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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督导河南、江苏、广西等地
开展骗套农机补贴问题核查处理

河南赛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在江苏、广西
骗套水稻侧深施肥机补贴问题，反映不法企业
及有关人员串通，以非法获取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资金为目的，实施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农
业农村部高度重视，当即责成河南、江苏、广西
等省（区）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
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迅速开展核查，依
法依规严厉查处涉事企业及有关人员，并及时
向社会公开结果；联合纪检部门对基层补贴产
品核验等工作进行调查，发现问题依法依纪给
予严肃处理。12月2日，农业农村部工作组分
赴有关省份，对核查处理工作进行督促指导。

向日葵“仿种子”清理任务基本完成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非主要农作物品种

登记撤销公告，撤销向日葵、甜瓜等登记品种
362个。至此，通过3年时间基本完成向日葵

“仿种子”清理任务，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
化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2021年以来，为落
实中央种业振兴市场净化行动部署，深入推
进“仿种子”问题治理，农业农村部先后启
动了向日葵、黄瓜、甜瓜等登记作物品种清
理工作，目前已发布五批撤销登记公告。从业
界反映情况看，“仿种子”清理取得明显成效，
种业市场得到持续净化，有效维护了种业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更加坚定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的信心和决心。

山东淄博市打造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
近年来，淄博市以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重点

县项目为抓手，多途径、多层次开展秸秆离田
资源化利用，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
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既实现了秸秆增
值、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又推动了农业绿色低
碳发展。

淄博完善“企业＋镇级收储中心＋村级收
储点＋农户”收储运营模式，对配套完善收储点
青贮池建设和设备购置予以补助，通过政策扶
持、宣传引导，培育、引进各类秸秆收储运主体，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秸秆收、储、运、销一体化社
会服务体系。发展壮大秸秆饲料化利用产业。充
分发挥畜牧养殖优势，带动发展秸秆养畜产业，
全市年秸秆饲料化利用量达14.4万吨。示范推
广“种养转”一体化生态循环产业。扶持培育生
态循环农业企业11家，将农业产业链条进行
延伸，形成整体生态链的良性循环。

多地发文明确
“超龄”农民工可参加工伤保险

近日，安徽省、上海市、海南省、湖北省等
多地发布相关通知和意见，明确进一步扩大工
伤保险覆盖范围，拟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业
人员等群体纳入工伤保障，使工伤保险惠及更
多特定群体。这意味着“超龄”农民工的劳动权
益有了新保障。

据悉，在参保人群范围上，安徽此次扩大
后的工伤保险参保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70周岁），且未享受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就业人员；上海和
海南则明确，超龄从业人员为用人单位招用
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不超过65周岁。湖北
提出，用人单位招用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且未享受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待遇人员，可按照用人单位自愿参保原则参
加工伤保险。

自然资源部近日印发《乡村振
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规定
了12项乡村振兴用地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第一项是永久基本
农田严禁占用情形：永久基本农田
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
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严禁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
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
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
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
景、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
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
植业设施；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取土、堆放固体废
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久基本
农田的活动。

如此严格限制占用耕地尤其
是基本农田的原因是，虽然我国耕
地总量实现连续两年净增，但此前
我国耕地数量连年减少，尤其是优
质耕地减少。

因此，负面清单规定的第二项
是一般耕地“五不得”：不得在一
般耕地上挖湖造景、种植草皮；不

得在国家批准的生态退耕规划和
计划外擅自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还
湿还湖规模；不得违规超标准在
铁路、公路等用地红线外，以及河
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一般耕地
种树建设绿化带；未经批准不得
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化；未
经批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不得
将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的一
般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农
用地。

专家表示，目前尤其要引起重
视的是耕地“非农化”和耕地“非
粮化”。为此，国务院办公厅先后
下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
化”行为的通知》《关于防止耕地

“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
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明确了耕
地利用优先顺序，推出了防止“非
粮化”的系列举措。

第三项规定，禁止占用耕地建
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
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
塘养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
置、荒芜耕地。

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提出了

“八不准”：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建房；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
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不
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不准巧
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不准违
反“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
房；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房
屋；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不得
用于商品住宅、别墅、酒店、公寓
等房地产开发，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或分割转让转租。严禁城镇居民到
农村购买宅基地，严禁下乡利用农
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
馆。严禁借流转之名违法违规圈
占、买卖宅基地。严禁随意撤并村
庄搞大社区、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
建。

禁止违背农村村民意愿强制
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村村
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
宅基地作为农村村民进城落户的
条件，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
住。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
地，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
地。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列
入国家禁止类产业目录的、污染环
境的项目，不得进入乡村。

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
不断完善

指导育种创新和品种推广，
离不开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体系
的完善和健全。

在国家层面，我国三次修订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开
通了绿色通道、联合体等自主试
验渠道，进一步优化了品种审定
工作程序。制定发布国家审定品
种同一适宜生态区文本，启动实
施省际间引种备案工作。优化各
渠道试验审定品种编号规则，进
一步加强了各渠道审定品种标识
管理。制定《国家主要农作物品
种试验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品
种审定试验全流程规范化管理。

省级层面，黑龙江、辽宁、
天津、江苏、广东、广西、海
南、四川、云南、宁夏、新疆等
省区市陆续制定出台了审定工作
流程、品种试验管理等方面的规
范化文件，内蒙古、浙江、湖
北、湖南、重庆、贵州、山西等
省区市明确细化引种备案规范性
要求、部分省份还统一组织开展
引种适应性试验，确保了引种品
种生产安全……2016年以来，部

省两级审定坚持市场化导向，持
续推动着品种试验审定改革。

近年来，针对行业反映强烈的
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管理不规
范等突出问题，农业农村部启动专
项整治行动，今年开出了审定工作
有史以来“最大罚单”，对查实的16
个绿色通道、50个联合体进行清退
和限期整改，共涉及464家单位。

品种区试审定工作
仍面临新问题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亮眼成
效，但品种区试审定工作仍面临
一些新挑战新问题。

“从审定品种看，品种审定数
量、品种审定类型多但存在同质
化问题，且不能充分满足生产需
求，亟须加快突破。品种制度改
革不断深化，但配套管理落实不
到位、部省协同联动不紧密，引
种备案不规范等问题都需要下决
心解决。”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副主任、农业农村部种业管
理司副司长杨海生指出，下一阶
段，品种审定工作要做好三个

“一”：在工作部署上，要始终坚
持全国“一盘棋”，国家级和省级
审定有分工、不分家，必须上下

联动、协同衔接；在工作任务
上，梳理全国“一张表”，归纳总
结阶段性工作难点痛点，问题导
向、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在
试验体系上，实现全国“一张
图”，推进数据信息共享、统筹布
局，推进品种审定工作持续向好。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副主任刘信提出，下一阶
段，要准确把握区试审定工作在服
务农业生产和种业发展上的中心
任务。“品种审定不是搞一般性科
研成果鉴定，而是要推出满足生产
实际需求的新品种，必须推得开、
种得好，受到农民欢迎、市场认
可，需要对品种的产量、品质、抗
性等优良性状进行审核把关，要突
出和紧紧围绕稳产保供的战略性
需求、当前生产的紧迫性需求和未
来发展的前瞻性需求，进一步强优
势、补短板、破难题，加快培育高
油高产大豆、耐密抗倒玉米、优质
食味水稻、强筋弱筋小麦、高品质
棉花新品种，审定推出适宜机收的
玉米、棉花和再生稻新品种，引导
培育耐热抗寒、节水抗旱、抗病抗
虫的新品种，满足粮食生产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需要。”

我国农作物审定体系愈加健全
成绩亮眼 新挑战新问题接踵而至

乡村振兴用地有了负面清单
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推动种业振兴，核心是创新，关键在品种。品种审定是品种入市“通行证”，也是国家实施品种
管理重要一环。近日，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全国农作物品种区试
审定工作交流会。此次大会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建立品种审定制度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性品种审
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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