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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氯溴异氰尿酸

农用链霉素、
叶枯唑替代品！
防治死棵烂根，
广谱杀菌！

（可溶粉剂）

真菌、细菌
病毒铲除剂

混合氨基酸铜

无需焖棚
调理土壤

防治死棵首选

使用方法：
1.亩用量20kg，种
植前随水冲施一遍。
2.焖棚也可。

近日，在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寿光育苗场内，工作人员正将黄瓜苗装
箱发往河北。“这100000棵越夏茬口黄瓜苗，是客户提前下的订单，我们根据
订单要求，提前播种，按时出苗，既可以保证种苗质量，又能有条不紊的安
排生产。”负责人刘杰介绍，随着工厂化育苗体系的日渐完备，“订单化育
苗”已成为苗场主要发展方向。

近年来，寿光不断加大对育种育苗企业的支持力度，逐步构建起育种研
发、种子加工、种苗繁育推广的全产业链体系。目前，已有 110 多家国内企
业、科研院所和10多家国外种子企业在寿光建立了种苗繁育和示范基地。

本报记者 隋志丹

近日，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的老年旅游团在导游的带领下，走进了第二
十二届中国 （寿光） 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展厅。刘爱云说：“我们团的平均
年龄在60岁以上。展厅内的蔬菜颜色各异，造型奇特，让我非常震撼。”绚
丽的蔬菜景观、深厚的文化底蕴、前沿的栽培技术，让参会者身临其境感受
着一场与蔬菜有关的饕餮盛宴，在蔬菜造型景观前，游客们纷纷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隋志丹

在第二十二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 7 号馆管道式栽培模式
的辣椒廊架下，山东省威海市姐妹花开心起跳拍照。“我们姐妹俩是专程从
威海坐车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漂亮的蔬菜，真是大饱眼福了。”以“菜”为媒，
以“会”交友，盛会不仅是外界认识寿光的窗口，是寿光展示形象，扩大影响
的重要平台，也是集中展示优质品种、先进技术、现代农业理念及丰厚文化
底蕴的“大观园”。 本报记者 隋志丹

欢乐表情齐聚 共庆菜博盛会

“订单化育苗”成主流
育繁推一体化链条日渐完备

满眼皆是菜 处处皆胜景

各地近期陆续出台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实施方案和各项政策，加速推
进乡村振兴在地方落地。其中，数字
农业、生物种业、高校设施农业、特
色产业等成为各地发展的重点。

河南省近日印发了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实施意见，具体出台了30条措
施。2021年，河南省计划确保全年粮
食总产量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生猪
生产平稳发展，重要农产品保障供给
能力进一步增强。乡村建设行动全面
启动，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到2025年，河南省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深入推进。

作为重要的粮食产区，粮食安全

一直是河南省的重中之重。2021年，
河南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 750 万
亩，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1.6 亿亩以
上，确保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到2025
年建成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农作物
良种覆盖率达97%以上。

北京市也印发了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实施方案，除了2021年保障粮食、
蔬菜、生猪等产量达到一定数量外，
推动乡村建设行动全面启动，一批农
业关键科技项目立项攻坚，农业从数
量回升向量质同升转型发展。到2025
年，科技创新成为农业鲜明特征，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7%，设施农
业机械化率达到55%以上，高效设施
农业技术、装备、品种自主创新率明

显提升。
数字农业成为各地推进乡村振兴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广西壮族自
治区加大力度推动数字农业发展，加
快推进农村地区智慧水利、智慧交
通、智慧电网、智慧农业、智慧物流
等方面建设，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对完
善乡村产业体系、乡村治理的重要作
用，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并因
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样
板。福建省也出台措施加快推动数字
产业化，赋能乡村建设，弥合城乡数
字鸿沟，发挥网络、数据、技术和知
识等新要素的作用，不断催生乡村发
展内生动力。

甘肃省首个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

“数字乡村”示范项目近日建成落地。
“数字乡村”示范项目基于地理信息系
统，融合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
技术，设置了“乡村振兴”“脱贫巩
固”“智慧农业”“社会管理”等功能
模块，涵盖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生态
监测、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等内容。

专家表示，各地针对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实施方案的陆续出台，推进了
乡村振兴措施的进一步细化。近日，
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通过，为乡村振
兴提供了长期的政策保障。与此同
时，在推进全面乡村振兴过程中，各
地的发展程度、标准体系等情况各不
相同，也需要结合本身的具体情况分
别施策。 来源：经济参考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 多地陆续公布政策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