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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首支农机防灾
救灾应急作业服务队授旗揭
牌仪式在山东省齐河县举行。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
司司长冀名峰，山东省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杨
武杰出席仪式。

今年“三夏”，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条件下，各地依托
5400 多支应急服务队，解决
了农民回不了家谁来收小麦
的问题，黄淮海地区小麦机收
率达到99.46％。“双抢”期间，
南方地区组建1700多支应急
服务队，在灾害条件下，实现
了把水稻抢回来，把稻子插下
去。这充分说明农机应急作业
服务队，是农业生产防灾减灾
的重要力量，是农业生产的基
干力量，我们要把这支队伍建
设好。

农机化系统要高度重视
常态化应急服务队建设，将提
升机械化防灾救灾能力、建立
农机应急作业服务体系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力争实现

“一年起步、三年成网，五年形
成覆盖粮食生产乡镇、作业能
力强的农机应急作业服务体
系”的建设目标。要在政策上
给予支持，防灾救灾资金、农
机作业补贴资金等各项政策

向作业服务队倾斜。要全力提
供支撑，帮助服务队解决机库
房建设用地、维修供应、配件
供应等各方面困难。

齐河县刘桥镇益农农机
合作社组建了全国首支常态
化农机防灾救灾应急作业服
务队，坚持买、改结合，多机搭
配的原则，配备了水泵、水管、
发电机、无人机等抗旱排涝、
消防救火、防病虫害机具设
备，制定了防灾救灾应急预案
和一系列管理制度。队长李德
勇从冀名峰手中接过服务队
队旗，表示将按照“建在平时、
用在战时”的建队理念，广找
熟人能手，定期培训演练，努
力打造一支听指挥、能力强的
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时刻准
备着，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
用得上、顶得住。

下一步，山东将按照农业
农村部有关要求，结合山东农
业生产规律和特点，依托农机
合作社等各类农机作业服务
组织，在各地普遍建立常态化
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面夯
实农机应急作业服务基础。力
争在 5年内形成覆盖粮食生
产乡镇，作业能力强的农机应
急作业服务体系。

来源：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从 2000 年开始到今年，
中国 （寿光） 国际蔬菜科技
博览会已经连续举办了二十
三届。23年来，寿光菜博会
内涵不断丰富，展示不断创
新。它不仅仅是一个大型农
业展会，而且承载着全国农
业人对于乡村振兴和农业现
代化的期望。翻开历届菜博
会的“历史画册”，我们从中
能感受到20余年来蔬菜产业
的巨大变化。

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
年，寿光蔬菜产业刚刚走过
第一个十年。为了展示蔬菜
产业发展，推广新技术、新
品种，寿光在当时的九巷蔬
菜批发市场举办了中国寿光
蔬菜博览会，也就是首届菜
博会。这次展会设置了6个
展区， 150 个国际标准展
位，共展出 5 大类 130 多种
实物瓜果蔬菜、200 多个蔬
菜良种及化肥等农用产品。
首届菜博会一炮打响，参观
者络绎不绝，人们抢技术、
抢信息、抢品种，红红火
火，欲罢不能，甚至原定 5
天的会期因此而延长至 16
天。首届菜博会上现场交易
各类瓜菜40万吨，交易额达
3500 万元；交易各类花卉
6250 盆，种子 8000 公斤，
苗木18万株；签订协议合同
项目230个，协议合同金额
11.9 亿元。从那一年开始，
寿光菜博会正式开启了它辉
煌而不平凡的历程。之后的
每一届菜博会上，都会有新
的元素层出不穷，展示着蔬

菜产业的日新月异。第二届
菜博会举办于蔬菜高科技示
范园，不仅吸引了国内参会
者，还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多名外宾参会参展，一
举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蔬菜
专业盛会；第三届菜博会明
确提出“绿色与科技”的主
题，是中国加人 WTO 后的
首届农业专业盛会，吸引了
众多的国际参展商；从第五
届菜博会开始，菜博会正式
获批为年度例会，同年，首
届蔬菜文化艺术节也拉开帷
幕……

今年的第二十三届菜博
会以“绿色·科技·未来”
为主题，采用了线下布展、
线上办会的网上办会形式，
实现了展会的全方位、多层
次展示。展会举办期间，全
面利用电气化、5G、云计
算、大数据、图形识别和物
联网等新技术，整合地展实
景、技术模式、展商信息和
科普服务等内容，打造了涵
盖VR预览、互动体验、交
易交流等于一体的网上办会
模式。优化了“云逛会”模
式，观众足不出户可以随时
随地“云逛会”，实现展商

“展示-交流-采购”等商务
活动的信息化、便利化、常
态化。第二十三届菜博会共
展示优良蔬菜品种 2000 多
个，其中莲花葫芦、北瓜、
红孔雀西瓜、紫羊角椒、航
天绿茄等新品种498个；展
示各类栽培模式80多种，其
中转动式栽培、槽式栽培、

吊挂栽培、空间电场高效栽
培等新模式27种；前沿技术
100多项，其中蚯蚓菌肥技
术、灵芝组培技术、量子农
宝能量水种植技术等亮点新
技术21项。充分发挥电气化
助力现代农业升级转型优
势，持续完善升级智慧农业
系统等智能化设施，开发智
慧能源服务平台，全面展示
现代农业科技水平；增设区
块链智慧农业农产品溯源追
溯平台，实现农产品质量保
证和全程可追溯。此外，单
株结果 6000 多斤的西红柿
树、一年循环结果1200多斤
的空中红薯、400多斤的巨
人南瓜、茄子一株多果、绿
色隧道……充分展示农业科
技的神奇魅力，让人流连忘
返。

每年 一 届 的 寿 光 菜 博
会，已经是声名在外的农
业盛会。年年更新的农业
科技，壮丽奇特的农业景
观，目不暇接的好产品，
前景广阔的新市场，都能
在寿光菜博会中找到。23
年来，寿光菜博会已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而有一点
是不变的，那就是为农服
务的真心实意。它积极做好
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的推
广，让农民看得见，学得
会，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传播现代实用农业科技
和种植模式，进一步扩大展
会的影响力，为乡村振兴贡
献着寿光力量。

本报记者 王凯旋

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
寿光蔬菜研发中心苦瓜课题
组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研发
中心副主任、苦瓜课题组负
责人刘伟介绍，根据寿光蔬
菜产业发展现状，研发中心
成立伊始，就一直在筹建苦
瓜育种团队。2019年，苦瓜
课题组正式成立。在前两年
工作的基础上，中心今年加
大了育种工作力度，完善了
育种团队，加强了资源材料
的收集力度，调整了育种思
路，扩大了种植规模。在各

方面支持下，苦瓜育种工作
进展迅速。目前已初步筛选
纯化了一批育种材料，并试配
了100多个组合。从组合的种
植情况来看，已经获得了较好
的组合配置思路。

下一步课题组将继续对
育种材料进行纯化，将较好的
组合生产、试种，从而实现
快出品种、多出品种、出好
品种的目标，为寿光乃至全
国的苦瓜产业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

本报记者 王凯旋

苦瓜课题组专家在查看、登记苦瓜品种

看变迁看变迁 谱新篇谱新篇
非凡 年

寿光菜博会 23年历程辉煌
全国首支常态化农机防灾救灾
应急作业服务队成立

寿光蔬菜研发中心
苦瓜课题组取得阶段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