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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逐鹿中原向“新”行

4 月 1 日，工作人

员在位于山西省晋中

市榆次区的山西新能

源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吉利晋中基地） 甲醇

重卡生产线上作业。

穿梭在道路 上 的

新能源汽车、翱翔在天

际的无人机、精密的集

成电路芯片……如今

的山西省晋中市处处

涌动着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热潮。

杨晨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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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农资”连点成网

为农服务提质增效

———供销合作社系统创新优化农资供应

权威发布

国家能源局：

提升电力系统

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

6 月 4 日，由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做

好新能源消纳工作 保障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公布。

《通知》旨在提升电力系统对新能源的消

纳能力， 确保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的同时保持

合理利用水平，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通知》提出了加快推进新能源配套电网

项目建设、 积极推进系统调节能力提升和网

源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

用、科学优化新能源利用率目标 4项重点任务。

根据《通知》，2024 年开工的新能源配套

电网重点项目包括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河

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配套 500 千伏送出工

程、安徽亳州谯城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黑龙

江大庆实验平台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等 37

个项目。 （刘园园）

水利部：

部署开展长江流域河道

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决定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部署开展长江流域河

道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专项整治行动由水利部统筹，长江

水利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 长江

流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河长制办公室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实

施。 专项整治行动以加强河道砂石采运管理

单管理使用为主线， 围绕长江流域河道砂石

开采、运输、过驳、堆存等采运砂环节，依法严

厉打击整治违规采运砂石和违规使用采运管

理单行为，严格采砂船舶集中停靠管理，严肃查

处非法采砂船舶和违规收运无证砂石行为。

通知要求， 各地要深刻认识加强长江流

域河道采砂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以高度

负责的精神和强有力的措施， 保质保量完成

专项整治行动各项任务。 （王仁宏）

金融监管总局：

推进农险精准投保理赔

保障农户收益和粮食安全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期

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全面实施稻谷、小麦、

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

保险政策。

农险承保理赔服务水平是事关农户的获

得感和农险成效的“试金石”。 在国新办近日

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 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

险监管司司长尹江鳌介绍， 2023 年， 农险赔

付 1124 亿元 ， 同比增速 25.4% ， 惠及农户

5772 万户，农险赔付率已达到 80%。 今年 1 至

4 月，农险赔付 294 亿元，同比增长 8%，惠及

农户 813 万户。

尹江鳌表示，总的来说，我国农险取得了

很大成效。 但在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等

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杜燕飞）

新闻·视点

数字化服务到家门

农资供应更加高效

近日， 一辆标着“数字移动药

房”的货车满载农资，驶到浙江省平

湖市绿丰农场的麦田边， 平湖市丰

达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把农

药搬到田头， 农场负责人潘峰将其

补充到农用机械中，开展田间作业。

“现在可方便了，只需在数字平台下

单，就有人把农资送到家门口。 ”潘

峰说。

潘峰使用的平台， 就是平湖市

供销合作社（农合联）打造的“智慧

农资商城”小程序。 打开小程序，新

型肥料、 高效环保农膜等绿色农资

产品一应俱全。 农忙时，“数字移动

药房”车内备足了除草剂、杀虫剂、

杀菌剂等常规农药，形成“线上下单

+ 线下配送 + 全链服务” 的数字化

服务模式。 目前，“数字移动药房”

农资配供服务体系已覆盖当地 500

多个种粮大户及众多小农户。

健全的农资经营网络， 是确保

农资供应高效畅通的重要载体。 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农资与棉麻局局长

龙文介绍，近年来，供销系统持续做

强做优做大农资企业， 健全完善农

资经营网络，夯实为农服务“最后一

公里”，着力让农民享受到更为优质

便捷的服务。

龙文介绍，下一步，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将指导各省级供销合作社落

实《全国供销合作社农资网络体系

建设专项规划 （2024—2028 年）》。

未来 5 年， 计划依托“六横七纵两

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优化仓储设

施布局， 新建或改造提升 100 个左

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 、1000

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 ， 新建

600 个左右县域农资企业， 推动供

销合作社系统农资经营网络连点成

网、融合发展。

庄稼挂上“专家号”

农资服务更加多样

在浙江省长兴县港口村， 农户

们在家门口就能给庄稼挂上省里的

“专家号”了。

现在， 不少供销合作社在原有

农资保供网点的基础上， 建设了新

型“庄稼医院”。 港口村“庄稼医生”

吴卫彬介绍，“庄稼医院” 在“浙农

服”数据平台的赋能下，实现了迭代

升级。 今年，“庄稼医院” 还上线了

农资记账本、 视频远程问诊等新功

能，推出了种粮补贴、保险咨询等小

程序，让农民享受更多定制服务。

“庄稼医院”，是农资服务方式

创新的一个侧面。 创新农资服务方

式是实施“绿色农资”升级行动的重

要内容。

据介绍，目前供销系统已有 6 万

多家“庄稼医院”、1.7 万多家为农服

务中心，精准精细为农民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供配方施肥等农业社会

化服务，并利用农资物联网等，为农

民和农资经销商等提供农资价格、农

资购销、线上培训等综合服务，促进

化肥农药等农资减量增效。各地加大

绿色农资研发生产和销售力度，不断

优化供应结构。 2023 年，全国供销合

作社系统水溶肥、有机肥销售量同比

分别增长 35.4%、25.5%。

在江苏省兴化市大米全产业链

示范基地有机肥处理中心， 工人们

有条不紊地上料、翻抛、粉碎。 发酵

后的畜禽粪便化身为黑色粉末状有

机肥。“我们和周边 4 家养殖场合

作， 定期收集畜禽粪便来‘变废为

宝’。 ”兴化市供销合作社所属江苏

五谷丰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倪伟说。

“绿色农资”升级，离不开减少

农废污染，促进可持续发展。一些地

区依托农资经营服务网点， 构建废

弃物回收再利用体系， 提高资源再

利用水平。

龙文说，下一步，系统将支持农

资企业整合各类创新资源， 创新经

营服务模式， 大力推进农资销售与

技术服务融合发展，拓展测土配方、

统防统治、农机作业、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等服务功能。

规范管理可追溯

农资质量更有保障

在贵州省贵定县， 每到农忙时

节， 老城区路口的供销合作社农资

店总是人来人往。“乡亲们的信赖，

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 ”农资店

相关负责人说。

这家农资店的红火， 得益于当

地实行的农资商品有假先行赔偿制

度。 贵定县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

彭朝飞介绍， 辖区内网点由贵定县

供销合作社的相关部门收取信用保

证金，存入专户统一管理，若出现质

量问题由供销合作社全权负责。 其

他农资经营网点和厂家直销点在所

在辖区工商部门开设信用保证金专

户， 若有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给农户

造成损失， 经查证可用保证金先行

赔付。

据了解，“绿色农资” 升级行动

开展以来，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切

实加强农资保供工作机制、 农资质

量管理制度和信用体系建设。 定期

监测系统重点企业肥料购销存情

况，增强系统农资供应保障能力。

同时，从严加强农资质量管理，

进一步加大农资质量追溯力度。 据

介绍， 目前已有 130 家系统农资企

业加入“中国农资质量安全追溯平

台”， 累计发放产品追溯码 13.5 亿

个， 消费者查询超过 9454 万人次，

提升了农资企业质量管理规范化水

平。 （齐志明）

化肥等农资是粮食的“粮食”，农资供应是否量足价稳，事关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

2022 年 8 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以下简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制定《“绿色农资”升级行

动方案（2022—2025）》，对加强农资保供工作机制建设、健全提升农资流通网络体系、创新优化农资

供应服务方式、切实加强农资质量管理等作出部署，促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如今，“绿色农资”升级行动取得哪些成效？ 如何提升为农服务能力、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