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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为保证农机跨区作业顺利开
展，提高跨区作业组织化程度，
加快作业进度，增加农民收入，
保障安全生产，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交通
运输厅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农业
机械跨区作业的通告》。

凡参加跨区作业的农业机械
经营者，须持正式驾驶证、操作
证，到所在县（市、区）农机化
主管部门办理报名手续，免费领
取由农业农村部统一印制，加盖
省农业农村厅、省交通运输厅和
县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公章的《联
合收割机插秧机跨区作业证》
（以下简称《作业证》），一机一
证，全国范围内使用，严禁涂
改、转借和倒卖。

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
机、运输联合收割机 （插秧机）
的车辆，凭《作业证》且通过出
口收费站查验合格后，免交通行
费。安装了ETC的运输联合收
割机 （插秧机） 的车辆可通过

“中国ETC服务”小程序预约通
行高速公路，凭《作业证》且通
过出口收费站查验合格后，免交
通行费。

跟踪跨区作业的技术服务
车，经省农业农村厅和省交通运
输厅核定后，在2025年5月1日
到 6 月 30 日，9 月 1 日到 10 月
31日期间，依托ETC系统暂免
征收省内路网 （即本省收费站
入、本省收费站出） 车辆通行
费。

请跨区作业机手及运输车辆
驾驶员依法合规选择适宜的联合
收割机运输车辆，对于车货总重
或外廓尺寸超限的联合收割机等
农机运输车辆，依法及时办理公
路超限运输许可（《作业证》背
面印有二维码办理入口），并按
相关规定行驶。

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审核
申领人员、机车资质条件，严格
按程序发放，不得跨行政区域发
放，不得委托中介组织发放。要
做好线上登记工作，及时登录全
国农机化生产信息服务平台，对
申领人员和机车信息进行登记备
案。各地农业农村、交通运输、
公安交管部门单位，对申领《作
业证》的机手和农机作业服务主
体加强《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
管理规定》等有关法规宣传。

跨区作业车队调动期间，要
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维
护交通秩序，保障安全行驶。保
障合规农机运输车辆优先快速通
行。对非法上路拦截作业机械及
驾驶人的，由当地农机化主管部
门协调处理。对严重扰乱跨区作
业秩序、涉嫌违法犯罪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惩处。

□光明网记者宋雅娟报道

近日，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新
一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公告发
布，面向产业需求和生产急需登记推
出特色品种 1254个，同时撤销“仿种
子”问题品种313个，将持续健全“服务
生产、引导创新、有进有出”的品种登
记动态管理机制，加快推动品种更新
换代。

为落实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服务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全国登记品种已覆盖特色粮
食、油料、糖料、蔬菜、果树、茶树及橡
胶树等七大类29种作物。

本批登记品种主要有三个特点：一
是注重保障生产急需。聚焦粮油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需求，新推出一
批优质高产油菜品种，其中短生育期

冬油菜（全生育期180天以内）品种7
个、高油（含油量≥48%）品种37个，目
前累计登记的高油品种占比达23%。

二是注重面向产业需求。此次登记
品种涉及25种作物，包括加工型马铃
薯、酿造用高粱、高油酸花生、水果黄
瓜、鲜食番茄、专用辣椒、礼品（小）西
瓜、网纹甜瓜、酿酒葡萄等78种特色品
种类型。

三是注重突出育种创新。本次登记
品种中，国内自主选育的新品种占比达
98%，其中企业选育品种占比54%，蔬
菜品种占到六成以上，多分布在山东、
河南、北京等蔬菜育种和生产优势区。

同时，按照中央种业振兴市场净化
行动部署，农业农村部持续推进“仿种
子”专项整治。所谓“仿种子”，是指对
某个品种或亲本进行简单修饰、模仿
改良而成的品种，这一类品种与原品

种没有显著区别，甚至可能盗用他人
亲本，仿冒、套用他人品种，严重扰乱
市场秩序，不利于种业自主创新、原始
创新。此前，已陆续发布七批撤销登记
品种公告，本次撤销番茄、辣椒、结球
甘蓝等“仿种子”品种313个。

目前，“仿种子”清理已转入常态
化，持续维护保护自主创新、促进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不断增强育种单位
和企业加大品种研发投入的信心和决
心。

据悉，农业农村部将继续扩大“仿
种子”清理范围，加强登记品种跟踪评
价和鉴评推介，加快优质特色品种推
广应用，同时加快修订品种登记办法，
强化DNA指纹应用，严格品种登记审
查，从源头上防止“仿种子”，为保障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构建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提供良种支撑。

□包庆淼报道

近日，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金庄镇
卞家庄村千亩樱桃园内，人们正在采

摘成熟的大樱桃。
近年来，泗水县聚焦“一村一品”建

设，通过“泗水樱桃”“泗水西瓜”等特色
产品引领，构建起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利用土地流转、技术托管、订单收购等
多元化合作模式，让2.3万农户实现“租
金+薪金+股金”三重收益。2024 年，该
县特色农业产值突破20亿元。

313个“仿种子”被撤销
本次撤销番茄、辣椒、结球甘蓝等“仿种子”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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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特色瓜果成为增收新实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刘学报道

中央气象台预计，即日起至5月
19日，我国黄淮中西部、华北南部、
陕西关中等地无有效降水，日最高气
温将在 32 摄氏度以上，其中 16 日、
18日至19日将超过35摄氏度，局地
可达37摄氏度以上。河南西部、陕西
关中、山西南部等地冬小麦干热风风
险高，河南焦作、洛阳，陕西渭南、
咸阳，山西临汾、运城干热风风险很
高。

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韩丽娟认

为，我国干热风影响范围主要覆盖黄
淮海平原、汾河盆地、河西走廊和新
疆南部等小麦主产区。当前正值我国
北方冬小麦产量形成关键期，此时段
的气象条件对小麦产量影响显著。当
干热风发生时，会加剧小麦蒸腾作
用，导致根系水分吸收和植株蒸腾失
衡，进而引发灌浆受阻，出现颗粒不
饱满甚至空粒现象，严重影响最终产
量。

韩丽娟分析，此次干热风主要影
响陕西、河南和山西等地。因前期持
续干旱导致土壤墒情不足，当地作物

受影响程度更为突出。本次高温时段
主要出现在16日至19日，最高气温
将突破35摄氏度，预计20日后可能
出现的降水过程将缓解干热风危害，
但若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可能造成
小麦千粒重损失。

韩丽娟提示，“一喷三防”是防范
干热风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即将杀虫
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
一起喷施，从而达到防治小麦病虫、
防止干热风、防止小麦倒伏的目的。
需特别注意的是，应避免大水漫灌，
防止后期倒伏造成另外损失。

中央气象台预计多地干热风风险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