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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崇信：

废旧地膜以旧换新

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废旧地膜大“变身”，春耕生产注活力。 甘肃

省平凉市崇信县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创新“新推广

＋

旧回收”模式，大力推广加厚地膜，

集中回收清理田间地头的废旧农膜， 积极开展废

旧农膜资源化利用，“白色垃圾”变废为宝，实现增

收、环保“双促双赢”。

3

月

19

日， 记者走进崇信县黄寨镇白新庄村

废旧农膜回收网点， 看到前来兑换废旧农膜的群

众络绎不绝， 一辆辆满载废旧地膜的电动三轮车

排起了队，村民们耐心等待着卸货后“以旧换新”，

网点工作人员忙着核对、登记，一派忙碌的景象。

白新庄村村民张斌勤说：“我今天拉了五车换

了一卷子地膜，党的政策实在地好，能把废的地膜

换成新的我非常高兴。 ”

废旧地膜兑换成一卷卷崭新的地膜发放到群

众的手里，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白新庄村村民侯志梅说：“今年我换了

3

卷子

地膜，也解决了我们农民的困难，政策非常好，也

解决了我们的这个污染，这个政策相当的好，我们

非常满意。 ”

今年以来， 崇信县全力推进地膜科学使用回

收工作，群众的农业生态环保意识明显增强、农膜

处置率稳步攀升，农田残膜污染得到有效缓解。

崇信县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站农艺师曹珊珊

说：“今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开展以来， 全县

已经兑换回收废旧农膜

360

多吨， 为农户兑换补

贴加厚高强度地膜

168

吨。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健

全完善回收网络体系， 持续强化宣传引导与政策

扶持力度，加强科研合作深度广度，全方位提升废

旧农膜回收率，全力打造绿色、可持续的农田生态

环境，为全县乡村振兴筑牢生态根基。 ”

（马媛媛）

湖南祁阳：

严把“三关”

推进春耕种子精准发放

为保障春耕生产有序推进， 祁阳市农业农村

局创新实施“三关”监管机制，对

2025

年早稻、玉

米、大豆种子发放工作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

每一粒良种都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

在肖家镇种子发放现场， 农业技术员手持剪

刀将印有“五丰优

317

”的种子袋逐包拆封，纪检、

财政、农业工作人员全程监督并拍摄取证，种植户

周交红在签字确认后，将裸种装入自备容器。“剪

袋发放既避免了二次倒卖，又能保证种子质量。 ”

市粮油发展事务中心主任易爱民介绍， 全市设立

22

个集中发放点，按照“不剪不发、发放必剪”原

则，采取种袋回收、影像留痕等措施，目前已规范

发放良种

340

吨。

在发放过程中，各镇（街道）建立“三优先”机

制：优先保障双季稻高产示范片、粮食监测点和交

通干线沿线区域； 优先满足连续种植双季稻的诚

信农户；优先采用“户申领

+

村审核

+

镇核准”三

级联审。针对往年存在的“撒胡椒面”式发放问题，

今年特别规定严禁村委会代领， 必须由种植户现

场签字领取。

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纪委监委成立专项督查

组，采取“四查四看”监督机制：查种袋回收数量是

否吻合、看发放程序是否规范；查育秧面积是否匹

配、看种植承诺是否兑现；查补贴申报是否真实、

看生产档案是否完整；查举报线索是否属实、看违

规行为是否追责。

“良种发放是粮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该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伍平友表示，通过构建“发放

-

种植

-

验收

-

补贴” 全链条监管体系， 既保障了

农民用种需求，又维护了惠农政策严肃性，为全年

粮食总产量突破

57

万吨奠定坚实基础。 下一步将

对种子育秧播种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确保良种良

法真正落地见效。

（龚后群）

量足价稳 我国春耕化肥供应有保障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对作

物产量的贡献达到

50%

以上，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物

资。眼下，全国春耕备耕正如火如

荼展开，各地进入用肥旺季。记者

3

月

17

日采访相关专家和企业

人员得到的消息显示， 目前我国

化肥产量充足，价格稳定。

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市场分

析师王晓雪介绍，今年

1

到

2

月，

我国主要化肥品种总产量整体小

幅增加，同比增长

2.84%

，综合化

肥产量、进出口量、库存和工农业

需求情况来看， 今年春耕期间化

肥供应总体有保障。

当前化肥企业正开足马力

生产，保障春耕备耕。 具体来看，

氮肥的主要品种尿素， 生产企业

开工率超

80%

； 钾肥的主要品种

氯 化 钾 ， 生 产 企 业 开 工 率 超

60%

，磷肥的主要品种磷酸二铵、

磷酸一铵， 生产企业的开工率均

超

50%

……

价格方面，中国农资流通协

会监测数据显示，

3

月

17

日中国

化 肥 批 发 价 格 综 合 指 数 为

2503.93

元

/

吨 ， 环 比 上 涨

0.20%

，同比下跌

10.21%

。

王晓雪说，尿素是春耕用肥

的主要化肥品种。 由于尿素价格

明显低于去年同期， 今年化肥整

体平均价格低于去年。 近期各地

春耕陆续展开， 化肥刚性需求明

显增加，价格环比略有上涨。随着

国家化肥储备投放市场， 目前化

肥价格已逐步企稳。

近期磷肥价格小幅上涨。

3

月

17

日，中国磷酸二铵批发价格

指数为

3924.28

元

/

吨， 环比上

涨

0.79%

，同比下跌

0.92%

；中国

磷 酸 一 铵 批 发 价 格 指 数 为

3433.35

元

/

吨 ， 环 比 上 涨

0.14%

， 同比上涨

2.50%

。“磷肥

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成本上

涨、春耕需求支撑等。 ”王晓雪告

诉记者，这种现象是阶段性的，近

期磷肥价格有的甚至低于去年

同期。

保障春耕化肥供应，还要促

进流通。 作为我国化肥流通的主

渠道，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已提

早行动，积极采购、调运化肥，满

足春耕需求。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资

与棉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

1

月末，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库

存化肥

2284

万吨，加上

2

月到

4

月计划采购到货的约

2700

万吨

化肥， 可满足全国春耕用肥需求

的

70%

。 全系统农资企业承担的

近

1000

万吨国家和省级储备化

肥已全部到位， 近期将按相关规

定陆续投放市场。 （据新华社）

3

月

21

日，

2025

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展示的智慧育种系统。

中国种子协会供图

当 AI 遇上种子

2025 种子大会聚焦智慧育种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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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 既记录着古老农耕文

明的农学智慧， 也蕴含着未来科

学技术的新突破。

3

月

20

日至

23

日在海南三

亚举办的

2025

种子大会暨南繁

硅谷论坛上， 智慧育种成为焦点

议题， 业内人士期待智慧育种破

译“基因密码”，开启种业创新的

新赛道。

“南繁硅谷”是国家种业科技

创新攻关的核心平台。 据估算，

我国新育成的农作物品种中，超

过

70%

经过南繁选育。

当下 ， 千行百业积极拥抱

AI

。 当

AI

遇上种子，如何助力培

育出“超级品种”？

高产是育种永恒的主题 ，如

今一粒好种子寄托了更多的期

待：不仅要高产，还要稳产；气候

变化下，需要更强的耐逆性；资源

环境约束下，要高效利用能量、资

源环境友好……

植物“低语 ”，科技“聆听 ”。

每一片叶子的卷曲、 每一粒种子

的饱满都是它们诉说的故事。

在会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

家洋提出“智能品种智能创造”的

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即集成生物

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培育

出自主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

品种。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认为，

作物的农艺性状成千上万， 要做

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需要

算力、 算法挖掘基因与性状的关

联，以此为基础整合优异性状。同

时，与传统的“小作坊式”育种不

同， 智慧育种需要以工业化思路

汇聚大量资源。

AI

育种、智慧育种正在从理

论走向现实。 在种子大会的室内

展览数字大屏上， 智慧育种成果

一一展现。

40

多家参展单位纷纷

拿出了新鲜科技与看家品种。

在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

坐在电脑前“云” 上管田成为现

实。 点开中国南繁硅谷数字化产

业全景图， 可以精准获取各个基

地的育种研发、良种繁制等情况。

通过遥感传回的信息， 科研人员

实时获取该基地的异常区分析和

植物冠层含水等情况， 并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

数据采集智能转型、 生物数

据整合创新、智能算法效能跃升，

构建出育种新场景： 崖州湾国家

实验室联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

等单位， 发布首个种业大语言模

型“丰登”；中国农科院科研团队

开发的算法能够精准预测作物表

型， 计算时间比传统统计模型缩

短

290

倍； 中种集团发布“玉米

品种晋级与精准定位决策系统”，

快速、 准确完成品种优劣势分析

和适宜种植区域的精准定位……

智慧赋能， 良种诞生更可

预期。

强优势杂交水稻组合的选

育， 往往需要测交成千上万个组

合才能选出

1

个强优势组合。“从

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 我们能够

利用算法预测出高产组合。”中国

农科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副院长李

慧慧说， 依托全基因组杂种优势

预测模型， 筛选出的一些组合已

进入新品种审定区域试验。

经过多年南繁育种实践 ，我

国农业科学家成功培育出一批稳

产广适的小麦新品系。 未来，“南

繁硅谷”将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 培育更多适应不同生态

环境的小麦新品种。

我国智能育种方兴未艾 ，但

与跨国种业巨头相比仍存差距。

我国在大数据育种平台建设方面

仍较薄弱， 智能育种的商业化有

待突破。 海量的育种数据未实现

互联互通，也制约着“智慧大脑”

算力与算法的充分释放。

“要加快运用智慧育种技术

选育具有高产、优质、耐逆等特点

的‘超级品种’。 ”钱前说。

借力数字技术驱动， 不断为

中国农业“芯片”升级迭代，确保

“中国碗”装满“中国粮”。

（颖全 罗江 王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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