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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

悉：2023年，我国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显著增强，创

新环境持续优化，创新成果

加快涌现。自我国1997年

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以来，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累

计申请量达76914件，累计

授权量超过3万件，自主选

育品种占比近94%，为从源

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

出了积极贡献。据统计，目

前全国推广面积排名前十

位的水稻、小麦、玉米、大豆

品种中，授权品种占比达

90%，其中98%为自主选育

品种。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

种保护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各地区各部

门和有关方面扎实推进种

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

得了新进展新成效。新修

改的种子法扩展了植物新

品种保护范围和保护环

节，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

种制度，加大了侵权假冒

处罚力度，切实激励原始

创新。

（据《人民日报》）

我
国
农
业
植
物
新
品
种
权

授
权
量
突
破
三
万
件

随着春季气温的回升，猕猴桃根系已经开始活动，生

育期即将进入萌芽期。萌芽期是新梢生长、花芽形态分

化、次年结果母枝形成的关键期，要注意萌芽肥的补给。

萌芽肥

在土壤解冻、树液流动后，果树萌芽前对果树追肥即

为萌芽肥。萌芽肥能促进树体萌芽与开花整齐一致，提高

坐果率，有利于果园下一步的管理。

果树萌芽前没有树叶，萌芽所需要的营养来自树体的

积累，针对上一年提早落叶严重的果园，一定要注意使用

萌芽肥。

施肥时间

果树萌芽前（2月底-3月初，不同产区有差异），此时

土壤解冻、树液流动，树体开始活动。

肥料用量

肥料用量根据树龄和土壤肥力状况决定，幼树与成年

树有差异，土壤肥力不同，施肥量有差异。磷肥和钾肥的

施肥量大约占氮肥用量的1/3-1/2。

第一年：每株施氮肥15克，即尿素30克或等氮量的其

他氮肥（下同），分2次-3次施入，施入范围为1平方米-2

平方米。

第二年：每株施氮肥55克，即尿素120克，分2次-3

次施入，施入范围为3平方米-4平方米。

第三年：全园普施氮肥7千克-8千克/亩，即尿素16

千克-17千克/亩，5月份可再补充少量氮肥一次。

第四年：全园普施氮肥8千克-10千克/亩，即尿素17

千克-22千克/亩。

我国土壤类型众多，不同产区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和

树势生长状况，制定具体的施肥量。另外，也可选择高氮

低磷、低钾复合肥（如28-8-0）。

施肥方法

建议选择穴施，每棵树3穴-5穴，穴深30厘米-50厘

米，施肥后可根据土壤墒情决定是否灌水。萌芽肥属于追

肥。追肥要少量多次，避免肥害，提高肥料利用率。有果

农是将肥料溶于水，再用施肥枪施肥。对于密植成年果

园，也可适量增加用肥量，采用撒施。

叶面喷肥的最适温度为18摄氏度-25摄氏度，湿度较

大为好喷布时最好在阴天或晴天的早晨和傍晚无风时进

行。叶面喷肥效果快，但使用浓度低，对肥料的吸收总量

不大，最好能与其他几种方法结合使用。 （张晖）

科学施用猕猴桃
早春萌芽肥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

悉，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范围寒潮雨雪

天气，2月18日上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具体举措，部署

做好寒潮雨雪天气应对工作。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要着力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准备，

分析研判寒潮雨雪天气对粮食收购、粮

食市场稳定、储备物资安全等方面的影

响，及时处置有关情况；着力做好应急

物资调运保障；着力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认真防范寒潮雨雪天气对粮食仓储

设施、储备仓库库区、物资出入库等方

面带来的安全隐患；着力做好粮食市场

保供稳价，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统

筹用好粮源调度、储备轮换、库存投放

等政策工具，认真落实各级粮食应急预

案，特别要指导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地

区、粮源偏少地区做好粮油供应保障，

确保市场稳定；着力做好寒潮雨雪天气

后的粮食工作，精心组织秋粮收购，统

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坚决

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指导各

地特别是东北地区，加大粮食烘干服务

力度，加强农户科学储粮指导，引导农

民合理售粮，全力抓好“地趴粮”处置工

作，防止霉粮坏粮。

据悉，根据气象部门预测，近期我国

一些地区将剧烈降温，2月18日中央气

象台将寒潮预警提升至橙色，且本轮寒

潮天气过程与春运假期后返程高峰期叠

加，影响范围广。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郭诗瑀）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部署应对寒潮雨雪天气

春回大地，农事渐起。从江南到皖

北，春耕生产渐次铺陈，人勤春早的画卷

徐徐展开。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分

析安徽“三农”形势，部署今年全省“三

农”工作任务，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高质高效的农业强省，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过 去 一 年 ，省 委 、省 政 府 切 实 把

“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乡村

振兴工作全面推进，粮食产量再创新

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乡村产

业蓬勃发展，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开局有力，农村

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强省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

好今年全省“三农”工作意义重大、责任

重大。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准确把握“三

农”工作新的历史方位，锚定建设农业强

省目标，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坚持

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把重农强农兴农富

农的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加快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各项政策，最终要靠农村

基层党组织来落实。必须进一步强化大

抓基层、抓实基层的鲜明导向，紧紧扭住

农村基层党建这个“牛鼻子”，全面加强

乡镇党委和村级党组织建设，用心用情

用力做好服务群众工作，切实抓好党建

引领信用村建设，做好为乡村两级减负

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农村各项事业

高质量发展。

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是重大任务。加快建设“千

亿斤江淮粮仓”，既藏粮于“地”，牢牢守

住耕地保护红线，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和水利建设；又藏粮于“技”，不断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毫不放松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

产业兴百业兴。坚持产业兴农，种

养一块抓、粮肉一块抓、头尾一块抓，做

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做大新产业新业

态，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

尾”增值大文章，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

“大粮仓、大肉库、大厨房”，不断提高农

业综合效益。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

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强化农民

增收举措，引导农民参与产业发展，为他

们提供更多就近就地就业机会，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

大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

程，加快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是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一号工程”。聚焦“千”与“万”一起

抓、“点”与“面”相统筹，狠抓各项政策举

措落地见效，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持续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推

动“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不断取得

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

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

“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持续深

化平安乡村建设，确保农村稳定安宁、和

谐有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最大动力仍然

是改革。继续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

的小岗精神，扎实做好二轮延包工作，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等工作，依靠深化改革破解发展

难题、增强乡村活力。

一年之计在于春。全省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要

素保障，加强作风建设，汇聚起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确保党中央

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

谱写更加壮丽的安徽篇章作出“三农”

更大贡献。

（安徽日报评论员）

奋力建设高质高效的农业强省
——论学习贯彻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2月20日，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数字化种植工厂里，工人们正在采摘草莓。连日来，当地农户抢抓

农时开展春季农业生产，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程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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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