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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河南省济源市克井镇境内的山谷里，
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到 2014 年底，河口
村水库将在这里建成。这个建在黄河支流
沁河上的重要“关卡”，能让历史上屡次泛
滥的沁河下游防洪标准由 20 年一遇提高
到 100 年一遇。河口村水库将和黄河中游
干支流上已建成的三门峡、小浪底水利枢
纽，伊河陆浑和洛河故县水库，一起构成更
加可靠的防洪工程体系。

“这两年黄河来水明显增多，2011年黄
河发生严重秋汛，干流出现 1998 年以来最
大洪水，2012 年上中游连续出现 4 场编号
洪峰，黄河流域发生近 30 年来最大洪水，

流域来水呈现转丰迹象。根据气象预测，
今年汛期黄河流域河源、湟水流域及中下
游部分地区降水可能偏多，这些地区是黄
河暴雨洪水主要来源区。也就是说，黄河
流域发生大洪水的几率增大了。”水利部黄
河水利委员会防办主任毕东升说。

洪水量级的长期准确预报是世界性难
题，“发生大洪水几率增大”的结论只是根
据周期性规律，以及统计分析作出的判断，
但防汛准备是一项只能信其有的工作。一
旦洪水来袭，防洪工程加上非工程体系就
是与洪水斗争的“底牌”。

黄河河道宽阔，长期以来，在两岸大堤

内的广阔滩区生活着近 190 万群众，他们
对黄河洪水感受最深。在位于滩区的河南
省兰考县谷营乡姚寨村，60 岁的秦建利经
历过大大小小很多次洪水，用他的话说，

“已经习惯了洪水带来的灾害”。但他感
觉，这几年洪水泛滥明显少了。

2012 年 7 月，黄河干流曾出现 1986 年
以来最大洪水，相继形成 4 次洪峰，在黄河
中游干流吴堡站洪峰流量高达 10600 立方
米/秒。小浪底水库发挥拦、蓄、削洪的综
合调蓄作用，将下游洪峰流量成功控制在
3500立方米/秒以下，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得以保障。

通过多年建设，黄河流域形成了“上拦
下排，两岸分滞”防洪工程体系，即使洪水
不期而至，通过综合运用防洪工程体系，可
尽量化解洪水威胁。

防洪工程体系是基础，在黄河防洪中还
需要非工程措施的配合。首先要加强水情
测报。为此，黄委会建立数学模型，针对下
游花园口站可能发生的 8000 立方米/秒、
10000 立方米/秒、15000 立方米/秒三种不
同量级洪水，对河情、工情、险情和灾情模拟
预测，并根据结果制定应急预案。其次要落
实防汛物资储备。惠金黄河河务局副局长
谢爱红介绍，防汛物资储备分三级，除了国
家常备物资还有社会团体备料和群众备料，
这些物资在汛前都要准备就绪。再者，做好
防洪队伍准备。河南黄河防汛应急抢险队
队长刘德龙说，一旦出现险情，防洪队伍从
接命到出发只需要5分钟到10分钟。

依靠这些防洪工程和非工程措施以及
沿黄军民的严密防守，黄河下游创造了连
续 60 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纪录。黄河
上中游干流河段和主要支流在防洪治理方
面也取得很大成效。然而，黄河防汛并非
无懈可击，治黄工作不可停下脚步。

在河南省开封县刘店乡欧坦村附近，
沙质河床导致河势游荡多变，主流摆动频
繁。开封第二河务局局长苗守卫说：“黄河
河势变化无常，目前只能通过控导工程引
导水势走向，由于目前这段工程还不完善，
一旦形成畸形河势，超出工程控制范围，让
洪水抄了工程‘后路’，将会对背河低滩区 4
万亩耕地造成威胁。”

控导工程不完善只是一方面，黄河下
游临黄大堤 1300 余公里，已修建标准化堤
防 714公里，其他堤防建设仍需加快。

黄河难治，因为不仅要有效防御洪水，
还要妥善处置泥沙。小浪底水利枢纽建成
后，采用“拦粗排细、调水调沙”的运用方
式，减淤效果明显。“在黄河中游尽快建设
古贤水利枢纽，与小浪底水库联合调水调
沙，减缓黄河下游河道淤积，这会对保障下
游安全起到重大作用。”水利专家建议。

黄河许久不见大洪灾，是好事，但容易
让人淡忘洪水带来的伤害。在黄河流域大
防洪中，还要不断强化广大干部群众的风
险意识，按部就班进行防汛演练，宣传避险
知识，确保预案周详，装备到位，时刻绷紧
安全度汛这根弦，一旦洪水来袭，才能应对
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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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杜芳报道：早稻中后期
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病虫害发生和
防治的关键期。为了落实防控措施，确保
早稻生产安全，近日，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江西省南
昌市召开全国早稻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
会，全面动员和部署早稻重大病虫害防控
工作。

目前，南方早稻种植区已进入水稻病
虫害发生高峰期。据统计，截至 5 月 30
日，全国早稻病虫害累计发生面积 9436 万
亩，已完成防治面积 7671 万亩次。会议指
出，水稻生长中后期气候条件适宜、病虫基
数较高，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稻瘟病、螟虫
等病虫加重发生的风险增大，监测和防控

工作不能有丝毫放松。
会议要求各级农业植保部门突出重大

病虫、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分区治
理，突出抓好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
两项关键措施，强化技术指导和科学用药，
切实保障早稻丰收和稻田生态安全。会议
强调，水稻破口期要重点预防稻瘟病，穗期
抓好“两迁”害虫防控；要优先推广绿色防
控技术，压低病虫基数；要大力扶持专业化
防治组织，通过专业化防治组织推进绿色
防控等新技术的应用，实现病虫害防治高
效、安全和可持续。水稻病虫害防治任务
重、技术要求高，各级植保技术人员要深入
田间地头，做好技术服务指导，确保防控措
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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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近年来，在

帮扶贫困地区发展过程中，农业部充分发
挥行业优势，准确把握关键环节，做大做强
优势特色产业,针对每个县（市）确定 1-2
个优势特色产业及其发展布局，然后采取
有力措施重点支持和培育壮大，以产业发
展带动脱贫致富。

为推动贫困地区农牧业加快发展，农
业部针对贫困地区实施了一批特色产业发
展规划。面对新时期农业扶贫开发的新形
势新任务，农业部出台了《农业部关于加强
农业行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发
展特色农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
业科技进步、推进产业化经营、扩大市场开
拓、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等六大重点任务，成

为指导农业行业扶贫的纲领性文件。
在培育产业过程中，农业部采取了一

系列倾斜帮扶政策。一是加大项目支持力
度。农业部 2012 年共安排 14 个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农业基本建设和中央财政资
金 274 亿元，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强化
产业发展基础。二是加强良种扩繁。农业
综合开发良种扩繁项目重点在贫困地区实
施，项目区良种覆盖率平均提高 10%。三
是配套推广实用技术。农业部为扶贫地区
每个县级农技推广部门配备 1 辆科技直通
车，加强田间地头的培训和指导。及时发
放技术手册和明白纸，普及推广主导品种
和主推技术。四是加强贫困地区农产品产
地市场建设。

明确了发展特色农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科技
进步、推进产业化经营等六大重点任务——

农业部大力实施产业扶贫

 


























































今年 3 月底以来，H7N9 禽流感疫情
蔓延，家禽业受到重大冲击。进入 5 月中
下旬，禽流感的阴霾渐渐散去，记者从各
地了解的信息看，不少禽类养殖专业户开
始补栏，生产逐渐恢复。

近期，随着禽流感疫情逐步得到控
制，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相继终止禽流感
应急响应，鸡肉价格止跌回升，家禽业正
从低谷走出。

“正常情况每天屠宰加工后冻鸡的出
货量是 150 吨到 200 吨，4 月初禽流感影
响最严重的时候，曾经连续四五天没有
货，现在每天出货量在 80 吨至 100 吨之
间。从价格上看，平常肉鸡的出厂价在每
吨 1.2 万元左右，4 月初时只有 7000 元到
8000 元，现在已回升到一万元。”中粮肉
食宿迁公司采购部的李聪林说。

据农业部数据显示，禽流感发生后白
条鸡价格下跌，5月 12日达到今年以来的
最低价每公斤 12.97 元，5 月 15 日回升到
13.51 元，但仍比去年同期低 4.2%。从交
易量看，今年第 13 周（3 月 25 日-31 日）
交易量快速萎缩，第 18 周达到今年最小
值，仅为第 13 周的 41.3%，与去年同期相
比减少 68.8%，第 19 周（5 月 6 日-12 日）
交易量环比回升 25.6%，与去年同期相比
仍低67.2%。

中粮集团肉食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志利说，虽然目前肉鸡价格比谷底时
期高，但还存在波动，不能盲目乐观。采
访中记者发现，禽流感期间，不少企业将
祖代和父代种鸡忍痛出售，即使行情好转
起来，也需要一定时间补栏。

“现在很难预测家禽业何时真正走出
‘阴霾’。目前最重要的是提振消费者的信
心。只有消费者有信心消费，才能带动养
殖和加工环节参与者的积极性，加快产业
回暖。”中粮肉食宿迁公司总经理秦楠说。

李志利则担心的是今后一个时期由
于肉鸡供应不足，可能引发鸡肉价格再次
暴涨，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他建议，国
内养殖业应提高规模化养殖水平，建立有
效信息共享机制，增强养殖户抵御自然灾
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为提高养殖业的规模化水平和应对
风险的能力，中粮肉食宿迁公司创新与养
殖户的合作模式，取得了一定效果。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的王勇很庆幸
去年 3 月与中粮肉食宿迁公司签订了保
底合同，今年 4 月份他把 10 多万只鸡以
每 斤 4.1 元 的 合 同 价 格 卖 给 了 中 粮 集
团。而那时候当地屠宰场的报价只有每
斤 2.7元左右。

签订保底合同是中粮集团与养殖户
进行合作的一种模式。此外，中粮集团
与养殖户之间还有“五统一”订单合作
模式。据了解，与中粮集团签订“五统
一”订单的农户现在全部愿意继续从事
养殖业，与中粮集团签订保底合同的农
户有 60%愿意继续从事养殖业，这一比
例远高于散养户。

“疫情是暂时的，我们更看重长远利
益，通过稳定的合作关系能让更多农户有
信心继续从事养殖业，良好的产业环境有
利于养殖企业长远发展。”李志利说。

除了提高规模化养殖水平，宿迁市宿
豫区农委书记丁先堂建议，政府应当引
导、扶持养殖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转型升
级，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发展全产业链模
式，有效降低风险。

有业内人士建议，目前我国的家禽
养殖业与养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
距，养殖质量相对落后。长远看，家禽
养殖业必须提升产业化水平，实现现代
化管理，创新养殖户风险承担方式，增
强抗风险能力。

家禽业开始复苏
本报记者 徐 胥 乔金亮

“湖广熟，天下足”。湖北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其中夏粮夏油产量占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二，夏
收、夏管、夏种关系到全年粮食生产。因此，三夏为农服
务也成了湖北气象工作的“重头戏”。

从 4 月中旬起，由湖北气象局有关专家组成的调研
组就对随州、襄阳、荆门等夏粮主产区的农作物长势进行
了系统的调查，走访了当地农业部门和农民，深入田间地
头查看夏粮作物长势。由于早春高温，油菜、小麦生长较
快，小麦成熟期较常年有所提前。5 月 9 日，湖北推出第
一期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题，指导农民根据天气适时安
排农事活动。

5 月中旬，湖北气象局下发了《关于做好夏收夏种气
象服务工作的通知》，启动夏收夏种气象服务，要求加强
组织领导，定期发布服务产品，各地气象部门结合本地特
点，全程开展有针对性的为农气象服务。

截至目前，今年湖北气象局已累计制作发布重要农
业气象预报 2 期，三农气象服务专题 5 期，为全省夏收夏
种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5 月，湖北进入主汛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频频出现，而此时也正值夏收关键期，“密切监视天气，
及早预报预警”，在这个“龙口夺粮”的节骨眼上，湖北气
象部门做好了充分准备。

5月 21日，武汉中心气象台发布预报，“24日至 26日
我省将迎来一次强降水过程”。在发出预报的第一时间，
湖北气象局迅速与各地农业部门和气象部门召开电视会
议商讨办法。当天下午，“抓住近 3 天的晴好天气，突击
收割小麦，夜间尽量延长农机作业时间”的建议短信被发
送至襄阳、宜昌、荆门、随州等地有关部门、农村农技员、
气象信息员手中。

“麦收天气至关重要，气象信息就是小麦机收的‘指南
针’，有气象科技作‘后台’，丰收在望就能变成丰收到手。”
襄阳市副市长郭忠在麦收现场检查“三夏”工作时说。

“同样是遭遇夏收时节大暴雨，2009 年我们损失严
重，今年却能做到颗粒归仓，及时的气象预报起到重要作
用。”荆州市荆州区菱角湖农场气象协理员申仁波说。

近 3 年来，随着湖北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
的不断推进，气象为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的服务能力不
断增强，气象服务“三农”的成效日趋显现。

5月25日，湖北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启动气象灾害
（暴雨）四级应急，湖北农业厅迅速响应，紧急下发了《关于
做好麦区强降雨天气防范的通知》，要求各市州县根据天
气预报及早落实防范措施，减轻强降雨不利影响。

现在，气象与农业部门的合作更加密切，气象业务人
员加入农机抢收突击队，为加快抢收进度提供及时准确
预报服务；农业、气象部门加强全方位信息共享，根据天
气为农机手规划收割路线图；农业、气象专家适时开展联
合会商，为农时农事问诊把脉。

截至目前，湖北共组织 200 万台大型农业机械投入
到三夏农业生产，农业部门根据天气预报组织协调 1 万
台联合收割机开展跨区作业，组建 103 个跨区作业队，与
气象合力服务三夏跨区作业。

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焦泰文介绍，.随着气象与农业
部门联动机制的深化，广大农民成为双方合作成果的“最
大受益人”。

汗滴禾下见真情
——湖北气象部门“三夏”服务侧记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李 傲

“买生活用品到百货超市，了解惠民政策就到村上
‘政策超市’。”宁夏青铜峡市小坝镇南庄村村民杨正文极
力邀请记者到村上的“政策超市”去看看。

南庄村“政策超市”与农家书屋共处一室，靠墙搭起
的货架上，摆放着信息员马凌收集来的最新、最实用的有
关惠农政策资料，涉及种植养殖、医疗养老、征地拆迁、计
划生育、妇女创业小额贴息贷款等 10多个方面。

“有了‘政策超市’，再不用追着村干部问这问那了。”
杨正文说。几个月前，在外务工的杨正文有了创办小企
业的想法，但对有关税收政策不清楚。他从网上查、向亲
戚朋友打听，但得到的说法各不相同。村民建议他到村
上的“政策超市”去看看，杨正文从“政策超市”货架上的

“创办企业优惠政策”活页夹中找到了相关信息。“信息员
将各种优惠政策摘出来，还制作了目录，共 10 多页，我看
后心里就很清楚了。”

“政策超市”让南庄村越来越多的村民从中受益。村
民魏杰找到了养殖滩羊的补贴政策，搞起了养殖；张玉
芳、哈雪梅等家庭主妇受小额贴息贷款吸引，3 户联保各
贷款 6万元走上了创业之路。

从南庄村“政策超市”的登记本上看到，自去年 3 月
以来，已经有 100 多批次群众前来查询政策。村民周仁
查阅了“新农保办理都有哪些手续”；村民余成龙咨询了

“农资补贴明年是否还能补”；村民姚林想知道“搞养殖业
多大规模能给予扶持”⋯⋯

马凌说：“我们村位于城郊，经常面临征地拆迁。在
以前，怎么拆、怎么补，老百姓只能听村干部说。而现在
村民都能直接看到各级政府关于征地拆迁的文件，透明
度大大增加，矛盾纠纷也少了很多。”

青铜峡市委宣传部长张志宁告诉记者，随着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广大农民群众渴望及时了解有关鼓励创业
的政策，仅靠传统的宣传方式远远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

如今，青铜峡市 83 个行政村都有了“政策超市”，“政
策超市”已成为广大农民的信息库。“‘政策超市’为村民
搭起及时了解有关政策的信息平台，省去了层层传达的
中间环节，既消除了干部的宣传压力，也消除了村民因不
能及时了解政策而产生的不和谐因素。”张志宁说。

村里兴起“政策超市”
本报记者 许 凌 通讯员 马晓芳

本版编辑 李 亮

上图 6 月 3 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张庄村肉鸡养殖户陈德业在给鸡苗添加饲

料。目前，山亭区 180多家禽类养殖场正积极补栏，家禽养殖业正快速复苏。

李宗宪摄 （新华社发）
下图 6 月 1 日，爱森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冷鲜鸡专柜。近日，上海推出了首批冷鲜

鸡销售试点。在上海市农委提供的“第一批冷鲜鸡销售试点市场”名单中，列出了圣华、

爱森等 4 家牵头的供货和经销企业。冷鲜鸡的货源，来自上海市内指定的屠宰点，所有

产品都经过统一的检验检疫、屠宰加工和冷鲜保存等。 丁 汀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