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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到78.3%，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发展新格

局初步形成。

12月12日，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工作推进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会

议总结交流“十四五”以来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工作进展和经验做法，谋划未来发展思路举

措，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

理和资源化综合利用的重要指示精神，逐步完

善综合治理的制度机制，持续实施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工程，改造提升处理设施设

备，建设粪肥还田利用示范基地，全国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8.3%，种养结合农牧循环

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工作面临的

新形势新要求，统筹处理好保供和环保、政

府和市场、全面和重点、治理和利用的关系，

以稳定长效性支持政策为根本，巩固生产基

础；以实施整县推进工程为抓手，提升设施

装备水平；以粪肥科学还田利用为方向，打

通消纳渠道；以全链条长期定位监测为基

础，探索科学发展路径；以降低养分损失为

重点，协同推进气体减排，加快实现畜禽粪污

“变废为宝”。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和事业单位负责

人，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

兽医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此次会议。河北、

天津、江苏、河南、湖北、贵州等6省市和全国

畜牧总站有关负责人作交流发言。会议组织

调研了有机肥生产、粪肥还田利用等现场，发

布10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与典

型案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一明）

我国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

近年来，巢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省、

市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正确

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和网络优势，为全市农业现代

化建设贡献力量，按照“突出技术创新，提高整

体合力”的工作思路，广泛开展试验、示范及技

术推广工作，各项指标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精耕细作助力粮食增产

近年来，巢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及时

进村入户，培训指导科技示范户应用先进技

术，积极安装和使用农技推广App，充分发挥

农技推广App的技术宣传指导，在中垾镇建

华村、栏杆集镇青岗村，分别建设510亩稻油

和530稻麦周年精耕细作示范点，经专家实

收测产，稻油精耕细作示范点油菜高产攻关

田亩产344.7公斤、示范田亩产204.3公斤，

水稻高产攻关田亩产753.5公斤、示范田亩产

705.3公斤；稻麦精耕细作示范点小麦高产攻

关田亩产480.1 公斤、示范田亩产405.1 公

斤，水稻高产攻关田亩产760.8公斤、示范田

亩产710.5公斤。同时，建设省级水稻监测点

7个、油菜监测点4个、棉花监测点3个，合肥

市小麦监测点3个、玉米2个，巢湖市级苗情

监测点水稻1个、油菜1个、小麦1个，目前，

两个精耕细作示范点的油菜、小麦正处于苗

期，各项试验示范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绿色种植提质增效

巢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坚持以“农民

不减收、全域不减产、过程五统一、质效双提

升”为原则，突出生产过程“五统一”，大力推

进巢湖流域水稻绿色种植工作，在一级保护

区内，全覆盖建立2.9万亩水稻绿色种植基

地，推进耕地规模流转，引进龙头企业自建生

产基地，实施“五改”技术路线，全面推行水稻

绿色高效种植“五改路线”。即：改稻麦（油）

模式为优质稻+绿肥模式，以绿肥替代化肥，

减少化肥使用量；改直播方式为机插秧方式，

全面推行机插秧生产方式，减少化肥农药的

使用量；改传统肥料为有机肥，全面推行有机

肥替代肥料运筹方式，减少化肥使用量；改化

学农药为杀虫灯、诱捕器和生物药剂防治病

虫害，全面推行绿色防控措施，减少化学农药

使用量；改常规粮食生产为绿色、优质、品牌

大米生产，全面推行品牌经营模式，打造“皖

中有米”等巢湖大米区域品牌，不断提升稻米

档次，实现品牌溢价。在一级保护区外，实施

水稻优质绿色生产基地建设示范，全面推行

机械化育插秧等栽培措施，推动病虫害绿色

防控，从源头上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实行农

作物秸秆全量还田培肥地力，采取湿润间歇

灌溉技术，适时搁田，干湿交替，实现肥水耦

合，提高肥水利用率，积极开展稻鸭共育、稻

田养虾、稻肥轮作等绿色生产模式，推广新型

肥料施用技术，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及生

物农药和物理防治技术。

土地吃上“营养配餐”

巢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测土配方施

肥方面，大力推广配方肥，为农业耕地坐诊把

脉，为了让土地吃上“营养配餐”，开展稻绿肥

轮作、稻麦肥料定位、稻瘟病防治、肥料高效

利用、棉花化学封顶、油蔬两用油菜品种对比

等多项试验，同时配合省农科院、农大等科研

院所谋划开展相关试验，优化集成优质绿色

生产技术，根据近年试验示范结果，选择2个

再生稻品种和5个一季稻品种开展大田示

范，全市各镇至少建设1个以上千亩化肥农

药减量示范片，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和化肥

农药减量技术示范，带动全市主要农作物测

土配方施肥覆盖率达98%以上，主要农作物

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58%以上。

科技服务助力农民增收

巢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为了充分发挥

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不断加强农技人员包

村联户指导制度，组织全市农业技术人员深

入生产一线，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做好田

间管理，为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供技术支

撑。该中心积极组织214名农技人员分别举

办2022年、2023年基层农技人员能力提升

培训，重点在农产品质量、互联网以及绿色种

植、安全用药、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培训，

学习和积累经验，增强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服

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建设，组织10名职工包保

24个脱贫户进行扶贫攻坚，每2月进户1次

以上，了解脱贫户生产生活情况，对茶叶、瓜

蒌等经济作物开展技术指导，围绕春茶生产，

加强茶园管理，开展名优茶加工服务指导，参

与瓜蒌特色产业园技术指导；适时组织开展

病虫害防治现场会、培训会，召开绿色防控示

范现场观摩会，全面推行统防统治、代防代

治，应用性诱、灯诱、食诱、粘虫板、显花植物

集诱等绿色防控技术，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

农药和生物农药以及植保机、无人机等施药

机械；全市建立21个农作物苗情监测点（水

稻8个、玉米2个、棉花3个、油菜5个、小麦3

个），开展“四情”动态监测，各镇街要积极配

合市农技中心布置监测点，落实监测田块和

监测员，并根据苗情监测要求，及时认真开展

调查，利用调查分析结果，指导农作物生产。

完成对栏杆集镇脱贫户特色种养业情况核

查，促进特色种养业落实到位，调动农技人员

的积极性，实现农技服务全覆盖，加深了与农

民之间的感情，为全市发展现代农业奠定了

基础。

备战春耕 促进增产

巢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为了做好春耕

生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农业农

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为主线,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为

重点，紧紧围绕开展优新品种筛选展示，征集

了25个再生稻品种，60个一季稻品种，8个旱

稻品种，37个油菜品种，15个小麦品种，进行

对比展示，筛选适合该市种植的优良品种，开

展省推广总站16个直播棉品种展示和麦后直

播棉大田示范，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正确

领导下，市农技推广中心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一要

求，围绕农业结构性改革主线，以结构调整为

重点，以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为抓手，以农业科

技推广示范行动为引领，加快强农惠农富农。

为了切实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市农技推广中心

一方面加强田间管理，根据墒情监测，动员广

大农民对弱苗田块及时加强管理，促进弱苗生

长，并做好防冻工作，积极开展病虫害系统调

查和面上调查，做好数据整理分析和病虫情会

商，及时发布《病虫情报》，指导农作物病虫防

治，结合省病虫疫情信息调度指挥平台，上报

病虫监测调查和防治数据信息。通过电视宣

传、下发通知、手机短信、组织农技人员包村

联户指导等形式，广泛宣传，全面发动、组织

全市广大干群，深入开展小麦田管和春耕准

备工作，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认真调查，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指导群众加强病虫害

绿色防控。 （荚恒斌）

创新工作思路 服务“三农”经济
——来自巢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报道

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粮食产量数据。安徽粮食产量、播种面积

再创历史新高，总产约830.16亿斤，较上年增产10.14亿斤，居全国第五位；播种面积

约1.1亿亩，较上年增长超30万亩，居全国第四位。粮食单产377.28公斤/亩，较去年

增长3.57公斤/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持续加大

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全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3908亿斤，比上年增加178亿斤，增长1.3%，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全国

粮食播种面积178453万亩，比上年增加955万亩，增长0.5%。

夏粮生产中，安徽实现总产、单产和面积“三增”，总产348.16亿斤，播种面积

4294.95万亩，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基础。此外，今年安徽早稻总产101.5万吨，比去

年增产约0.4万吨。夏收期间，我省共投入联合收割机逾20万台，小麦机收水平逾

98.6%，同时加强秸秆机械化综合利用和粮食烘干作业，收割、运输、烘干等环节实现

全程机械化作业，秸秆粉碎还田、打捆离田全面推广，既保证了粮食安全，又提高了粮

食生产品质。

秋粮生产中，安徽细化防灾减灾预案，加大技术指导服务力度，统筹做好病虫害

防控工作。同时，安徽积极组织机械抢收方面，依托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组建应急

服务队，科学调度全省15万台套联合收割机，精心组织好跨区作业，确保抢收顺利。

推广先进适用的烘储技术，收获后及时烘干储存。当前安徽正积极做好粮食收购，相

关部门密切关注粮食市场收购情况，帮助农民科学储粮、择机卖粮，积极扩展卖粮渠

道，促进优质专用粮食订单履约，实现优质优价。 （史力 许昊杰）

20232023年我省粮食总产年我省粮食总产830830..1616亿斤亿斤
再创新高再创新高！！

12月9日，亳州市利辛县程家集镇王老家村张标蔬菜种植基地内，村民正忙着采摘菠菜

供应市场。近年来，利辛县程家集镇积极调整产业种植结构，采取“党建+合作社+农户”的方

式，鼓励在外创业成功人士返乡发展特色产业，拓宽了就业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刘杰邵强 张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