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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规模“三夏”小麦跨区机收基本结束
全圈已黢蒺冬小麦3，霪亿亩，髓过应浚谶积95％

本报讯近今年全国“三
夏”小麦跨区机收大会战自5月

26目从江淮、黄淮主产区启

动，由南向北梯次推进，总体

进展顺利。截至6月19日，湖

北、安徽、河南、江苏、陕

两、山东、河习E、山西等小麦

主产区相继告捷，全国已收获

冬小麦3 2亿亩，超过应收面积

95％，标志着全国大规模“三

夏”小麦跨区机收基本结束。
总体来看，今年“三夏”机械

化生产呈现以下五个特点：
一是机具投入多，机收机

播水平持续提高。据初步统

计，今年全国投入麦收的联合
收割机总量达到6()万台，同比

增自口4万台。目前全国已完成冬

小麦机收面积3亿亩，机收水平

达到93％，其中黄淮海主产区
小麦机I恢水平达到98％；全国

投入玉米播种机152万台，已完

成夏玉米机播面积1 4亿亩，机

播水平接近80％，其中黄淮海
主产区夏玉米机播水平达到

93％，同比增加近3个百分点。

二是作业进度快，应对天

气变化及时有效。针对“三
夏”期间复杂多变的气象条

件，农业部加强与中央气象台

的沟通协作，及时发布麦收气
象预警，指导地方及时组织机

具开展抢收6月5-13目，全国
麦收日机收进度连续9日超过

1500万亩，麦收进度明显加
快。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6月

19日基本结束，历时25天，比

去年整体提前』，1天。

三是服务保障好。三夏跨
区作业秩序平稳。各省农机化

主管部门会同交通管理部门免
费发放了36万份《跨区作业

证》，持证机车可免交车辆通行
费。今年农机跨区作业转移秩

序良好，小麦机收作业价格平

稳，未发生大规模的拦机截机
现象，局地收割机扎堆窝工情

况较往年减少，没有出现重大

收割机安全生产事故。

四是信息服务优。“互联
网+农机”崭露头角。“三夏”

期间，各地农机部门及时收集
机具供需、收种进度、作业价

格、气象变化等信息，并通过“全
国农机化生产信息服务平台”等

渠道免费发布。雷沃重工、中联
重科等农机企业今年首次开启

“互联网+维修”的服务模式，联

合收割机用户通过手机扫码等
方式，就可及时获得一对一的售
后人员(或维修人员)技术服

务。各地积极推广“农机直通

车”手机APP，借鉴“滴滴打车”
模式，可实现农机手和种植户的

点对点服务，促进小麦机收供需
双方有效对接。通过互联网平

台，不少农机手找活更加方便，
机务管理更加高效．精准化、智

能化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机作业
的效率与效益。

五是技术推广实。秸秆综
合利用水平提升。各地聚焦耕

整地、种植、收获、植保、烘干、秸
秆处理等全程机械化作业，特别

是加快发展机械化秸秆还田和

产地烘干，确保小麦收得下、储
得住、环境好。“三夏”期间，各地

大力推广机收机播“一条龙”作
业模式，实现了收播同步、压茬

进行。江苏、安徽等省地方财政
拿出专项资金，对机械化秸秆粉

碎还田给予每亩10～25元的作

业补贴，有效地减少了秸秆焚烧

现象。山东、河北、四川、天津等
地推广秸秆捡拾打捆利用技术，

将秸秆变废为宝。据统计，黄淮
海地区小麦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超过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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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副部长余砍荣

马铃薯主食开发是一项创

新性系统工程，涉及生产、加

工、消费等多个环节，在推进

过程中还面I临主食加工专用品

种少、产品质量检测标准缺、

主食加工原料成本较高、政策

支持力度仍然偏弱等困难和问

题。要强化行政推动、注重市

场拉动、加大政策促动，在已

有工作基础上，加力推进技术

创新，加快研发适应市场的产

品，不断拓展产品市场，有力

有序推进马铃薯主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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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亿元
从国家开发银行扶贫开发

工作会议上获悉：未来5年，国

开行将安排不低于1 5万亿元融

资总量，精准支持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易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

发展、教育卫生改善等领域。

828．5公厅
由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组织

的专家组对莱州市冬小麦绿色

增产模式攻关田进行了实打验

收。经过严格的丈量面积、机

收脱粒、称重、测水、测杂等

环节，实收3．53亩，收获鲜籽

粒3137．6公斤，平均亩产达

828．5公斤，创新了全国冬小麦

单产最高纪录。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由本

版编辑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水肥一体化示范推广提速
全圈水§跫一体化示范推广工作会议在山东寿光召开

《中国农资》记者蒋政
．

i j

6月19日，由农业部全国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复合肥料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金正大集团

主办的“2016年全国水肥一体

化示范推广工作会议”在山东寿

光举行。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

一tZ,glj主任谢建华表示，全国农技
推广服务中心将继续在全国14

省开展金正大水溶肥试验示范，

强化重点地区重点作物上的示
范推广，进一步做好技术模式集
成创新，提供技术参数，制定主

要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方案，我
国水肥一体化示范推广再提

速。会上，金正大集团正式启动

“2016年水肥一f乐化示范万里

行”活动。
据了解，我国适宜发展水肥

一体化的农田面积超过5亿亩，

目前推广面积为7000万亩左
右，仍有很大潜力。随着农业部

印发《推进水肥一体化实施方案
(2016-2020)》以及《农田水利

条例》公布，我国水肥一体化技
术迎来良好推广契机。

自2014年6月开始，全国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金正

大集团，在新疆、内蒙古、广西、
云南、甘肃、山东、河北等1()多

个省区开展水溶肥的示范推广
工作。据统计，2015年金正大

水溶肥试验示范共在1I省15县

14种作物上实施完成17项试验

示范，其效果显著。
金正大集团副总裁陈宏坤

说，近两年，金正大提出了“打造

全球最大水溶肥生产基地”和
“鼎力助推中国水肥一体化发

展”的目标，此次启动“2016年
水肥一体化示范万里行”活动，

将在全国重点省份、重点区域、

重点作物建设1000个水肥一体

化标准示范田；组织10万名种
植大户学习水肥一体化技术；普

及100万农户认识和接受水肥
一体化技术。来自全国十几个

省市土肥站负责人及水肥一体
化技术推广人员、种植大户约
400人参加会议。

重庆市全面推行农业“三项补贴"改革
本报讯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今年重庆市将全面推行农
业“三项补贴”改革，将农作

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
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

业支持保护补贴”。近日，从重
庆市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培

训会上获悉，重庆市级下达区

县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用
于一般农户耕地地力保护和种

粮大户支持保护补贴，补贴资
金将一次性发放，同一地块一

年只能享受一次补贴。

重庆市农委粮油处处长袁

德胜说，“三项补贴”改革是农
业补贴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

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将直接发

放给农民的补贴与耕地地力保
护挂钩。

补贴标准是多少，据介

绍，种粮大户补贴标准为每亩

230元，粮食作物之间套种的
不重复计算补贴面积，鼓励粮

食适度规模经营。

袁德胜表示，每个种粮大

户和一般农户的补贴面积、补

贴标准、补贴金额必须张榜公
布，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公示

内容与实际补贴发放情况一
致。重庆市将严格落实定期检

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补贴监
督机制，坚决杜绝虚报冒领、

截留挪用}t-Ⅲa资金等违规现象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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