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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扬长避短订规划

在充分调查研究粮食生产
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后，
邯郸科学制定了 3 年建成“吨粮
市”规划。

“吨粮市”的提出，要从 3年前说起。
邯郸平原辽阔，土质肥沃，小麦、玉

米两季面积达千万亩，素有“冀南粮仓”
的美称，但与毗邻的河南安阳比，仍存在
不小差距。邯郸市政府提出，作为全省乃
至全国的农业大市和产粮大市，必须在加
大科技投入、增加科技含量、提高粮食产
量上下功夫，制定有效措施，向“吨粮
市”目标迈进。

通过调研，邯郸建设“吨粮市”的有利
条件是，邯郸无霜期长，光照充足，有效灌
溉面积占 85%以上，多年的农业开发、中低
产田改造，有利于粮食作物创高产。不利
条件是，邯郸严重缺水，人均水资源量仅占
全省的 62%，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欠账较
多。此外，良种良法推广不足，也影响了粮
食增产。

邯郸市请来中国农业大学、河北省农
科院等各方面专家，组成项目论证组，就
邯郸市 3 年建成“吨粮市”进行可行性
论证。

论证后，邯郸通过了“吨粮市”建设
规划目标：从 2010 年到 2012 年，全市主
要粮食作物 （小麦、玉米） 播种面积稳定
在 1000 万亩，两熟单产达 1 吨，总产达
到 500 万吨。规划还明确了主攻方向和重
大措施。

蓝图绘就，下一步就是落实。

直包到底补短板

通过采取市、县、乡党政主
要领导包“高产示范方”的措
施，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
农技服务作为突破口，邯郸农
业基础设施有了根本改善。

“以前种田都是别人咋种俺也咋种。

现在政府部门领导在俺村里包方，手把手
教俺种田，收成越来越好。”临漳县章里
集乡黄辛庄村农民黄守富对记者说。

记者在邯郸采访，听到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包方”。3 年间，邯郸农业基础设施有
了根本改善，粮食产量大幅跃升，可以说与

“包方”不无关系。
“包方”是包“高产示范方”，各级政府

部门领导都有“方”，直包到底。市委书记
郭大建亲自挂帅，任“吨粮市”建设总指
挥。市、县、乡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
分别直包不低于 5000 亩、3000 亩和 1000
亩的高产示范方，责任到人，全程负责。各

级各部门详列时间和进度表，挂图作战，倒
逼落实，合力攻坚。

上上下下都行动起来了，工作就不
难突破。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农
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不通畅，是邯
郸粮食生产的一大短板，突破口就首选
这里。

先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市委书记郭
大建告诉记者，3年来，邯郸累计斥资 9.7亿
元，加快了大中型灌区建设，使全市旱涝保
收面积达 617万亩，节水灌溉面积达 450万
亩。农业灌溉成本由每亩次 60 元，大幅降
低至 10元。

再 解 决 农 田 基 础 设 施 薄 弱 的 问 题 。
市农业局局长暴常青介绍，全市资金集
中向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区倾斜，仅直接
服务于“吨粮市”建设的涉农资金就多
达 5 亿元。

最 后 是 打 通 农 技 服 务 的“ 最 后 一 公
里”。邯郸创建了 205 个基层农技推广区
域站和 17 个乡级农技推广综合服务站，组
建了粮食、种子、植保、土肥、农机等各类专
业服务组织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3000 多
个，在全市每个示范方建设 1 至 3 个农机服
务组织。

良种良法促高产

农业生产环境改善的同时，
邯郸市启动了“百名专家驻村，
千 名 干 部 包 方 ，培 训 百 万 示 范
户”的“百千万”行动。

“以前我们小麦种得稀，在我们这里包
方的顾洪瑞老师教我们等行距密植技术。
没想到这办法真灵，一亩小麦就增加了 3
万穗，增收 60 斤。”永年县讲武乡小北汪村
种田大户郝科向说。

郝科向提到的顾洪瑞，是市农业局土
壤肥科站站长，在小北汪村示范方包方。
小北汪村示范方一共 1.2 万亩，顾洪瑞常
年住在村里，为农民直接服务。全市像顾
洪瑞这样，自带被褥、炊具、口粮常年驻村
的 农 技 员 有 1500 余 名 。 为 创 建“ 吨 粮
市”，邯郸市启动了“百名专家驻村，千名
干部包方，培训百万示范户”的“百千万”
行动。

邯郸市农业局副局长李春波告诉记
者，全市共建设万亩高产示范方 150 个。
示范方统一品种供应，统一整地播种，统一
肥水管理，统一技术培训，统一病虫害防
治，统一机械收获。比如小麦，重点推广优
种和包衣、测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松耕等技
术。玉米则重点推广高产耐密紧凑型品
种、种肥一体化播种、合理增密、病虫草害
综合防治等技术。良种统供、种肥追肥都
有政府的补贴，3 年来累计补贴了 5 亿多
元，一系列高科技含量的关键增产技术得
以推广。

千余农技员每天工作在田间地头，坐
诊在农家小院，面对面、手把手给农民讲技
术、解难题，农民的收成越来越好了。

邯郸建成“吨粮市”
本报记者 孙世芳 黄俊毅

吸引记者来到邯郸的，是来自农业部的一条信息：邯郸成功建

成“吨粮市”，单产跃居河北首位。去年邯郸粮食总产 112.02 亿斤，

小麦、玉米两熟亩产 2002.4 斤，比 2009 年提高 212.6 斤，3 年增粮 41.7

亿斤，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标兵”。

41.7 亿斤是什么概念呢？邯郸现有人口近 1000 万，按每人每天

1 斤口粮计算，每年需消耗 36 亿斤。增粮 41.7 亿斤，意味着邯郸可

额外提供上千万人的口粮。

“多亏村里培育的 60 多名‘两栖经纪
人’牵线搭桥，为加工的鸟笼找来了市场
啊。”山东省即墨市移风店镇大欧村农民吴
相起说，他手工制作的 100个精致鸟笼子，
被天津的一位客商全部买走。

大欧村共有 460 户，其中 320 多户做
鸟笼子。该村生产的鸟笼种类很多，小鸟
笼最便宜也要百元，最贵的鸟笼报价上万
元。通过“两栖经纪人”牵线搭桥，产品不
仅畅销北京、天津、上海等 30 多个大中城
市，还远销国外，全村仅靠制作鸟笼就能
增收 1000多万元。

这是入冬以来，山东省即墨市着力培
育“两栖”经纪人搞火农村“冬季庭院经
济”的一个缩影。

入冬前夕，即墨市围绕如何促进农民
冬季增收搞了一次调研，结果发现农村涌
现出许多在庭院加工粉条、鸟笼、筛子、刻
年画、竹筐等的专业户、专业村，这些庭院
产品质量做工好，但缺少经纪人的牵线，
客户少、价格低。对此，即墨市培育一批
农忙种好田、农闲牵好线的“两栖”经纪
人，为冬季农村庭院经济牵线搭桥。

据介绍，该市工商、农业等部门联合
制定了《农村冬季“两栖”经纪人培训实施
意见和培训计划》，举办了两期农村“两
栖”经纪执业人员的岗位业务培训和职业
道德教育，提高了经纪人业务水平。该市
把从事粉条、鸟笼等庭院经济的专业镇、
专业村的分布区域和名单整理并分发给
农村“两栖”经纪人，全方位提供信息服
务，引导具备条件的农村冬季“两栖”经纪
人走现代营销的路子，积极开展网上订货
和网上销售。

目前，2000 多名“两栖”经纪人活跃在
农村市场，全市涌现出从事“冬季庭院经
济”的专业户达到 6 万多户，形成一定规模
的专业村 300多个，全市围绕“冬季庭院经
济”转移农村劳动力 18 万人。据统计，“冬
季庭院经济”为农民增收达12亿元。

“两栖”经纪人带热

冬季庭院经济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李云克

近期北京地区频发的雾霾天气，让北
京市延庆县康庄镇小丰营蔬菜基地的菜农
张利坤忙乎起来，在大棚里拔除病苗、用药
剂喷浇苗床和撒施草木灰。“市植保站与市
气候中心制作的‘蔬菜苗期病害’电视预报
提醒菜农，阴湿、寡照天气造成设施内湿度
大、地温低，要注意设施蔬菜苗床和大棚病
害。”张利坤说。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要“预防为主、综合
防治”。眼下海南、河南、四川等地植保站
分别召开植保植检总结会和重大病虫害趋
势分析会，结合气候状况，未雨绸缪，对
2013年防治病虫害工作进行部署。

农业部专家说，从农业生产过程来看，
病虫害防治是技术含量最高、用工最多、劳
动强度最大、风险控制最难的环节。因此，
能否取得丰收，与病虫害防治工作有很大

关系。专业化的防治组织是防虫害的主力
军。目前全国经工商注册、操作规范的病
虫专业化防治组织达 1.88 万个，从业人员
132 万，持证上岗 43 万人，日防控作业能
力达到 5650 万亩，为及时防控提供保障。
据统计，2012 年全国统防统治项目区累计
实现“虫口夺粮”粮食 381 亿斤，比上年增
加 123.6 亿 斤 ，占 全 国 粮 食 增 产 份 额 的
33.6%。

“应对病虫害，还需要发展专业化统防
统治。”中国农科院迁飞害虫实验室研究员
罗礼智介绍说，“许多病虫害具有跨区域迁
飞和流行的特点，还有一些爆发性和新发
生的疑难病虫害也危害较重，农民一家一
户难以应对，需要大力推进统防统治。”

与传统防治方式相比，专业化统防统
治具有技术集成度高、装备比较先进、防

控效果好、防治成本低等优势，能有效控
制病虫害爆发成灾。据河南、湖南等省统
计部门评估表明，2012 年专业化统防统
治与农民一家一户自防相比，小麦亩均增
产 120 斤，增幅为 15%左右；早稻亩均增
产 98 斤，增幅为 12%，晚稻亩均增产 101
斤，增幅为 10%；玉米亩均增产 130 斤，增
幅为 13%。

在罗礼智看来，病虫害防治的推广潜
力还很大。目前，全国主要粮食作物重大
病虫害统防统治率只有 20%左右，其他作
物专业化统防统治比例在 15%左右，全国
还有 30%到 50%的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区
域有待推广该项措施。

“我们有信心，今后 5 到 10 年统防统
治面积每年增加 1 到 2 亿亩次。”农业部种
植业司司长叶贞琴说。

未雨绸缪防虫害
本报记者 徐 胥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央财政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明确现代农业发展资金将重

点支持五类产业的关键环节。国家 863 计划现代农业

技术领域年度总结会议也在近日召开。现代农业如何

发展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传统观点认为，现代农业就是逐步用工业化手段

改造农业的过程，核心是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创新和农

业基础设施的改善。通过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单位

面积产出率，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实现农

业生产经营由经验型转向科技型。这自然有道理，但

并不全面。现代农业并非如此简单，不应只包括生产

领域，还应包括农业市场领域、农业经营主体、农业发

展理念等多个层面。

从农业市场来看，推进信息化是当务之急。农业

由传统的生产主导型向现代的流通主导型转变，农业

生产与现代流通的融合度越来越高。近年来，个别农

产品时常出现区域性“卖难”，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就

是信息化不足的表现。

从农业劳动者来讲，现代农业对应的是新型职业

农民。当前农村务农呈现兼业化趋势，培育职业化

农民成为关键。有技术、会管理、懂经营是其基本要

求。种植养殖大户也好、高校学生也罢，关键是要适

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要注重培育农村新型合作组

织，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走向联合与

合作。

从农业的发展理念看，传统农业只强调生产功能，

现代农业应该实现生产、生态、生活三大功能。我国粮

食连续 9 年增产，多项农产品稳居世界第一,农丰粮增

使得积极拓展农业的社会服务、生态涵养、休闲观光等

多种功能成为可能。当前，各种新型农业形态层出不

穷，有机农业、精准农业、都市农业等名词不断进入人

们视野。现代农业不仅重视投入产出比，还强调资源

节约和环境友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工业开始“反哺”农

业，以高新技术武装农业，以

工业化管理农业，我国农业逐

步 从 传 统 农 业 走 向 现 代 农

业。这不仅需要农业领域的

大量投入，更呼唤现代农业理

念走进每个农业工作者心中。

多层面发力现代农业
乔金亮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为确保热作病虫害监测
与防治工作顺利开展,农业部办公厅日前印发《2013 年
热带作物病虫害疫情监测与防控工作方案》，明确按照

“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监测、分级负责”的
原则，建成覆盖面广、信息畅通、反应快捷的热作病虫害
监测网络，有效开展热作病虫害监测预报。

《方案》要求各热作区依托热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
示范应用绿色防控技术，提升防控能力，巩固现有 112 个
监测站、308 个固定观察点，新建 7 个监测站、10 个固定
观察点，重点对橡胶树白粉病和香蕉枯萎病、芒果细菌性
黑斑病和槟榔黄化病等病虫害实施监测；依托热作标准
化生产示范园，推广应用环境友好、高效安全的物理、化
学、生物、农业等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农业部建热作病虫害监测网络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报道：日前，河北省组成 5 个联
合督导组，分赴全省 11 个设区市、部分重点县(市、区)进
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共为 2.39 万农
民工追讨工资 1.27亿元。

河北省为推进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规范运行，制定
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地区劳动用工监督管理工作的意
见》等政策性文件，明确各级政府和用人单位的责任，从
制度层面规定禁止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该省还专门
建立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制度，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建
立农民工工资支付应急周转金制度，设立财政专户，设区
市不低于 2000 万元，县(市、区)不低于 500 万元，用于先
行垫付部分农民工工资，或给予被欠薪农民工必要的生
活救助。

河北追讨农民工工资1.27亿元

本版编辑 刘 佳本版编辑 刘 佳

本报讯 记者杜芳报道：湖北省洪湖市今年按照“区
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发展、品牌化建设”的总体
思路，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水产计划放养面积 88 万亩，
水产品总量 43万吨，渔业总产值 50亿元。

洪湖市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着力优化养殖品种
结构，加大名特品种放养比例，重点推广河蟹、小龙虾、鳜
鱼等名优养殖品种，并大力推广虾蟹套养、鱼鳖混养、网
箱养鳝、“四大家鱼”轮捕轮放等优化模式，使高产高效优
化模式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湖北洪湖水产今年放养88万亩湖北洪湖水产今年放养88万亩

连 日 来 ，广

西大部地区气温

开始回升。地处

桂北融安县当地

各族群众抢抓农

时，犁田耙地、追

肥盖膜，及时做

好春耕备耕，力

争打好春耕生产

第一仗。图为融

安县浮石镇兰洞

屯农民为宿根甘

蔗盖地膜。

谭凯兴摄
（新华社发）

河北邯郸市小麦机械化统防统治。 曹利光摄河北邯郸市小麦机械化统防统治。 曹利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