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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全国玉米水稻生产工
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1 日
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
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
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抓
好玉米水稻生产，确保完
成 稳 产 保 供 各 项 目 标
任务。
　　胡春华指出，玉米不
仅是重要口粮还是饲料的
重要来源和许多工业品的
原料，目前存在一定的产
需缺口。全国各地都要下
大力气抓好玉米生产，近
几年玉米面积下降较多的
地方要加快恢复，西南、西
北地区要多途径扩大生
产，东北、黄淮海地区要努
力保持生产基本稳定，共
同努力力争把玉米面积和
产量稳定在去年水平上。
要加强玉米深加工需求调
控，明确供给优先序，严格
控制玉米使用燃料化。
　　胡春华强调，水稻是
我国最大的口粮作物，要
始终绷紧抓好生产这根
弦，巩固发展稻谷产量稳
中有增的好势头，确保市
场供应稳定，不出现任何
闪失。
　　胡春华指出，要统筹
好农村疫情防控和农业生
产，扎实推动各项防控措
施在农村落细落实，确保
不误农时把作物种下去、
把春播任务完成好。
　　胡春华强调，要坚持
抗灾夺丰收，切实加强气
象保障服务，扎实抓好防
汛抗旱和农业防灾救灾，
最大限度减轻水旱灾害损
失。要抓好化肥农药等农

资保供稳价工作，确保农业生产需要。
　　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部分省政府负责同志和各省（区、市）相关单位负责
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新华社拉萨 4 月 1 日电（记者张京品、
格桑朗杰、王泽昊）峡谷长，青柏翠。一丛丛桃
红，一块块方田。有“藏北秘境”美誉的西藏那
曲市嘉黎县尼屋乡，在芳草鲜美的画景中，迎
来春耕。
　　扎西岗村村民白玛才旺，今年 31 岁。他
熟练地驾驶着拖拉机，在阵阵轰隆声中翻耕
田地。须臾间，自家的田地翻耕完毕。白玛才
旺停下拖拉机，准备参加村里隆重的春耕
仪式。
　　“我家里 20 亩地，一半种冬小麦，一半
种青稞。现在种地很方便，拖拉机突突一响，
一天就把地里的活儿干完了，不像过去得几
天都在地里忙活。”小时候和家人在田里劳作
的艰辛，白玛才旺记忆犹新。
　　“要说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每年采挖
虫草、松茸有八九万元收入，我买了大货车给
建筑工地拉货，去年收入 5 万多元。种地有

补贴，草场有补贴，孩子们上学免费，过日子
没什么发愁的。这得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白玛才旺笑得合不拢嘴。
　　扎西岗村海拔 3100 多米，全村 44 户
214 人，祈求粮食丰收的春耕仪式，是当地重
要的民俗活动。只见一台台挂着五星红旗和
洁白哈达的拖拉机，缓缓驶入田间。白玛才旺
换上节日的盛装，发动拖拉机加入春耕仪式
的队伍。
　　一片片沃野掩在桃红柳绿的峡谷中，映
着远处的雪山，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富春
山居图”。
　　村民仁增旺姆是当天春耕活动的主角，
负责引领春耕队伍前行。尽管田间泥泞，但她
着装华丽。
　　只见仁增旺姆手里端着装满青稞的竹
筐，向田间撒下希望的种子。春耕队伍跟随
在她的身后，肥沃的土地被犁出一道道深

深的垄沟。
　　“经过脱贫攻坚，现在实施乡村振兴，
村里这几年变化很大。”站在田埂上，扎西
岗村村委会主任索朗珠杰告诉记者，“村里
的道路硬化了，买车的村民多了，还新建了
文化活动室。闲暇时候，村民到活动室唱歌
跳舞。这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那曲市农业农村局草原站驻扎西岗村
第一书记谢文栋，驻村近一年时间。去年，
他结合工作实际，协调牧草种子和肥料，在
村里实施人工种草项目，带动全村增收
1.8 万元。“乡村振兴是个大课题，我在这
里就得多动脑子，真正让农村富起来、美起
来。”
　　说话间，峡谷低云压境，雨点淅淅沥沥
地落入田地间，滴入桃林里。仁增旺姆加快
步伐，将最后一把种子撒落在田野里，春耕
仪式在绵绵细雨中落下帷幕。

　　眼下，正是乌蒙山区马铃薯播种的时节。春风
里，红土地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平整土地、播种、施肥……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
县水磨镇，不少村民在连片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忙碌
着。27 岁的拖麻村村民杨富兴弯着腰，顺着笔直的
沟垄播种。他说：“我们要干到下午 6 点，大家都希
望多种点。”
　　作为当地马铃薯主产区之一，近年来，鲁甸县成
立新兴马铃薯专业合作社，从省内外科研院所引进
马铃薯新品种及杂交品系进行试验示范，筛选出适
应本地推广的马铃薯新品种，并通过流转土地，集中
发展马铃薯种植产业。
　　 50 岁的刘飞戴着白色鸭舌帽和眼镜，不拿锄
头也不搬运肥料，在忙碌的村民们中间，显得“与众
不同”。他穿梭于田埂之间，面带微笑地与村民交流，
还不时蹲下身子仔细观察播种细节。
　　经过一番观察，刘飞把在附近劳作的 10 多个村
民召集到一起，他耐心地说：“请大家注意种薯种密点，
播种密度加大，这样可以控制薯块的大小。同时还要
把垄起高点，把沟挖深点，这样才有利于种薯出苗。”
　　原来，刘飞是水磨镇农业农村和集体经济发展
中心农业推广研究员，也是新兴马铃薯专业合作社
的技术顾问。今年以来，水磨镇已派出 10 多名农业
技术指导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春耕备耕，刘飞是他
们的带头人。
　　作为研究员，刘飞与马铃薯打交道已有 20 多年。
他指着眼前的土地说，这片地往年种的品种是“云薯
505”，今年种“云薯 108”。这是新品种，有 3 个显著优
点，抗病性好，亩产量高，品质较好，所以市场好。
　　 30 岁的水磨镇滴水村村民张兴彩正忙着施肥，
她头戴白色绣花帽子，身着红褐色围裙，卷起袖子，左
手抱住簸箕，右手抓起一把肥料，轻轻放进沟垄里。
　　“农业技术指导人员教得很仔细，怎么放种、施
肥、挖沟这些，我们都听得懂，遇到不会的随时可以
问。”张兴彩说，这些天，她和 60 岁的村民张碧翠一
组，两人合作每天可以播种 1 亩多马铃薯。
　　“他们都叫我‘科学家’，遇到难题都会来找我。”
刘飞说，这是群众对他工作的一种认可。
　　“马铃薯种植的技术指导贯穿春耕全过程。”水
磨镇农业农村和集体经济发展中心主任陈兴龙说，
播种前要指导群众平整土地，播种时涉及种薯栽培
技术指导、种植行距、颗距、农家肥和复合肥使用比
例，后期还要宣传病虫害防治知识。
　　刘飞说：“我们监测发现，如今水磨镇马铃薯的
亩产量显著提升，达 2.3 吨左右。”
　　往年这个时节，杨富兴已外出务工，今年他刚种
完家里的 3 亩地，就和母亲一起到马铃薯基地干
活。他说：“相比以往，如今有了农业技术指导，种薯
和化肥都是汽车运到田地里，播种效率更高，我们每
天还有百来元收入。”
　　春光正好，乌蒙大地孕育着希望的种子。
 （记者林碧锋、陈冬书）新华社昆明 3 月 3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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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位“科学家”

  当前，春耕生产正由南向
北全面展开。作为拥有 14 亿
多人口的大国，面对当前复杂
严峻的国际形势、农产品市场
波动加剧以及国内疫情形势带
来的新挑战，必须始终绷紧立
足自身保障粮食安全这根弦，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
对各种不确定性，为稳定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
责任制考核，主产区、主销区、
产销平衡区要饭碗一起端、责
任一起扛。
　　去年是我国实行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的第一年，各地高度
重视，层层压实地方党委政府
的责任和义务，确保粮食播种
面积落地，粮食产量又一次稳
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落实粮食安全责任的首要
任务是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明确目标，
释放鲜明信号——— 不断提高主
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切实稳
定和提高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确
保产销平衡区粮食基本自给。
一句话，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
积、保产量。近年来，有的地方良田不种粮，在
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种植林果、苗木、
草皮和挖塘养鱼，眼睛盯着经济效益，而把菜
篮子、米袋子责任完全推到市场上。这是粮食
安全的隐患，必须坚决遏制和妥善解决，把耕
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作为
刚性指标实行严格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
确保粮食生产的根基。
　　其次，要把工作落实落细。当前，春播前
要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市到县，引导农民合理
安排种植结构，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
料。双季稻产区要千方百计稳住早稻面积，
力争有所增加；东北地区要全力扩大豆、稳玉
米；西南地区要挖掘潜力扩大玉米种植；西北
地区要因地制宜扩大春小麦面积。
　　此外，要健全完善粮食安全责任制。今
年是实施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的第一年，
必须科学制定完善考核制度，对考核成效显
著的地方给予适当激励，对落实不力的要根
据相关规定进行约谈和问责，切实压实地方
党委政府的责任，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记者于文静、杨静）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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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桃花谷，细雨迎春耕

清明将至农事忙
  ▲ 4 月 1 日，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宿鸭湖街道五里岗村，当地果农为梨树人工授粉。
清明将至，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在田间地头忙碌，为丰产丰收打基础。   新华社发（孙凯摄）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姜刚、水金辰）当前，
正值春管春耕时节，记者在产粮大省安徽多
地采访发现，各地狠抓“技”“机”不放松，科学
开展农技指导，强化农业机械保障服务，千方
百计稳定粮食生产，坚决打好事关端牢饭碗
的夏粮丰收仗。
　 3 月 29 日下午，淮南市凤台县大兴镇农
技推广中心主任、县级科技特派员李刚来到
田间地头，查看小麦苗情。“这段时间，我一直
关注病虫害问题。比如，看到麦苗发黄、叶面
上附着针眼大小的红色小虫时，我会告诉农
户要喷洒农药，防止红蜘蛛病虫害蔓延。”李
刚说，“作为科技特派员，我要多开展农技服

务，做好夏粮丰收的‘把关人’。”
　　在科学开展农技指导方面，安徽各地一
直在积极行动。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
管理局局长张韪介绍，针对今年“倒春寒”发
生可能性较大，该厅早研判、早谋划，做好防
灾减灾工作，千方百计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2 月底，安徽省制定印发小麦、油菜春
季田管技术指导意见。3 月初，举办小麦、油
菜春季田管技术网络培训班。3 月上旬，印
发《安徽省科学抗灾田管夺取夏粮丰收预
案》，对春季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做出总体指导
和具体安排。今年以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科技特派员+”行动，组织 1.3 万余名基层农
技人员开展包村联户。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信息显示，截至 3
月 23 日，安徽省组织开展农田清沟沥水
3120 万亩次；追施小麦返青肥 2232 万亩、

拔节肥 1867.4 万亩。
　　“由于前期田间管理到位，目前小麦长
势很好，预计又是个丰收年。”在绿油油的麦
地边，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种粮大户徐淙祥
说，稳定粮食生产，得益于全程机械化。“你
看，前面这个是自走式喷灌机，它可以根据
降雨量控制灌溉水量大小，既精准灌溉，又
高质高效。”
　　不仅阜阳市，安徽省多个粮食主产区
也在探索提升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水平，培育壮大农机服务主体，促进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记者走访发现，强化农业机
械保障服务，是今年安徽春管春耕的另一
特点。
　　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
全力抓好春管春耕工作，安徽省计划投入
各类大型高性能农业机械 50 万台，其中

大中型拖拉机 20 万台，高效能植保机械 18
万台（植保无人机 3 万台），耕整地、施肥机
械 10 万台，水稻插秧机 2 万台。计划培训
各类农机操作人员 5 万人次，检修各类农机
具约 50 万台套。
　　确保农资市场供应充足，为夺取夏粮丰
收打下基础。张韪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安徽省仅供销系统已调购肥料 332.41 万吨、
农药 0.45 万吨，加上库存肥料和农药，占全
省春季农资市场货源总量近 80%。肥料、农
药等能够满足春耕生产需求。
　　据张韪介绍，从当前苗情来看，全省小麦
一二类苗占比达 88.2% ，面上苗情长势总体
好于常年。全省油菜苗情好于常年同期。“目
前，全省夏季粮油生产形势整体较好，只要不
发生区域性的自然灾害，做好小麦赤霉病防
控工作，夏季粮油有望再获丰收。”

安徽：狠抓“技”“机”不放松，端牢饭碗有底气

　　布福娜是谁？“她”是外国人吗？是女孩
子吗？
　　汽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爬行，850
米、1000 米、1100 米……海拔测量仪上的
数字不断爬升。终于，车子停在一处海拔
1200 米的山间平地，身边云雾缭绕，背后是
陡峭的摩围山。
　　眼前的山坡地上竖着整齐的棚架，其上
爬满交错缠绕的藤叶。冯洪安指着这些藤叶
说：“这就是布福娜。”
　　原来，布福娜是一种藤本植物。在位于润
溪乡莲花寺村的布福娜中药材产业基地，
1000 余亩布福娜正茁壮生长。
　　布福娜学名黑老虎，在苗语中意为“美容
长寿之果”，是传统苗药材。“她”的全身都是
宝，根藤可药用。每年采摘季，外形似菠萝又
似葡萄的紫红色大果挂满深山，美丽异常。
　　然而，这么好的宝贝却多少年来“养在深闺
人未识”，隐匿于我国南方地区的莽莽群山中。

　　“舒筋健腰丸、百花活血跌打膏……这些
耳熟能详的中成药配方中，布福娜是不可或
缺的一味。”润溪乡布福娜中药材产业基地负
责人熊刚说，“但以前我国基本没有人工种植
的布福娜，药用原材料依靠进口。”
　　 2009 年，熊刚供职的广东欣茂药业投
资有限公司组织科研团队，在重庆武陵山区
大山深处找到了野生布福娜。“野生布福娜的
果实仅松果般大小，甜度很低，籽多肉少，虽
有药用价值，但食用价值不高，不适宜规模种
植。”欣茂药业外聘专家、时任广东省中医药
工程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孙冬梅说。
　　怎样让野生布福娜变成能够大规模种植
的食药两用作物？以孙冬梅为首的科研团队
开始了布福娜原始种苗的“驯化”之旅。
　　孙冬梅说，一株株寻找，再一个个挑选，
只为选出果实最饱满的野生布福娜；再将果
实中的种子选育出来移栽培养，施以壮果增
甜的肥料，不断优化品种。历时 3 年，团队终

于成功研发出布福娜新一代种苗。
　　海拔高、湿度大、日照少，适宜的气候
条件与地理位置让润溪乡成为布福娜新一
代种苗扎根的沃土。2016 年，经彭水县大
力招商，熊刚被公司派到这里建起布福娜
中药材产业基地，2019 年布福娜开始挂
果，目前已进入盛产期。新一代布福娜果
大、味美、叶厚，不仅可做水果与药材，还可
进行多种形式的精深加工。
　　就这样，布福娜在深山扎下了根。冯洪
安介绍，由于前期投入大，目前润溪乡采取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布福
娜产业，以欣茂药业为投资主体，流转撂荒
的山地 1000 余亩，并让当地农民参与布
福娜的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基地合作
社每年用工超 2000 人次、支付劳务工资
18 万元左右，带动 20 户脱贫户就近务工，
平均每户每年增收 5000 余元。
　　“最近正值种植期，我几乎天天都来，按

照一天 110 元的劳务费用，一个月有 2000 多
元收入，农户每年还可获得每亩 300 元的土地
流转费。”在布福娜中药材产业基地务工的莲
花寺村脱贫户晏石平说，“以前这些山坡地，如
今成了农民增收的‘金疙瘩’。”
　　熊刚告诉记者，布福娜是食药同源的特
色稀缺产品，从种植面积看，市场需求量为
80 万亩左右，目前我国人工种植面积仅 1.2
万亩。现在公司已研发出面膜、果酒、果脯等
深加工产品，销路不错，有的还出口海外，发
展前景可观。
　　冯洪安说，目前不少地方都把中药材作
为特色产业发展，但怎样让它真正“特”起来
却很伤“脑筋”。令人欣慰的是，润溪乡找到了
布福娜这样的特色产业，今后还将继续发展
布福娜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
值，走药旅融合之路。
     （记者王金涛、李晓婷、伍鲲鹏）
       新华社重庆 3 月 31 日电

布福娜是谁？山里人为啥喜欢“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