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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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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年1月27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落实发展新

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这

是自二I)114年以采中央一号丈件连续第1 3次聚焦“三农”

那么，此次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在哪儿?对于农业发展曲

新形势、新问题，一号文件又将以怎样的政策进行引导?为

此《中国农资》对文件中农资行业最关注的内容以及相关

解读进行梳理，为行业提供参考．

云农之变：包容、整合、共赢
——访云南农业生产资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蕾蜜长、总绎碑朱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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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包容，整合资源．合作

共赢”是企业对外发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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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部署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本报讯经李克强总理签

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入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部
署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

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
的内需潜力所在，是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也是一项重要的
民生工程，要总结推广各地区

行之有效的经验，深入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充分释放新型
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

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久
强劲动力。

《意见》强调，深入推进新
型城镇化，要坚持点面结合、

统筹推进，着力解决好“三个1
亿人”城镇化问题，全面提高

城镇化质量，充分发挥国家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作用，带动

全国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创

新；坚持纵横联动、协调推

进，加强部门间政策制定和实
施的协调配合，推动相关政策

和改革举措形成合力，加强部
门与地方政策联动，确保改革

举措和政策落地生根；坚持补
齐短板、重点突破，加快实施

以农民工融入城镇、新生中小
城市培育发展和新型城市建设

为重点的“一融双新”工程，
瞄准短板，优化政策组合，弥

补供需缺口。
《意见》提出了九个方面36

条具体措施。

一是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

革政策，鼓励各地区进一步放宽

落户条件；全面实行居住证制
度，推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
落户城镇常住人口；推进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加
快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

励机制。
二是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加

快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
造，加快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

设。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
程，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动绿

色城市、智慧城市等新型城市建
设，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三是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

特色小城镇，提升县城和重点镇
基础设施水平，加快拓展特大镇
功能，加快特色镇发展，培育发

展一批中小城市，加快城市群建
设。

四是辐射带动新农村建设，
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

村延伸，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带动农村电子商务发

展，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
镇化结合。

五是完善土地利用机制，规
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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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
机制，因地制宜推进低丘缓坡地
开发，完善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机制。
六是创新投融资机制，深化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加大政府

投入力度，强化金融支持，多渠
道保障城镇化资金需求。

七是完善城镇住房制度，建
立购租并举的城镇住房制度，完

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发展
专业化住房租赁市场，健全房地
产市场调控机制。

八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深化试点内容，扩大

试点范围，加大试点支持力度，
鼓励试点地区发挥首创精神，尽

快实现重点突破。
九是健全新型城镇化工作

推进机制，强化政策协调，加
强监督检查。强化宣传引导，

推动新型城镇化取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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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种业权益改革P

根本在于调动秤技人员的积极1

性．注重用产权激发科技人员

的创新热情；要针对科研人员

持股兼职等问题，探索科研人1
员分类管理机制；要畅通科技
成果转化渠道，发挥市场决定

性作用。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
在在的产业活动；要按照“基

础研究不能改弱，单位实力不
能改小。科研人员收入不能改

少”的基本要求，促进改革单

位整体提升；在激励创新转化1
的同时，严格遵守党纪国法，

健全制度规范，严防职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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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元
2015年7月，安徽省信用联

社与安徽省扶贫办联合下发《安

徽省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实施方
案》，启动“创新发展挟贫小额信

贷”。到2015年末，已授信贫困
户10．41万户．授信金额19．62亿

元．发放贷款余额2．18亿元。

579个
近日。刚被评为宁波市级

示范性家庭农场的裘村枫弄家
庭农庄，生意十分红火。这是
奉化市家庭农场为发展都市现

代农业打头阵的一个缩影。据

统计。截至去年底，浙江省宁

波市家庭农场已有579个，产

业涵盖蔬果种植场、茶场、牧
场、水产养殖场等多个领域。

(本版文章均由本版鳊辑根

据相关资料整理)

农业部发布科学应对厄尔尼诺防灾救灾保丰收预案
本报讯近日，农业部发布

《科学应对厄尔尼诺防灾救灾保
丰收预案》，要求牢固树立抗灾
夺丰收思想，贯彻发展新理念，

立足于早，依靠科技进步，创新
服务方式，加强分类指导，突出
重点区域和关键农时，大力推进

主动避灾、科学抗灾、有效救灾，
落实关键技术，强化工作责任，

科学应对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有
力有序推进农业防灾减灾，切实

减轻灾害损失，为促进粮食稳定
发展和农业质量效益提升奠定

基础。《预案》指出，受厄尔尼诺
影响，预计今年极端天气事件多

发，洪涝重于干旱。
《预案》要求，一是防范北方

冬麦区春旱。提前检修灌溉设

施，加强旱情监测，采取浇水抗

旱、农艺保墒、化控增湿等多种
措施应对旱情。

二是防湛东北地区低温春
涝。及早搞好种子调剂调运，一

旦播期推迟，及时指导农民选用
适期和偏早熟品种。利用大机

械及早耙耢地融雪化冻，疏通沟
渠，抢排积水，除水散墒。及早
腾茬整地，推广玉米催芽播种、

水稻大棚育秧和机整地、机插
秧、机播种，加快播种进度。

三是防范长江中下游地区

阴雨寡照和洪涝。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清理疏通田间沟渠；抢
修灾毁农田，查苗洗苗扶苗，涝

绝收地块要及时改种补种；及时
制定田间管理技术意见，指导各

地因时因苗科学调控肥水；及时
调剂调运农用物资，落实防灾救

灾资金。

四是防范西南地区春旱。

以水布局，做到“有水种稻、允I、

改旱”。加强种子调剂调运，积
极组织工厂化育秧，推广水稻旱

育秧和地膜覆盖等旱作节水技
术。加强抗旱春管，对因旱绝收
地块，因地制宜搞好改种补种。

五是防范部分地区病虫害
突发成灾。强化病虫害测报；推

行分区施策、分类指导，开展区
域间联防联控、区域内统防统

治，落实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稻
瘟病等重点病害控制关键技术，

推进病虫统防统治。带动群防群
治，实施综合治理。

I匹lJII农业开辟转型新路
．本报讯近日，四川召开农

业机构改革后的首次全省农业
工作会议，明确2016年全省农

业工作总体要求是，以五大发展

理念为引领，以“稳粮调结构、转
型增效益、发展可持续”为工作
主线，加快推动农牧渔结合、种

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扎实抓好产业脱贫开发，实

现农民持续增收。力争今年农
业增加值增长3％以上，主要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到55％，2020年全省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达到800亿斤以上。
据了解，去年四J1I省政府

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的实施意见》，决定

选择成都市和全省20个不同类
区县建设一批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示范区，先行先试探索经
验。一是引导适度规模经营，

走集约高效发展路子；二是瞄准
市场消费导向，走提档升级发展
路子：三是完善农业科技支撑，

走创新驱动发展路子；四是立足
资源禀赋条件，走错位发展路

子；五是加强农业生态保护，走
永续发展路子；六是谋划好需求

侧管理，走赶超发展路子；七是

促进三次产业互动，走融合发展
路子；八是运用内外市场和资
源，走合作开放发展路子。力争

到2020年，全省土地流转面积
占耕地面积的40％以上，适度

规模经营面积占流转面积的
三分之二。全省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率达到75％以上，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以

上；全省农作物秸秆、畜禽粪
便和残膜基本得到资源化利

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
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6％以上；

建成4430万亩集中连片、旱涝
保收、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

高标准农田，实现农民收入1／
3农产品加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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