家企
业直接参与项目实施，发挥龙头企业联
农户、联市场的优势，示范带动乡村产
业发展。同时，指导地方探索补贴发放
与实际种粮情况相挂钩的有效机制，加
大补贴发放情况核实力度，做到享受补
贴农民耕地不撂荒、地力不下降；大力
发展社会化服务。联合中国农业银行
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发展的指导意见》，创新金融产品与服
务，拓宽多元信贷担保渠道，引导各地
培育创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促进龙头
企业和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户抱团
发展。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
持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外
出务工和无力耕种农户提供全程托管
服务。 （本报综合）

农业农村部：

强化生产扶持政策 完善农业体系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