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村稳则社会稳。近年

来，霍邱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在县农业农村局的

正确领导下，以粮食生产为主线，以提升农产

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为主攻方向，稳定面积，

优化结构，主攻单产，增加效益，狠抓关键技术

推广，为确保全县粮油生产安全，农民持续增

收，稳定全县经济社会大局提供了坚强支撑。

提质量 增效益 强基础

该中心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效益优

先，强化措施落实，种植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

著。2023年夏粮（小麦）生产面积较上一年增

加0.02%，总产较上一年增加2.3%；秋粮水稻

生产面积270.32万亩；玉米、大豆、薯类等生产

面积15万亩；水稻总产较2022年增加4.74%，

再生稻总产增加106.3%。

该中心立足地方实际，下好“先手棋”，打好

“主动仗”，稳定了小麦、水稻等粮食种植面积，巩

固提升了粮食产能，扩大了优质品种生产面积，提

高了粮食品质，推广了新品种及新技术，单产及总

产创历史新高，为乡村振兴奠定了扎实基础。

抓项目 建基地 稳粮仓

2023年，霍邱县种植业发展中心深入基层

调研论证，积极争取农业重大科技项目，承担

实施了粮食发展专项（稻—再生稻）指挥田建

设、水稻高产高效行动等项目。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安排，霍邱县承担了全

省26个省市县三级指挥田建设项目之一。该

项目建立了指挥田5050亩和精耕细作点510

亩，辐射带动全县66万亩再生稻优质专用粮食

发展。其中指挥田较全县平均全季单产高出

115.8公斤，增加经济效益175.4万元；精耕细

作示范点较全县平均全季单产高出183.3公

斤，增加经济效益28万元。

作为绿色高产高效行动水稻重点项目县，

霍邱县结合省市县三级共建指挥田和精耕细

作示范点建设任务,2023年建设2个稻-再生

稻集中连片万亩示范片和10个千亩田，辐射带

动50万亩再生稻生产。

强科技 推良种 促增产

该中心强化科技投入和推广，稳步推进实

施了一系列稳粮增粮措施，有效提升全县粮食

生产的产量和质量。

在全县重点推广“稻经轮作模式”“稻－再

生稻协同模式”“稻虾共生模式”。“稻虾共生模

式”发展势头强劲，在全县建立“虾—稻—虾”连

作种养模式基地83万亩，亩均效益2200元以

上。在全县20个乡镇建立66万亩“稻－再生稻

协同模式”。承担60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任务，大豆和玉米产量均达到目标产量。

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助推农业发

展。开展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培训20场次，

培训人数1500多人，机插秧面积89.15万亩。

建成水稻制种基地3个，小麦良种繁育基地个1

个，全县良种覆盖率达96%以上。

搞好苗情、病虫情、墒情、耕地质量、农情田间

定点监测，提供技术服务。全县建立小麦苗情监

测点6处；水稻苗情监测点6处；农情监测点3个；

病虫监测点8个；墒情监测点设4个；耕地质量监

测点34个。各监测点均按时开展监测工作，准确

及时发布监测情报，同时及时上报监测数据。

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向纵深发展，主要农作

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保持在93.0%以

上、化肥利用率达到42.0%以上，“三新”技术推

广面积22.60万亩，推广商品有机肥3.6万吨。

开展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工作，全年“三

大主粮“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56.26%，统防统治在全县覆盖率达到 58.84%。

田畴沃野展新姿，乡村振兴再出发。霍邱

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将继续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的战略，以砥砺奋进之势，奋笔描绘新

时代乡村振兴的壮阔新画卷。 （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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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资打假下乡进村现场宣传活动举行
近日，2024年全国农资打假下乡进村现

场宣传活动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华镇

三铺村举办。此次活动以“农资打假护民

生 稳粮保供促增收”为主题，动员各地毫不

放松抓紧抓实农资打假工作，进一步严打违

法违规行为，畅通优质农资供应渠道，壮大农

资打假宣传声势，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

当地种养农户、农资生产经营主体代表、

农业技术推广和农资监管执法人员共200余

人到场参加，活动现场设置了农资法律法规

科普、投诉举报处理等展区，农民群众积极参

与，现场气氛热烈。贵州省级法院、检察院、

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管5部门发布了农资

打假专项举措和典型案例，农业执法人员现

场讲解了农资识假辨假知识，农资经营企业

代表向种植养殖户代表赠送了种子、肥料等

优质农资。

今年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按照春

耕备耕农资打假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农资

质量排查和执法打假，针对“忽悠团”进村

兜售化肥、网络违规售种两个问题开展专

项整治，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54.3 万人

次，排查农资生产经营主体 31.6 万家，共受

理投诉举报案件 3202 件，立案 2421 件，移

送公安机关 47 件。农资打假工作成效明

显，农资质量有保障，为春耕生产有序开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司主办，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贵阳市人民

政府协办。

（丁乐坤）

厚植三农情怀 绘就振兴画卷
——霍邱县种植业发展中心服务全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纪实

美丽乡村生态美

5 月 25 日，俯瞰

芜湖市南陵县家发镇

联三村，村舍、道路与

青山绿水构成了一幅

山水交融的生态画

卷。近年来，芜湖市

南陵县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持续开展

国土绿化行动，加强

美丽乡村、水系治理

与水利建设，推动生

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和系统修复，以高品

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

量发展，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

李祥瑞 摄

霍邱县扈胡镇——

开展中国信保教育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充分发挥教育帮扶在

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六安市霍邱县扈

胡镇积极开展中信保助学金教育帮扶的

申报落实工作，以帮助具有霍邱县户籍，

并在县外就读义务教育阶段（6岁-15岁）

学校的原建档立卡户和监测户学生(已享

受中信保重残助学金和中信保孤儿助学

金的除外)接受更好的教育，减轻经济压

力，降低因学返贫致贫的风险。

抓好“宣传关”做到广覆盖。扈胡镇

积极组织各村振兴专干、驻村工作队、帮

扶责任人前往脱贫户、监测户家中逐户开

展摸排工作，精准掌握学生受教育情况，

广泛宣传中信保教育帮扶补助范围、标

准、实施时间、申报方式及认定程序，同时

充分利用宣传栏、广播、QQ、微信群、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等渠道扩大宣传范围，提

升政策知晓度，全面覆盖受资助群体。

抓好“摸排关”做到底数清。以全国

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标注的脱贫户、监

测户名单以及2023中信保助学金补助花

名册为参照，对拟补助人员严格审查，掌

握其在籍在校情况，对符合中信保助学金

补助条件的学生做好详细记录，建立摸底

台账，精准确定补助对象，做到“不留一

户，不漏一人”。

抓好“审核关”做到程序合规。对摸

排出来的资助对象，严格按照“学生申请、

村级资格初审、乡镇审核上报、县级审批，

网站公示”的程序，严把审核关，确保每一

位申报对象资料齐全、程序合法，切实做

到公开、公平、公正，确保将中信保助学金

补助政策落实到位，保障高质量完成摸底

登记工作。

截至目前，扈胡镇共申报享受2024

年中国信保助学金学生222名，补助资金

88800元。

（李方芳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霍邱县潘集镇——

打响夏粮“保卫战”
筑牢乡村振兴“耕”基

本报讯 连日来，六安市霍邱县潘集镇汪冲村充分

分析当前形势，按照往年农业生产生活情况，坚持节水

优先、统筹兼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为区域内夏耕

工作做足准备，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清淤疏渠保畅通，维修养护惠民生。每年耕种生

产的关键时节，也是水利基础设施维护的黄金期，汪冲

村及时清理各进水闸、节制闸等淤积杂物，确保渠道输

水畅通，做好灌溉服务保障，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清

理，努力实现“渠畅、岸绿、景美”的水域环境，同时也为

全村农业丰收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广宣传抓关键，节约生命之源。为确保灌溉期间错

峰使用水资源，汪冲村采取错峰供水，合理调配用水使

用情况，提出早报名早使用、排队用水等方式，避免因用

水问题引发矛盾纠纷。同时，汪冲村使用水、计量、收费

工作透明化，并引导群众采用节水技术和措施，切实增

强灌区群众节水惜水意识，做到节约用水、合理灌溉。

维修机耕路，铺就幸福路。因汪冲村东临淠河，西

临城东湖，雨季到来，会导致洪水增长，内湖万亩农田

会被洪水淹没，这是汪冲村一个隐患问题，为避免这一

现象的发生，汪冲村每年都会在梅雨季节来临前加强

架坝渠暗涵段漏水塌陷维修加固以及机耕路维修工

程，合理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为安全生产生活奠定了

基础，极大改善了村民生产生活和劳动耕种条件，筑牢

了乡村振兴“耕”基。 （马浩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笔者日前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来自

黄山岸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24名学员获批颁发安徽

省第一批民宿管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近年来，黄山市民宿产业发展迅速，当地在民宿技

能人才培养方面积极创新，由黄山岸香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承办“民宿管家”体悟实训班，并向24名认定合格的学

员发放全省首批民宿管家职业等级证书。这标志着民

宿管家这一新职业认证体系在当地初步形成，将有力推

动民宿产业人才培养专业化、规范化，为建设大黄山世

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班慧）

首批民宿管家技能证书颁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