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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榆宣）眼下，正是备春耕时节，购置农
资成为农民们的头等大事。通榆县提前谋划、合理安
排，备齐备足种子、化肥等农资，为全年农业生产开好
头、起好步提供坚实保障。

近日，在通榆县承平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仓库
内，一袋袋化肥摆放得整整齐齐，玉米、大豆等各类种
子分类存放，码放有序。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确保春耕期间农资充足供应，他们从去年年底就开始积
极筹备。

与此同时，在通榆县新洋丰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的大厅里，科技小院的专家正在为前来购买化肥的农户

讲解预选化肥的肥料元素、原理应用、适用情况等，并
对农户提出的问题进行逐一解答，为农户化肥选购给出
专业的建议和指导，增添了农户稳产增产的信心。

通榆县禾润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仓库内，工作人员将
一袋袋种子有序装卸，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笔者，今年不仅种子种类齐全，各类肥料也
备货充足，能够满足不同土壤条件和农作物生长阶段的
需求。同时为了方便农户，他们还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做到农户随来随买、车辆随到随装。

截至目前，通榆县各农资经销企业、门店调购化肥
14.92万吨、地膜801吨、农药114吨，玉米、大豆、

油料等春播农作物种子4953吨，已检修各种农机具3.4
万台套，确保全县农资供应不断档、不脱销，维持量足
价稳的良好态势。

春耕备耕除了农资保障到位外，农资质量监管也是
重中之重。“春耕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农资市场
的监管力度，严格把控农资质量安全关，对农资产品进
货渠道、产品质量等进行现场抽查，对掺杂掺假、以次
充好等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查处，力求做到全县春耕备耕
农资供应品类齐全、数量充足、质量优良、价格稳定、
服务优质，为春耕生产顺利开展保驾护航。”通榆县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董琇说。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2月23日发布，锚定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三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向全党全社会释放重农
强农的强烈信号。

围绕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等热点话题，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日前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进行全面解读。

热点一：如何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我国粮食总体上仍处于供求紧平衡状态，抓粮食
生产不能松劲懈怠。”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
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表示，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应在以
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要把粮食增产的
重心放在大面积提单产上，进一步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
程实施规模，加大高产高效模式集成推广力度。

二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要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提升农业
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力
攻克一批突破性品种等。

三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要践行大农业
观、大食物观，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拓
展食物来源，让老百姓的餐桌更加丰富，吃得更加健
康、更有营养。

四是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节粮减损在一
定程度上就是增产，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粮食和食
物节约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形成节约
粮食、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韩文秀表示，中央
一号文件从严守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管住耕地用
途等方面作出重点部署，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热点二：过渡期后帮扶政策往哪走？

2025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致贫的底线，绝不仅仅是今年的年度性任务，过渡期后
也必须长久、永久地守住守牢。”韩文秀表示。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
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韩文
秀说，当前正在组织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进行总体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之
上，对各项帮扶政策分类优化完善。

他表示，对于农村低收入人口，重点是统筹开展农
村低收入人口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识别监测，强化对
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开发式帮扶，加强社会
救助兜底保障，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增强“造血”功
能。对于欠发达地区，重点是促进这些地区振兴发展，
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通过东西部协作、定点
帮扶等机制给予差异化支持，让欠发达地区在现代化进
程中逐步赶上来。

热点三：如何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促
增收？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农产品进口是减
轻资源环境压力、弥补供需缺口、平衡贸易关系的重要
途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
机制。综合施策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
水平，稳定市场供需。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采取一揽子措施促进肉牛、奶牛
等行业纾困，下一步随着政策持续发力，生产经营状况会
有望好转。”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说。

如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祝卫东说，文件着重从着
力发展富民产业和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增收两方面，部

署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他表示，现在到县域就业、回老家创业的农民工越

来越多，文件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扩大以工
代赈项目实施规模，在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增收。

热点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如何
走实？

中央一号文件统筹部署了乡村建设和治理重点任
务，着力推动乡村面貌由表及里、形神兼备地全面提升。

祝卫东说，要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乡村建设
不能平均用力。”他说，要顺应人口变化趋势，合理确
定村庄建设重点和优先序，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建
设模式。

他表示，乡村建设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考
虑地方财力、农民需要和接受程度，重点突出一个

“实”字，集中力量办成一批农民群众急需急盼的实
事，坚决反对搞花架子、形象工程。

热点五：农村高额彩礼怎么破？

祝卫东表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针对高额彩礼问题，既要
结合实际拿出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也要加强对农
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他说，群
众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转变需要有个过程，农村移风易
俗要避免用急风骤雨、“一刀切”的办法硬干蛮干，而
是要常抓不懈、绵绵用力，德润人心、化风成俗。

中央一号文件对持续整治人情攀比、大操大办、
厚葬薄养、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祝
卫东表示，关键是把群众工作做实做到位，把道理讲
清楚，既要坚决对不良风气说不，又要帮着农民想出
路、找办法。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张赫）近日，大安市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执法检查，切实保障农民群众
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确保全年农业生产平稳
开局，为春耕备耕工作顺利进行奠定坚实基础。

检查中，执法人员深入部分农资经营门店，对种
子、农药、肥料等关键农资产品的生产资质、原料采
购、生产日期及仓储管理等相关信息进行详细检查；

通过检查种子审定编号、农药登记证号及产品备案表
等关键信息，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对发现的产
品摆放不规范、记录不明确等问题，执法人员要求相
关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叮嘱他们要加强日常管理，确
保农资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同时，执法人员还向农资
经营人员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经营户切

实依法履行主体责任。
大安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孙鹏飞表

示，“我们主要是对农资市场进行专项检查，严厉打击
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网络非法销售种子等违法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一查到底，不断净化种子市场，
让农民买到放心种子，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本次执法检查，出动执法人员80人次，重点检查
了100余家农资经销门店，检查行动将持续至春耕结
束，全力保障大安农业生产安全。目前，大安市农资市
场种子、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储备充足，且价格平
稳，能够满足春耕生产需要。

通榆县：农资储备足 春耕有保障

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中央一号文件释放重农强农强烈信号

●新华社记者 古一平 胡璐 王靖

加强农资监管 护航春耕生产

垃圾分类科普知识

核桃壳是什么垃圾？
核桃壳是其他垃圾。核桃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坚果，我们吃完核

桃后，扔核桃壳的时候要放到其他垃圾桶。由于它不像瓜子壳那样容易处
理，难腐蚀且质地坚硬不易粉碎，易损坏厨余垃圾末端处理设备，所以要
放到其他垃圾里面。

核桃壳有哪些用途？
把核桃壳收集起来清洗干净，然后放到锅中熬煮，等水煮成粘稠状关

火。放凉后，把牙刷浸泡在煮好的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用来刷牙，每
天1次到2次坚持使用，就会发现牙齿上的牙垢减少了。

把剥下来的核桃壳收集起来，放到锅中煮，大约煮5分钟左右，将煮
好的核桃壳过滤出水分，然后用来浇花，这样可以使花卉长得更加茂盛，
将过滤出的核桃壳放到花盆中则是很好的肥料。 （据学习强国）

推推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

农业品牌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志。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意见》，提出“实施农业品牌精品
培育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农业品牌建
设的方向和重点。

截至 2024 年底，全国已组织开展三批
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培育计划品牌总数
达到226个，涵盖粮油、果品、畜禽、蔬菜
等多个类别，五常大米、洛川苹果、潜江龙
虾、章丘大葱等一批特色鲜明、质量过硬、
信誉可靠、竞争力强的农业品牌精品深入人
心，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了农民持续
增收。不过也要看到，我国农业品牌多而不
精、大而不强等问题仍然突出，品牌竞争
力、影响力、带动力都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以精品品牌培育为引领，以区域公用品
牌为主抓手，以核心授权企业和产品品牌为
基础支撑，推动农业品牌由小、散、弱向
大、精、强转变，将带动提升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水平。在农业品牌培育过程中，农产品
品质、营销能力和制度环境构成了品牌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绿色优质农产品是农业
品牌的生命线，高效营销是农业品牌的放大
器，良好的制度环境则是确保农业品牌价值
实现的催化剂。

筑牢农业品牌培育基础。农产品品质是
农业品牌培育的物质基础。要坚持市场导向、
质量导向，把安全、优质、绿色作为农产品品
质提升的基本要求，充分挖掘乡村“土特产”
资源，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
足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
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水平，增强产品附加值。农耕文化是农业品牌培
育的精髓灵魂，要充分挖掘农业多元功能，使农业品牌业态更多元、形
态更高级。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历史人文特征和产业特色，挖掘品牌文
化、讲好品牌故事，以故事沉淀品牌精神、树立品牌形象。农民合作社、
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品牌培育的中坚力量。
要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树立品牌意识，积极创建产品和服务品牌，提
升农产品价值和服务效益，提升品牌规划、运营服务、营销推广、监管保
护等能力。鼓励扶持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坚定走“品牌强农”道
路，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提升农业品牌营销能力。营销能力是农业品牌培育的核心引擎，
能够将农产品价值有效转化为市场认知，从而实现从“田间优势”到

“消费认同”的价值跃迁。要坚持需求导向，丰富营销场景、创新营
销方式、拓展营销渠道，推动传统营销与现代营销相融合。充分发挥
农业展会、产销对接会、产品发布会等传统营销平台作用，创新打造
消费体验馆、电商直播基地等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营销场景。借
助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农业农村电子
商务新业态，增强数字化营销能力，拓宽品牌流通渠道。加大海外营
销力度，鼓励农业企业参加国际知名农业展会，提升农业品牌影响力
和溢价能力。借力共建“一带一路”等契机，强化与国际农产品贸易
合作平台等的交流，推动农业品牌国际合作。

品牌管理制度是农业品牌培育的长效保障。要坚持以品牌可持续
发展为导向，探索构建“标准—监管—激励”三位一体的品牌管理制
度体系，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农业品牌治
理格局，为农业品牌培育提供长效制度保障。加快农业品牌标准化建
设，推动农业品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研究制定，建立完善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建设评价标准和管理规范。完善农业品牌目录管理制度，
建立品牌定期审核与退出机制。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和标准化生
产管理流程，建立农业品牌认证体系，同时加快完善农业品牌保护协
作机制，严厉打击冒牌套牌等侵权假冒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探索建立
品牌激励机制，推动项目资金向品牌主体倾斜，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
贷条件，支持农业品牌精品培育。 （据《光明日报》）

本报讯（大融文/摄）连日来，
大安市红岗子乡抢抓农时，紧锣密
鼓地进行黄菇娘移栽工作，为今年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红岗子乡马营子村暖棚内，
工人们正在将培育好的黄菇娘幼苗
从育苗盘中取出，熟练地将幼苗植
入定植穴，随后再轻轻压实培土，
现场一派繁忙的劳动景象。

据红岗子乡马营子村种植户刘
晓双介绍，她们2月下旬开始移栽
黄菇娘幼苗，比去年早20多天，一
共34栋暖棚，预计4月10日黄菇
娘就可以上市。

近年来，大安市红岗子乡积极
探索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
棚膜经济，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
动黄菇娘、香瓜等产业向标准化、
产业化方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深入实施。

“今年红岗子乡的棚膜种植总面
积达到了4000多亩，主要以黄菇
娘、香瓜等为主。接下来，我们会
全力做好备春耕的各项保障工作，
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为全年的
农业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安市
红岗子乡农业站站长桑东海说。

图为工人移栽黄菇娘幼苗。

本报讯（记者薛睿）随着天气逐渐
转暖，我市广大农户积极行动，全力投
入到农资储备工作中，为即将到来的春
耕生产做好充分准备。

近日，走进白城市东源农业公司销售
大厅，各类农资产品琳琅满目，化肥、种子
等整齐码放，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正
热情地为农户介绍农资产品的特点和使
用方法，耐心解答农户们的疑问。

洮北区东风乡农户刘玉明早早地来

到了销售大厅，他今年计划种植100亩
水田。刘玉明在咨询农资销售人员后，
满意地订购了所需的种子和化肥。“我主
要种植蔬菜和水田，这些年一直和这家
公司合作，他们的产品和服务都很不
错。”刘玉明说。

除了充足的农资储备，白城市东源
农业公司还配备了经验丰富的农业专家
团队。这些专家不仅为农户提供专业的
增产技术指导，还免费为他们讲解作物
的病虫害预防知识。

“为保障春耕顺利进行，我们公司从

去年年底就开始着手农资储备工作，与
多家优质供应商合作，确保了农资质量
可靠、数量充足。”白城市东源农业公司
业务部经理鲍为行表示，“我们还为农户
提供了专业的增产技术指导，希望能够
帮助他们实现增产增收。”

备春耕工作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
系到全年的粮食生产和农民的收入水
平。为此，我市将加大农资供应力度，
确保农户用上放心农资。

大安市红岗子乡大安市红岗子乡：：大棚黄菇娘移栽忙大棚黄菇娘移栽忙 特色产业促振兴特色产业促振兴

人勤春来早 农民备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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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洮南市大通乡丰收农机专业合作社内，农机检修工作正在紧
张有序地进行，检修人员手持扳手、钳子等工具，对20余台旋耕机、拖拉机、
覆膜机、植保机等农机具进行全面检修，确保春耕春播时各类农机具能够正
常运转，为春耕生产提供有力农机保障。图为检修人员正在检修农机具。

启轩 高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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