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员““常下式常下式””入村指导产业发展入村指导产业发展
本报讯（王云龙）当前正值农业生产“夏

管”的关键环节。为全面落实好科技特派员

蒙农工组[2022]11号和蒙科[2022]11号文

件精神，蒙城县坛城镇科技特派员创新工作

方法，通过“常下式”入村技术培训、现场指

导、发放明白纸、电话、微信等多种形式，开展

农业生产环节中关键技术指导，提升农户科

技种养水平，增加农户收入，助力产业发展。

常入田掌握苗情。按照镇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的工作提示和工作要求，根据农时针对

今年坛城镇承担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项目

3400亩及大豆轮作700亩的任务，经常与承

担项目的所有种植户保持沟通联系，常下田

掌握当前庄稼生长发育真实情况，发放技术

服务明白纸1500份，或通过项目承担微信群

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确保项目实施作物

目标产量只增不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常入村做好培训。通过会议培训、微信

等方式向村两委干部、种养殖大户、家庭农

场、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宣传当前国家及省市

县农业种养殖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利用益

农信息社提供种养殖市场信息、发布优质农

产品信息，引导农户改变传统的种养殖习惯，

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户家庭收入。

常入户做好服务。入户是传授农业新品

种、新技术、新信息的最有效方式，可现场解

决并回答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技

术问题，并建立微信、电话等多种联系方式，

与广大农户常保持联系，常沟通交流信息，相

互传授技术，指导农业产业发展。

蒙城县坛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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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要求科学规划和系

统推进我国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系统推进、

合作共赢、造福人民、风险可控”5项

基本原则。

《规划》指出，生物经济以生命

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进步为动

力，以保护开发利用生物资源为基

础，以广泛深度融合医药、健康、农

业、林业、能源、环保、材料等产业为

特征。

《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展望

2035年，按照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要求，我国生物经济综合实

力稳居国际前列，基本形成技术水

平领先、产业实力雄厚、融合应用广

泛、资源保障有力、安全风险可控、

制度体系完备的发展新局面。

《规划》提出生物经济4大重点

发展领域，一是顺应“以治病为中

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新趋势，

发展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生物医

药，满足人民群众对生命健康更有

保障的新期待。二是顺应“解决温

饱”转向“营养多元”的新趋势，发展

面向农业现代化的生物农业，满足

人民群众对食品消费更高层次的新

期待。三是顺应“追求产能产效”转

向“坚持生态优先”的新趋势，发展

面向绿色低碳的生物质替代应用，

满足人民群众对生产方式更可持续

的新期待。四是顺应“被动防御”转

向“主动保障”的新趋势，加强国家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

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生物安全更好

保障的新期待。

《规划》部署重点任务，一是大

力夯实生物经济创新基础。加快提

升生物技术创新能力，培育壮大竞

争力强的创新主体，优化生物经济

创新发展的区域布局，深化生物经

济创新合作。二是培育壮大生物经

济支柱产业。推动医疗健康产业发

展，推动生物农业产业发展，推动生

物能源与生物环保产业发展，推动生

物信息产业发展。三是积极推进生

物资源保护利用。加大生物资源保

护力度，健全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体

系，规范生物资源安全共享。四是加

快建设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完善基

础保障体系建设，加强重大疫情防控

体系建设。五是努力优化生物领域

政策环境。完善市场准入政策，扩大

市场应用空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强化金融支撑服

务，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加强国际交

流合作，推动政策先行先试。

《规划》强调，发展改革委要牵

头各有关部门参与的协调机制，推

动生物经济发展的重大规划、重大

改革、重大政策和重大工程。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生物经

济发展工作，加强地方规划、有关专

项规划与本规划的衔接，切实抓好

本规划实施。 （孙淑红 汝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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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态文明】

放流池里，一尾尾活蹦乱跳的“淮王鱼”鱼

苗顺着专用连接器皿放入淮河，开始了它们回

归大自然之旅。这是日前笔者在凤台县淮河

一号码头目睹的场景。

“这是我们第四次开展集中增殖放流活

动，本次共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25万元，放流

鱼苗250万尾，其中‘淮王鱼’4万尾。”凤台县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伟说。

2021 年，凤台县抓牢抓实淮河禁捕工

作，将以往3个月的禁渔期调整为全年禁渔

退捕期，以“淮王鱼”为重点保护对象，在长

吻鮠（淮王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凤

台核心区 10 公里内设置大型警示牌 9 块。

同时，全力做好退网退捕和“渔民上岸”工

程，共计为267位上岸渔民建档立卡，保障住

房并开展就业技能培训，让上岸渔民实现安

居乐业。

“我们采取联合检查与分散检查相结合、

水上检查与陆地检查相结合、白天检查与夜晚

检查相结合、突击检查与常规检查相结合等方

式，严厉打击电鱼、毒鱼、炸鱼和保护区内违法

违规捕捞行为。”凤台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渔政中队中队长许良告诉笔者。

此外，早在2008年，凤台县就与安徽农业

大学和省水产研究所合作，多年来已成功繁育

“淮王鱼”1450万尾，并根据淮河生态资源情

况，适时开展放流活动。从2020年开始，凤台

县在长吻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凤台

核心区内，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大型集中放流活

动。截至本次放流活动，仅“淮王鱼”这一稀有

鱼种已累计投放62万尾。

据凤台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禁捕和增殖放流，曾经濒临灭绝的“淮王鱼”

得到了较快恢复。7月初，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淡水渔业中心对长吻鮠保护区内的水体理

化指标、浮游生物、底栖生物、渔业资源等开展

了渔业资源环境调查采集，结果显示，保护区

内鱼类资源显著增加，种类较以往呈现出多样

化特点，鱼类种群组成、群落结构等指标均达

到国家生态标准。

（通讯员 徐艳友）

增殖放流 守护“淮河稀珍”

开展开展““童说庐小志童说庐小志 为爱益起来为爱益起来””活动活动
本报讯（李佳佳 董丽）为更好地推动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探索建立儿童议事的长效

机制，7月17日，合肥市庐阳区杏林街道社工

站、上城社区团支部、少工开展“童说庐小志

为爱益起来”儿童议事会第一场活动。

首先，18名儿童议事会成员进行了自我

介绍，小朋友互相提问，大胆畅想了对未来的

期许。随后，团长陈桂娟老师介绍了儿童议

事会流程，团员志愿者还分享了志愿服务心

得，会上布置了“童眼看社会 志愿服务我来

说”家庭作业。

最后，团员志愿者向议事会成员颁发了

庐小志积分存折，下一步，小议事员们还将通

过调研、培训等方式，完成最终实施开展的志

愿服务活动方案。

合肥市庐阳区杏林街道上城社区儿童议事会——

7 月 19 日晚，马鞍山

市花山区解放路街道东苑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

合马鞍山市艺术剧院，在

东苑大舞台露天广场举办

“学习党史感党恩，喜迎党

的二十大”专场文艺汇演，

用文艺演出的形式传递党

的声音和温度，激励广大

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独唱《江山》、唢呐演

奏《载歌载舞》、歌舞《向上

的光》等精彩表演赢得了

居民们一阵阵热烈掌声，

活动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

活，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

通讯员 胡智慧 许花摄

文艺演出颂党恩文艺演出颂党恩
喜迎党的二十大喜迎党的二十大

多措并举做好防溺水工作多措并举做好防溺水工作
本报讯（陈辉）为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溺

水事故发生，马店镇多措并举扎实开展防溺

水各项工作，不断织牢未成年人防溺水“安

全网”。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入

夏以来，该镇多次召开镇村干部会议，专题安

排部署全镇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要求全体

驻村点长、村“两委”成员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防溺水工作理念。二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

浓厚氛围。一是在全镇主要路口悬挂横幅、

张贴宣传标语，切实做好防溺水知识宣传教

育工作；二是开展“防溺水知识进校园”宣传

活动，要求辖区内中小学结合家访活动，对

学生和家长进行防溺水安全知识教育。三

是细化工作措施，全面排查隐患。该镇成立

预防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领导小组，明确镇

直各部门、各村、各学校的工作职责，在沟

河、坑塘等危险地段设立警示标志、放置救

生竿和救生圈。四是健全长效机制，加大督

导力度。进一步完善防溺水巡查工作机制，

安排网格员坚持每天对辖区主要河道、村内

重点地段、危险水域进行巡查，从源头进行

防控。

霍邱县马店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