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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是为春耕备种的关键时节，位于

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中国

中化先正达集团中国杨凌技术中心格外忙

碌。走进国内种业行业首创的LED无极调光

温室，只见顶部一排排小灯泡的照射，让不同

生长阶段的玉米笼罩在紫红色的光中。

“他们是根据玉米生长所需的红橙光和蓝

紫光合成的，可以实现光强动态调节，突破季

节限制。在这个占地12000平方米的温室里，

玉米育种一年可以达到四到五代的水平，相较

传统育种提速超2.5倍。”先正达集团中国玉米

性状开发团队助理总监梅文倩介绍说。

笔者注意到，有科研人员正在对温室内

移栽的幼苗进行取样，之后这些样品将被送

往实验室。育种人员带上“基因眼镜”，就可

以精准筛选出潜力性状好的“优等生”，再经

相较传统育种少得多的若干轮测试，最终选

育出新品种。

这个“基因眼镜”就是分子检测。育种，其

实就是将作物优秀的基因组合到一起的过

程。在传统模式下，育种大多靠“拆盲盒”，需

要通过观察性状的田间表现，不断地筛选、组

合，周期漫长，且充满偶然性。但通过分子检

测等新技术，育种创新变成了一种相对可控、

可预期的过程。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具备工厂化、集成化智

能育种能力的平台，杨凌技术中心的高通量检

测平台不仅分子检测能力高、检测速度也快，

单日检测通量就高达数十万，每年数据检测通

量更是达到了数千万。借助分子标记技术，育

种人员可以快速准确地从数十万乃至数百万

材料中筛选出所需基因，而不再单纯依赖田间

观察和验证。

除了上述技术和设施，这里的生物育种

“黑科技”比比皆是：国内转育通量最大、速度

最快的生物育种性状快速整合平台，每年可实

现4-5代的“迭代”能力，远超国内行业平均水

平，其中的单倍体耦合基因编辑技术，仅用1-

2代便可完成目标品种的性状改良；国内最大

的单倍体工厂化生产平台，年产百万株单倍体

苗和数十万双单倍体，可以批量化创制优良种

质，加速育种流程。 （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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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中国中化先正达集团中国杨凌技术中心温

室内对移栽的幼苗进行取样。

笔者近日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

到，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分别向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站（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

发来表扬信和致谢函，表扬安徽省2023

年度名特优新农产品登录收集和绿色食

品增量发展等绿色优质农产品相关工作

成绩突出，在全国走在前、作表率。

近年来，省农业农村厅以实施农产

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为抓手，加快推

进农产品优质化业务技术和绿色优质

农产品工作高质量发展。

截至2023年底，全省绿色食品、有机

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达6648

个，其中：绿色食品4850个、居全国第2

位，有机农产品1679个、居全国第3位，绿

色有机地标总量位列全国第一方阵，提前

两年完成“十四五”发展目标任务。

安徽省累计建成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52个、居全国第8

位，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38个、居全国

第1位，全国绿色食品（有机农业）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5个、居全国第1

位。31个区域特色农产品纳入地理标

志农产品保护工程，2020至2022年连

续三年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绩效

考评均获“优秀”等次。

据统计，全省名特优新农产品登录

收集总数达251个、特质农品24个，分

别位居全国第5位、第4位；107 家主

体、115个基地纳入农产品全程质量控

制技术体系试点，9家生产经营主体获

中国良好农业规范认证。 （冯长福）

我省绿色有机地标总量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合理修剪

早春大棚冬枣，树形选用为自由纺
锤形或开心形。为管理方便，可适当控
制树体高度，以低于棚膜30-40厘米为
宜。扣膜前采用拉枝、撑枝、坠枝等方
法降低树体高度。

枣树喜光，修剪时应做到以下几点：
1、剪除无结果能力或结果能力很低

的枝条，疏除交叉枝、稠密枝、重叠枝和细
弱枝，以利通风透光，对徒长枝可视其空
间大小，决定留剪长度，对空间大，有培养

前途的多年生徒长枝可培养成骨干枝。
2、死枝、病虫枝全部锯除，锯口应

尽量锯到好枝处，锯口应削平并涂药，
以免伤口感染腐烂。

3、对骨干枝上抽生的1-2年发育
枝，可根据空间大小剪留，一般留4-6
个二次枝，培养成健壮的结果枝组。

合理灌水

冬枣是一种耐旱作物，一般搭棚
前，结合施肥冬灌一次，分墒后锄地
覆膜。如果旱情严重，确实需要浇水
时，应该采取隔行灌或滴灌、沟灌、渗
灌等方法进行，宜浇小水，不宜进行
大水漫灌。

合理控温

对于大棚来讲，温度控制分五个阶段。
1、覆膜后适应期。白天温度控制

在20℃左右，时间为七天左右。
2、催芽期。白天棚内温度控制在

30-35℃，时间为20天左右。
3、萌芽期。枣树芽萌发20%时开始降

温，温度保持在26℃左右，促进树体健壮生
长，促进花蕾形成，温度过高树体旺长，易
脱蕾，过低生长迟缓。时间20天为左右。

4.花蕾期至初花期。温度应回升
到35℃左右。

5、盛花期。温度为35-38℃，不能
超过38℃。 （朱大芳）【大棚技术】

早春管理大棚冬枣要合理

加强田间管理加强田间管理

2月22日，

怀宁县凉亭乡

农技人员在麦

地向群众指导

农户科学应对

寒潮天气，预防

冻害发生。

檀志扬 摄

2月20日，全省农业农村局长会议在合肥

召开，大会总结2023年农业农村工作，研究部

署2024年工作。

2023年，安徽锚定高质高效的农业强省建

设目标，谋划出台了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

级”工程意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意见和规

划、“秸秆变肉”暨肉牛振兴计划意见和规划、

皖北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建设方案、深化农村改

革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搭建起推进农业强

省建设的“四梁八柱”。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笃

行不怠、勇毅前行，有力应对“烂场雨”等多重

挑战，保持了农业农村发展稳中向好、稳中有

进的势头，农业大省“金字招牌”越擦越亮。集

中力量解决了一批农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开展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共化解矛盾纠纷5270件、占排查总

数的95.7%，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已办结省营

商环境为企服务平台留言 127 件、办结率

96.2%，企业满意度98%。

去年，省农业农村厅创新开展“新农人下午

茶”活动，共举办肉牛、糯稻、食用菌、大豆、生

猪、种业等6个专场，“真刀真枪”为新型经营主

体排忧解难。创新成立全国第一家省级新农

人协会。目前会员多达400余人，为各类新型

经营主体服务乡村振兴搭建了交流平台。创

新实施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养计划，

2023年，安农大等5所高校共招录333人、录取

比例5.9%，报考人数超5600人，最高分618

分，超很多211高校分数线。创新开展“农民职

称”评定，共评定乡村振兴技术人员近万名，大大

提高了乡村人才荣誉感和社会影响力。

据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汪学军介

绍，过去一年，安徽农业农村多项工作走在全国

前列。5项工作居全国首位。长江禁捕退捕工

作是全国唯一连续三年获综合考核优秀等次的

省份；水稻种子出口量连续5年居全国首位；全

国有机农产品基地38个、居全国第1位；家庭农

场突破30万家、居全国第1位；高素质农民发展

水平连续四年蝉联全国榜首。有6项工作居全

国第一方阵。粮食总产830.16亿斤、实现“二十

连丰”；农民收入增速8%、居全国第9位；高标准

农田占比达75.2%，比全国高20个百分点；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5%、高于全国10个百

分点；秸秆综合利用率和畜禽资源化利用率分别

达93%、83%，均高出全国5个百分点；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66.5%、比全国高3.5个百分点。

2023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党委农办主

任座谈会、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现场推进会

等10多个全国性会议上，我省都作了典型发言。

就如何落细落实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本次会议提出实施“1239”行动。“1”是锚定

一大目标：建设高质高效的农业强省。“2”是围

绕两大板块：一块是以粮食安全为重心的农业

生产，另一块是以乡村发展建设治理为重点的

乡村振兴。“3”是聚焦三大任务：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农业高质量发

展；以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主线，全面

深化农村改革；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推动

实现共同富裕。“9”是实施九大工程：“千亿斤

江淮粮仓”建设工程，“菜篮子”产能提升工程，

农产品加工业提档工程，农业绿色发展工程，

“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乡村治理提效工

程，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工程，农村改革提质工程。 （彭旖旎）

助力农业强省建设

我省农业将实施“1239”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