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风起，蟹脚痒，眼

下正值螃蟹成熟上市季

节，10月10日，在安徽省

肥东县桥头集镇国光社

区的善玉螃蟹养殖基地，

近100亩优质螃蟹迎来大

丰收。蟹农正在打捞螃

蟹，每天有 600 多公斤的

螃蟹从这里销往周谷堆

批发市场。据了解，由于

今年气候条件好，螃蟹不

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

该基地预计总产量能达

到30000余斤，收入约1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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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和财政部办公厅

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粮油等重要农产品产能提

升有关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启动实施现代

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试点，引导金融和社会

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投向现代设施农业发展。

据介绍，试点采取申报制，实行“地方补

贴、中央补助”，即各地自主申报试点，方案报

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审核备案后实施，对符合

要求的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予以贴息，并对

保障粮食和油料、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给的贷款予以优先支持。贴息对象为农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以及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农业

经营主体。

贴息标准按照“双限”要求，原则上单个建

设主体当年获得的贷款贴息比例不得高于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70%且不得超过2%，单个年度获得

贴息补助资金不得超过200万元。中央财政对

试点省份实际支出的贴息资金，按照一定比例

给予差异化奖补。享受贴息奖补政策的项目，

须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现代设施

农业建设项目谋划储备的通知》要求，全部纳

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融资项目库。同时，为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要求试点省

份在符合相关规划前提下，合理保障用地需

求，鼓励在保护好生态环境基础上，利用非耕

地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李琭璐）

两部委启动实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试点

10月，秋色渐浓，在凤台县杨
村镇韩湖村村头，传来呦呦鹿鸣
声。“80后”小伙朱晶晶走进梅花鹿
养殖基地，一排长长的鹿舍里，一
群梅花鹿大胆走来，美丽而优雅。

“现在总共有 120 多头梅花
鹿，虽然规模不大，但成本小，利
润高，每年光靠梅花鹿就能收入
七八十万元。”朱晶晶边说，边提
着一些草料，走到鹿舍旁。群鹿
便围拢过来，取食朱晶晶手中的
草料。

1987年出生的朱晶晶曾在皖
南山区做过几年的建筑工人，在
务工期间，他看到当地农户靠各
种特色养殖，收益很不错，便也萌
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他一边务
工，一边向当地养殖户讨教特色
养殖技术。2010年他回到家乡。

“当时父母非常反对我搞养
殖，那时我已经带班了，每年的收
入很可观，而且在我们这边搞特
色养殖，老人们都没见过，感觉就
是不务正业。”朱晶晶说。

朱晶晶不顾家人的反对，开
始创业。经过多方考察，感觉梅
花鹿全身都是宝，利润点高，养殖
产业前景广阔，便在村部旁边租
了一处废旧厂房，一次性投入30多万元，购
买了30多头梅花鹿。

“一开始我也是门外汉，为了掌握它们
的习性，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鹿棚
里，和它们打交道久了，也就摸清了它们的
生活习性，什么样的状态是饿了，什么样子
是病了，都很清楚。”朱晶晶说。

从向朋友请教、买书钻研、上网学习，
到亲手实践草料调制、饲养管理、适时配
种、科学收茸等流程，几年来，朱晶晶摸索
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养殖方法，养殖场的规
模也越做越大，梅花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也就越发明显，销售至省内外多个地区，很
多周边的村民也纷纷慕名前来学习梅花鹿
养殖技术。朱晶晶靠多年的特色养殖不仅
率先走上致富路，而且切切实实成为了周
边村民致富路上的“领鹿人”。

如今，朱晶晶在镇村的帮扶下，他还
把养殖场周边的百余亩零散低洼地流转
过来，在搞好梅花鹿特色养殖的同时，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种植牧草，利用梅花鹿
的粪便，开启了种养结合、农光互补的产业
模式。

“争取利用两年时间将养殖规模扩大
到300头，进一步走好繁育、养殖、种植、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新产业之路，带动更多的
村民靠养殖致富。”朱晶晶信心满满。

（通讯员 徐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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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种业博

览会暨第二十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

易会上，河南省新乡市农科院与中农发种业集

团签署了小麦新品种“新麦58”产业化战略合

作协议，标志着“新麦58”生产经营权正式以

1618.88万元的价格成功转让，一举打破了我

国小麦单品种转让价格最高纪录。

“新麦58”是由新乡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

所长蒋志凯带领研究团队，继“新麦26”后，又

一自主选育的优质超强筋小麦新品种，于

2023年5月份通过国家审定。

据蒋志凯介绍，“新麦58”为优质超强筋

品种，籽粒商品性好，尤其在面筋强度和延展

性方面表现卓越，各项指标都能够达到我国

优质强筋小麦一等品质指标，主要品质指标

超过了进口优质小麦“加麦 2 号”和“美麦

DNS”。

“目前，国内能做烘焙粉的品种很少，‘新

麦58’将有望填补市场缺口。2022年全国烘

焙粉需求量约560万吨，并正以每年60万吨

的需求增长，‘新麦58’市场潜力巨大。”中农

发集团洛阳市中垦种业总经理褚晓斌表示，下

一步，将充分发挥中农发集团的基地优势、生

产加工优势和资金优势，围绕“新麦58”，与下

游需要强筋优质麦的烘焙粉企业对接，推动产

业链向上下游延伸。

据介绍，中农发种业集团与新乡市农业

科学院开展战略合作，建立“龙头企业+科研

院校+合作社+农户”优质强筋小麦订单化生

产推广模式，正在加速优质强筋新品种推广

应用，拉长优质强筋小麦粮食链，提高河南省

乃至黄淮麦区的优质强筋小麦的市场竞争

力，巩固国家优质强筋小麦育种及小麦产业

优势。

对于“新麦58”的推广前景，褚晓斌十分

看好。他表示，“新麦58”将有助于缓解优质

强筋小麦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局面，对

推动我国优质强筋小麦育种领域技术进步和

学科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祖祎祎）

“新麦58”打破我国小麦单品种转让价格纪录

商品羊在出售前3个月进行舍饲、添加优

质牧草催肥，可提高商品羊的个体重、屠宰率

和经济效益。

做好育肥前的准备

羊舍应选在通风、排水、采光、避风向阳和

接近牧地及饲料仓库的地方。饲养密度为每

只羊占0.4-0.5平方米，有利于限制羊的运动，

增加育肥效果。

饲草、饲料是羊育肥的基础，在整个育肥

期每只羊每天要准备干草2-2.5公斤，或3-5

公斤的氨化饲料或青贮料等；精料则每天每只

羊按0.3-0.4公斤准备。

羊肉在冬春两季市场需求量最大，商品羊

在冬季出栏较为适宜，因此肉羊的育肥选在秋

季最好。此时气温适宜，牧草、农作物秸秆丰

富，有利于肉羊的快速生长和销售。

用于育肥的羊应选用当年的羊羔和青年

羊，其次才是淘汰羊和老龄羊。选好育肥羊后

还需对羊进行驱虫、去势。

应掌握好饲养管理原则

饲料的精粗比例应搭配得当，做到既能提

供能量、又能满足蛋白质的需要，还能维持羊胃

的正常活动，保证羊的健康状况，因此精饲料以

占日粮的1/3为宜。籽实类饲料不宜磨得过

细，以免粉尘被羊吸入肺内影响健康。另外，精

料与青干草搭配时最好另加青贮料以补充维生

素的需要，或适当添加复合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肉羊的饲喂量要根据其采食量来定，吃多

少喂多少。其采食量与羊的品种、年龄、性别、

体格和饲料适口性、水分有关。羊采食量越

大，其日增重越高。羊对干草的日采食量为

2-2.5 公斤，新鲜青草为 3-4公斤，精料为

0.3-0.4公斤。饲喂方法为先喂精料、然后喂

干草或粗料、最后饮水。草料随时添加以保持

羊的旺盛食欲、提高其采食量，其中蛋白质在

羊日粮中所占比例应在8%左右。

秋季育肥应尽量减少羊运动、降低消耗使

羊吸收的营养物质全部用来增重，中午可把羊

放出来晒晒太阳或在近处进行短时间放牧。

（据《农民日报》）

肉羊秋季快速育肥的技术要点

为切实抓好秋冬季农业生产工作，霍邱县

曹庙镇结合镇情实际，做到计划早安排、工作

早部署、措施早制定，全面开展秋种工作，确保

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为来年农业生产打好

基础、定好调。

突出提前谋划，下好产业发展“先手棋”。

曹庙镇多次召开秋种工作推进会，对秋种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做到早谋划、早准备、早安排、早

落实。制定《曹庙镇2023年秋冬种工作实施方

案》，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联系村领导带头抓、村干部落实抓”的齐抓共管

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秋冬种工作的组织领导。

突出氛围营造，用好宣传引导“敲门砖”。

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组织镇村干部入村

入户宣传动员，给老百姓算好增收账，讲好惠

民政策，发动群众、抢抓时节完成土地翻犁和

播种工作。截至目前，全镇入户动员300余

次，实现种子发放50公斤，各村即将完成油菜

育苗以及土地翻犁工作。

突出要素保障，建好组织基础“铺路

石”。该镇及时成立秋冬种领导小组和工作

专班，了解秋冬物资储备情况，摸排、统计种

子、肥料、农药、农膜等农资配备情况并建立

台账，确保秋冬季物资充足。同时，按照油菜

移栽及施肥管护的时间节点和技术要求，镇

农管中心人员深入农户，给予组织保障、技术

保障和要素保障。 （孙政）

霍邱县曹庙镇——

“三个突出”扎实推进秋种工作见行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