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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节水灌溉面积
达到5.67亿亩

截至2020年底，我国节水灌溉面积
达到5.67亿亩。其中，喷灌、微灌、管
道输水灌溉等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5
亿亩。

近日，在甘肃省酒泉市举行的首届西
北节水论坛上，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
司长陈明忠表示，我国的有效灌溉面积
已由 1949 年的 2.4 亿亩发展到目前的
10.37亿亩，成为世界第一灌溉大国。占
全国耕地面积约50%的灌溉面积，生产
了全国总量75%的粮食和90%以上的经
济作物。

据统计，近30年来，我国农业灌溉
年均用水量基本维持在约 3400 亿立方
米，占全社会用水总量的56%左右。在灌
溉面积扩大、灌溉保证率提高、粮食总产
量稳步增加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用水总量
基本维持稳定，节水灌溉功不可没。

农业节水成绩巨大，但还面临不少短
板和问题。就我国粮棉油主要农作物生
产的主战场——大中型灌区而言，大型
灌区干支渠、干支排水沟存在老化失修
问题，斗口量测水设施安装率不高；重
建轻管思想依然存在，管理体制机制还
不完善，信息化水平还很低；农业灌溉
执行水价长期维持低水平，执行水价约
占运行成本水价的一半，农业水费实收
率不足70%。

“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灌区发
展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
推进解决。”陈明忠说。加快推进大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严格农业
用水管理；加快推进智慧灌区建设；创
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深入推进灌排工程标准化、
规范化管理。 来源：新华社

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保护种业
知识产权专项整治行动视频会议，会
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种业振兴的重要论述和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
实开展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专项整治
行动，加快推进法规修订、标准制定、
品种清理和案件查处，标本兼治打击
侵权违法行为，为种业振兴营造良好
环境。

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是对种
业创新者核心利益的最大保护、对增
强我国种业竞争力的最大激励、对打
好种业翻身仗的最大支持。目前我国
主要农作物主导品种中70%以上是
保护品种，良种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
献率超过 45%。没有严格的品种保
护，就没有良种创新的好成果和连年
丰收的好局面。要把健全种业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作为提高自主创新水平
的战略性安排，持续推进资源保护、
品种攻关、企业培育、基地建设等全
链条知识产权保护。针对假冒套牌、
仿冒仿制等行为开展专项整治，净化

种业市场，激励保护原始创新。
开展专项整治务必奔着问题去，

确保措施精准管用、落地见效。要对
种子基地、企业和市场开展全面彻底
检查，重点检查制种基地生产备案、
委托合同、品种权属来源等内容，严
查企业生产种子质量和真实性指标
等，在用种高峰期加密种子市场检查
频次，发现问题从严查处。推动行政
执法和司法保护紧密衔接，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侵害植物
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
题的若干规定（二）》（以下简称“新司
法解释”），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顶格处
理品种侵权案件，严厉查处一批典型
侵权行为。严格品种管理，提高品种
审定标准，加大已登记品种清理力
度，着力解决品种同质化和仿种子问
题。完善法律法规，配合做好《种子
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探
索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防止低
水平重复育种。

要按照专项整治行动部署，加强
组织领导，压实属地责任，强化农业
农村、法院、工信、公安、司法、市场监

管、知识产权等部门协调配合，建立
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畅通举报渠道，完善投诉举报处理机
制，及时核查处理举报线索和转办案
件，做到件件有着落。建立健全激励
约束机制，推动把种业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情况作为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考核以及全国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创建的重要内
容，加强监督检查。广泛开展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宣传活动，探索建立知识
产权侵权主体“黑名单”制度，不断提
高全社会特别是种业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高憬宏对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
作作出部署，要求各级法院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加强种业知识产
权保护的重要性，以新司法解释实施
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和特色优
势，全面深化司法与行政保护合作，
不断提升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
平。 来源：农业农村部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持续
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为深入总结和研究村庄清洁行动，加
快推动村庄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升
级，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环境基础，农业
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近日在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召开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现场会。

2018年底，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
等 18 个部门共同启动实施村庄清洁行
动，当前已有成效。国家乡村振兴局局
长王正谱介绍，截至2020年底，全国绝
大多数的村庄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清
洁行动，农村长期存在的脏乱差局面得
到扭转，绝大多数村庄基本实现干净整
洁有序，村容村貌大为改观。

王正谱介绍，下一步深化村庄清洁行
动，需要聚焦人居环境重点突破、整体
提升。各地要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
宜拓展“三清一改”内容；要通过抓好宣传
发动、教育促动、示范带动，着力引导农民
群众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要通过完善保洁
机制、健全督促激励机制，加强制度化长
效化机制建设；要推进村庄清洁行动与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农
民增收等有机结合。

据了解，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
委、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在
组织编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方案（2021-2025年）》，把持续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作为“十四五”时期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任务。

来源：新华社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稻田镇桂河
一村，这里的桂河芹菜家喻户晓。近
年来，当地积极探索芹菜产业发展新
路，开发出多种芹菜粗加工、深加工
产品，延长了产业链，提高了附加值。
桂河一村党支部书记董建营说：“现
在我们不仅有桂河芹菜，还有芹叶
茶、芹菜粉等多种产品。这两年我们
也想尝试一下线上销售、直播等形
式，打出我们的品牌，把桂河芹菜、芹
叶茶、芹菜粉等产品卖到千家万户。”

在桂河一村蔬鑫果蔬专业合作
社，记者初次品尝到了芹叶茶。芹菜
叶也能做成茶？在寿光，这当然可以。
董建营冲泡了一壶芹叶茶，向记者展
示道：“在大家印象中，芹菜叶要么扔
掉，要么吃掉，怎么能做成茶？但是你
看我们的这款芹叶茶，其茶汤清澈，
微泛金黄，尝起来有淡淡的芹菜清
香。除了芹叶茶，村里还开发出了芹
菜粉、芹菜汁、芹菜脆等多种产品。原
先总是被扔掉的芹菜叶、芹菜秆，都
得到了有效利用。经过深加工后，桂
河芹菜的附加值也有了很大提升。”

据了解，桂河芹菜因种植于稻田
镇桂河两岸而得名，种植历史悠久，
早在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
书中就有所记载，是寿光的重要农产
品之一。桂河芹菜有传承百年的窖藏
工艺技术，芹菜经窖藏工艺二次生长
后，取其内部三分之一菜心食用，芹
菜心色泽嫩黄，口感更加细腻清脆，
并伴有特殊香味。2009年，桂河芹菜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后获选蔬
菜类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桂河芹菜往往从当年11月份进

入窖藏，次年1月开始上市，上市期
最长时能延续到清明前后。经过几个
月的窖藏，春节前后平均每斤桂河芹
菜能卖到十几元，是一般蔬菜价格的
好几倍。但受工艺限制，桂河芹菜生
产周期较长，因此产量有限，三四斤
芹菜才能产一斤桂河芹菜，加之市场
行情波动，也影响着菜农的收益。“以
前都是菜农自己窖藏。为了让桂河芹
菜不受时间限制，村里成立了蔬鑫果
蔬专业合作社，根据窖藏原理，设计
了专门窖藏桂河芹菜的冷库。这样既
解决了菜农的窖藏难题，也让各地客
商随时都能买到桂河芹菜。”董建营
说。

为了提升桂河芹菜的市场竞争
力，扩大芹菜产业发展，让“桂河芹
菜”的品牌叫得更响，稻田镇党委、桂
河一村党支部一直在探索新路。董建
营在外考察时发现，很多地方发展种
植业时，不仅仅销售鲜果鲜菜，还开
发出很多粗加工、深加工产品销售，
像果干、果酱、果蔬脆、果酒、化妆品
等等。这样既能延长当地果蔬产业的
产业链，也降低了市场风险，提高了
农民的经济收入。“桂河芹菜的生产
过程中，往往有不少浪费。芹菜是一
种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富含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维生素、钙、磷、铁、钠等
营养元素。有人还把新鲜芹菜榨汁饮
用。我就想能不能利用这些芹菜叶、
芹菜秆做出几款特色产品。”经过多
方考察与研究，桂河芹菜的一批粗加
工、深加工产品终于面世：芹菜叶可
以炒制成茶，芹菜茎秆可以加工成蔬
菜脆、芹菜汁和芹菜粉。

“制作芹叶茶时，需要菜农在芹
菜采收入库窖藏前采摘芹菜叶，这样
的芹菜叶更新鲜，炒制出来的茶叶更
清香。以前生产过程中浪费的芹菜
叶，现在合作社可以单独收购了。原
先不值钱的叶子，去年收购价还达到
了5元一斤。几十斤芹菜叶才能生产
出一斤芹叶茶，附加值大大提高了。”
董建营说，“原来菜农仅能出售芹菜，
现在还可以出售芹菜叶、芹菜秆，收
入的方式变多了。”

随着桂河芹菜的深加工产品陆
续面世，很多菜农都看到了桂河芹菜
更大的潜在价值。村里的合作社也在
积极开拓市场，尝试让更多人知道桂
河芹菜特色产品。董建营说：“现在我
们有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正在探索更
多销售路子，比如网店、直播之类。在
村‘两委’的带动下，桂河芹菜的产业
化经营之路将越来越宽，让菜农的

‘钱袋子’越来越鼓。”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为种业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这个村 把芹菜叶做成了茶
发展蔬菜深加工 拓宽菜农致富路

芹叶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