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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小小农技抗大旱

“尽管旱情严重，农业技术还是有一些办
法。”4月20日，刚从旱区回到北京的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赵广才研究员对记者说。

是什么办法呢？一、选用抗旱品种；二、设
法播下去；三、设法保苗。赵广才研究员说，国
家审定种子里面，抗旱品种较多，可因地制宜
选用。玉米种子可用“保水剂”包衣。“保水剂”

每亩成本约 10 元，可吸聚周边土壤中水分。
如果是水稻，可采取旱育秧技术，集中育苗，能
显著节省用水。如果是纯旱地，要镇压保墒，
可坐水种，地膜覆盖。作物生长期间，可喷黄
腐酸制剂，抑制叶面蒸发。另外，施用磷酸二
氢钾，可防干热风。旱地无论是否有杂草，都
要中耕，及时切断土壤毛细管，避免土壤水分
过度蒸发。

今春遭旱省份里，四川属重灾区。全省
116 个县遭灾，作物受旱 284 万亩。不过，四川
省农业厅副厅长牟锦毅告诉记者，截至 4 月 17

日，已栽水稻 410.7 万亩、玉米 1310 万亩，进度
快于去年同期。

“我们引导农民在播玉米时，采取覆膜技
术，防止水分蒸发。”攀枝花市经济作物技术推
广站农艺师王建芳说。在四川春旱灾区中，攀
枝花市旱情最重，连续 170多天无有效降雨。

大旱之年，四川春播成功进入扫尾阶段，
农业技术功不可没。

调整结构战天灾

适时调整种植结构，是应对春旱的理想
选择。

前些天，四川宜宾市翠屏区洋坪村的邓永
华，在自家水稻田里种上了玉米。牟锦毅告诉
记者，四川今年地膜玉米面积可达 1400 万亩，
比去年增加 200 万亩。据记者了解，水田改旱
地，是南方旱区普遍采取的种植结构调整模
式。今春旱情严重的湖北荆门掇刀区，也将
5400亩水田种上了玉米。

种不了粮，改种果树也不错。“现在，我家
60%的芒果树进入盛产期，每年每亩纯收入
七八千元，是种粮效益的三四倍。政府提供
先进技术、优质品种，帮建基础设施，真是太
好了！”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农民
杨学斌说。由于当地连续多年大旱，水稻种
不了，37 岁的杨学斌 6 年前响应政府号召，将
自家 40 亩坡地，全部种了芒果。政府补贴
60%，帮 杨 学 斌 建 了 3 座 蓄 水 池 ，每 座 容 积
200 立方米。令他高兴的是，最近政府又启动
了滴灌工程，正在坡上铺管道。“现在浇一亩
芒果树，要 400 立方米水。听说用上滴灌后，
只要 80 立方米水。以后就不怕干旱了！”杨
学斌说。

“只要播下了种子，就播下了希望。”赵广
才研究员说。

退耕还林效益好

西北、西南有些受旱农田，自然条件恶劣，

原本不宜耕种。据记者从国家林业局了解，经
过 14 年的努力，目前，我国陡坡耕地和严重沙
化地已退耕 1.39 亿亩，但尚有 8000 万亩仍在
耕作。

为何 8000 万亩陡坡地和严重沙化地仍在
耕作？是退耕会影响粮食生产吗？不是。退
耕还林后，由于涵养水土、风沙减弱、农田改
造，粮食单产显著提升。国家林业重点工程社
会经济效益监测结果显示，在参与调查的 100
个样本县中，粮食产量和播种面积双增长，均
超过退耕之前。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之所以尚有不少
陡坡耕地和严重沙化地未退耕，归根结底，还
是一个财力问题。按退耕还林政策，国家在一
定期限内，向退耕还林者补贴适当的粮食、种
苗 造 林 费 和 生 活 费 。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11年底，中央已累计投入 1961亿元，后续还
将投入 2404 亿元。加上地方配套资金，工程
投资总额将达 5119 亿元。全国退耕农户户均
累计已拿到补助 7000多元。

14 年前，每斤玉米只卖一两角钱，如今国
家保护价超过 1 元。由于粮食价格高位平稳，
少数退耕农民总收益不及种粮农民，一些已退
耕的林地存在复耕压力。

不过，也有农民表示，还是退耕划算。“退
耕还林好。陡坡地天晴就旱，下雨就淌泥，种
得辛苦，收的很少。”志丹县张渠乡农民张大伟
说。志丹县地处陕北沟壑区，除降水偏少外，
其余气候条件均达到苹果优生区指标。前些
年实行退耕还林，降雨量明显增加。目前，山
地苹果面积达 16.52 万亩，年产值达 3000 万
元。苹果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张大
伟在坡地上种了 14 亩苹果树，年收入 10 余万
元。这说明，只要经营得法，种树会比种粮更
合适。

对那些自然条件欠佳、频频遭遇旱灾、耕
种困难的农田，不妨安排退耕还林。记者获
悉，就在西北抗旱保苗之际，新一轮退耕还林
正在大西北的陕西延安全面铺开——延安市
政府日前宣布，4年内，将完成剩余 224万亩 25
度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封山禁牧。这是一个
好消息。

西北、西南等地今春旱情严重。据国家防总统计，全国年均 2.3亿亩

耕地遭受春旱——

春 旱 之 下 地 咋 种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加快科技金融
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实现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农业银行战略转型。截至去年
末，该行支持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
业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112 亿元、150 亿元、
1750 亿元，充分发挥了金融对产业升级的推
动作用。

江苏农行在新能源领域重点支持风电、
核电、新能源汽车、生物质能等行业的重点客
户和项目，在新材料领域重点支持江苏传统
产业升级中的重点客户与重点项目，尤其是
重大装备制造业的产业产品由中低端到中高
端跃迁的项目。常发集团是常州市大型集团
企业，该行为常发集团授信 50 亿元，支持了
其年产 8 万台直联轮式拖拉机项目，项目的
实施填补了国内高可靠节能环保小型单缸直
联拖拉机空白。 （罗 进 陈 勇）

江苏农行积极支持

企业转型升级

江苏农行积极支持

企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 记者杜芳报道：山东省邮政公
司与山东金正大公司近日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通过各自的资源和渠道优势，在农
资分销派送、渠道建设、农技服务、专业合作
社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入合作，加快农业产
业化进程，进一步服务“三农”。

山东邮政在服务“三农”方面具有邮政
网络健全、信誉良好和品牌有保障等天然
优势。山东邮政建有 2800 多个邮政网点、
2.4 万个“三农”服务站、3.5 万个便民服务
站，并管理着遍布 160 万亩的示范田、鸿雁
农 业 合 作 社 。 而 金 正 大 公 司 是 从 事 复 合
肥、缓控释肥、磷化工产品及其他新型肥料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创新型企业和全国最大的缓控释
肥生产基地的企业，具有农资生产、技术、
服务及品牌等优势。2012 年，金正大通过
邮政派送肥料 50 万吨，已成为中国邮政最
大的肥料合作企业。这次二者正式签约强
强联合，成为山东邮企合作、服务“三农”的
典范。

山东邮政力推

邮企合作服务“三农”

5 月 4 日，江苏省赣榆县墩尚镇岭灶村留守儿童徐

明军和弟弟通过网络与在外打工的母亲聊天。

近日，江苏省赣榆县墩尚镇岭灶村 300 余名留守

儿童收到了一份礼物——亲情聊天室。留守儿童可轮

流与在外打工的父母进行网络视频对话，让在外务工

的父母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加强与父母的感情

沟通。

司 伟摄（新华社发）

小村里的亲情聊天室

每年5月初，河南驻马店汝南县的农机
手们驾驶着 4000多台大型农机，参加机收
会战。他们先奔赴四川、海南等地收割小
麦水稻，然后辗转到湖南、湖北等地，最北
能达黑龙江。历时7个月，行程万里。

汝南县农机局局长孔雪芹介绍，汝南
县于 1995 年开始农机跨区作业，在近 20
年的发展中，从散到聚、由小到大、从省内
向省外不断蓬勃发展。2012 年，全县农机
服务跨区作业面积近 1000 多万亩，总收
入已达 10亿元。

近年来汝南县全面落实国家农机具补
贴等各项惠农政策，大幅调动了农民购买
农机的积极性。2012 年，全县共争取农机
补贴资金 2000 多万元，补贴各种农机具
3029台（套），受益农户2417户。为解决村
民贷款难的问题，宋庄、孙屯等村还成立了
农民贷款担保协会，目前已有会员 1000多
户，有效解决了群众购机资金难筹等问题。

为规范农机有序流动，汝南县因势利
导，帮助引导农机相对集中的村成立农机
专业合作社，使农机资源得到优化整合，更
好地发挥了农机的综合效能。孙屯村农机
合作社社员付胜利说：“我们村农机发展这
么快，多亏了村里合作社的帮助，外出作业
都是合作社提前联系好，在外面遇着啥事，
随时跟合作社联系，帮助解决。”目前，该县
已注册了红星、沃原、鸿兴等农机专业合作
社 110个，入社社员近 2000户。

为让农机手外出作业时确保各类农机
运转良好，汝南县农机局还在技术服务方
面狠下功夫，每年都会举办多期各类农机
技术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农机专业人才。

河南汝南县：

万名麦客再出发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李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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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根据广东
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农机专业合作
社的意见》，从 2013 年起，广东各级农业部
门将加快落实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相关
扶持措施，特别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力争
至 2015 年，全省每个农村乡镇至少有一个
农机专业合作社，粮食主产区每个乡镇有
2至 3个农机专业合作社，全省农机专业合
作社总数达到 1500个以上。

据《意见》，今年起广东省级农业部门
每年将在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项中确
定一定比例农机专业合作社经费给予重
点支持，同时对农机合作社机库房、维修
车间建设和教育培训按照以奖代补方式
予以补助。

广东扶持农机专业合作社

本报讯 记者张雪报道：近日，陕西省
下发《关于下达 2013 年陕西省冬小麦“一
喷三防”技术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全面落实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政策。截至
目前，省管县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位，全省已
实施“一喷三防”作业 316 万亩，完成计划
面积的 19%。

据了解，陕西省针对今年小麦生产面临
的干旱和病虫害偏重发生等严峻形势，确定
了以防治小麦吸浆虫为重点的小麦“一喷三
防”实施方案，在中央财政拨付补助资金的
基础上，省财政拨付 800万元配套资金，重
点用于支持小麦吸浆虫偏重的地区。

陕西推进小麦“一喷三防”技术

一场突然发生的禽流感，把加大农业补贴

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据记者了解，今年 4 月以来，在发生禽流

感疫情的地区，养殖业受到明显影响。许多

小养殖户举步维艰，大户苦力支撑，一些养殖

户除了血本无归，还要搭上几年的积累。专

家呼吁，禽流感影响下的家禽业，如果没有相

应扶持政策措施的补救、跟上，不仅养殖户受

到重创，下半年的家禽消费市场也将受到很

大影响。

因此，适时适地有针对性地提高对包括

养 殖 户 在 内 的 农 业 生 产 补 贴 ，已 经 非 常 必

要。从今年禽流感发生后各地的补贴措施

来 看 ，有 的 地 方 对 活 禽 市 场 扑 杀 的 家 禽 每

只给予一定补偿，基本保证不赔本；有的对

养 殖 场 一 次 性 给 予 相 应 补 贴 ，尽 量 减 少 养

殖户损失；有的地方对种禽给予一定补贴，

以 求 减 少 市 场 恢 复 后 家 禽 供 应 的 影 响 ，但

非 种 禽 没 有 补 贴 。 这 些 措 施 ，从 一 定 程 度

上 弥 补 了 养 殖 户 的 损 失 ，使 养 殖 户 的 信 心

不 至 于 受 到 严 重 打 击 ，对 后 期 市 场 的 恢 复

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财政补贴对养殖户产生了明显、直接、积

极的作用。不过，财政直接补贴的力度和广度

毕竟有限，尤其在对待诸如禽流感之类突然发

生的“天灾人祸”事件时，如何加大农业补贴更

需要多几条路径、多几种手段。农业保险就是

这样一条最有效、最直接的路径。在这次禽流

感疫情中，有的地方就通过农业保险对养殖户

作出了一定补偿。不过，总体来看，目前农业

保险的力度有限、覆盖面较窄，对农业生产发

挥的保障作用不是很大。

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农业生产的先天弱

势特质，比如易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易受

各种病虫害影响，这次禽流感就是例证，还有

农业保险收益小、赔付难等各种因素。所以，

作为商业性的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缺乏积极

性。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我国把农业保险作为

政策性保险，政府财政对农保有不同额度支

持。但在实践中，由于各地财政富裕程度不

一，对农业保险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一，所以

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扶持力度也参差不齐。作

为保险公司，同样存在对农保重要性认识程度

不一等问题，所以在实践中形成了对利润大的

险种积极开拓，对利润相对小的农保等缺乏推

广、开拓的积极性，造成农业保险有政策、缺手

段的状况。

通过农业补贴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是

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近年来，我国农业补贴

的力度逐渐加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与世贸

组织允许的补贴规则相比、与我国农业发展的

现实要求相比，还有不小距离，更有不小空间，

农业保险相对滞后只是其中之一。所以，这次

禽流感的发生，更应该促进我们对应付农业高

成本、化解农业高风险的认识。随着国家财力

和地方财力的不断增长，我们更有条件逐步扩

大农业补贴、完善补

贴机制，各地在农业

补贴方面还应因地

制宜采取措施，切实

使农业补贴成为使

农业发展、农民受益

的有效政策工具。

从禽流感看加大农业补贴
瞿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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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湖北等今春遭旱省份，春播能够成功进入扫尾阶段，选用抗旱品种、

设法播种、设法保苗等农业技术功不可没。同时根据干旱程度，当地及时调整

种植结构，将水田改旱地，也是应对春旱的理想选择。

对于西北、西南有些受旱农田，自然条件恶劣，不妨安排退耕还林。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底，全国退耕农户户均累计已拿到补助 7000 多元。退

耕还林后，由于涵养水土、风沙减弱、农田改造，粮食单产反而得到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