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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种业振兴
行动有关部署要求，发挥质量认证对提升种子质量水
平、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加快推动农作物种业高质
量发展，促进农业增产增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市场监管总
局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农作物种子认
证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标志着国
家统一推行的农作物种子认证制度正式建立。

《实施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确定了农作
物种子认证“统一管理、共同规范、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的工作原则，明确了市场监管总局和农业农村部在
相关工作中的职责分工。二是明确了农作物种子认证
机构的资质条件、审批程序和行为规范要求。三是制
定了农作物种子认证推广应用的有关措施，鼓励种子
企业获得认证。四是规定了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
部门对农作物种子认证工作的监督管理措施。

种子是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据介绍，种子认证是以高质量种子为目标、强调过程管理
的标准化质量保证体系，是实现由“好品种”到“好种子”
的有效途径，是体现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

国际通行的种子质量管理模式，被誉为好种子的“信用
证”、种子企业的“体检证”、国际贸易的“通行证”。实施
农作物种子认证，不仅有利于提升种子质量和种子企业
质量管理水平，而且可以提升我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对
推动我国种子“走出去”意义重大。下一步，市场监管总
局和农业农村部还将制订发布农作物种子认证目录、认
证实施规则、技术规范等配套文件，并通过多种渠道大力
开展农作物种子认证制度宣传和政策解读，推动行业管
理、市场流通等领域采信认证结果，共同推进认证工作全
面实施。 （来源：《农民日报》）

我国建立农作物种子认证制度

一、露地蔬菜生产管理

（一）秋播露地蔬菜。萝卜、生菜、大
白菜等处于保苗关键时期，要时刻关注
天气变化，做好各种灾害性天气的防范
工作，定时疏通田间排水设施，保证排涝
顺畅。

（二）越冬露地蔬菜。青菜是一种耐
寒性较强的蔬菜，能够安全越冬，白露时
节昼夜温差加大，此时的温度适合青菜
发芽和生长。要中耕松土和“蹲苗”促进
根系生长，避免叶片生长过旺出现徒
长。若中耕后 3 到 5 天遇雨水，则需要再
次中耕。要及时防治蚜虫、甘蓝夜蛾等
害虫，选用高效、低残留的生物农药，夜
间防治效果佳。

二、设施蔬菜生产管理

（一）维护提升设施设备。巩固优
化设施结构，确保放风、卷帘、水肥一体
化等运行正常，棚膜、保温被、防虫网等
完好无损。推广新型复合保温墙体和防
雾滴、透光性好、抗老化的新型棚膜，提
高保温蓄热性能。

（二）加强温度光照管理。蔬菜播
种、移栽后要及时覆盖遮阳网降温，设
施 覆 盖 物 要 早 揭 晚 盖 ，加 强 通 风 换
气。低温寒潮天气，覆盖物要晚揭早
盖，可采用多层覆盖、采取增温设备等措施以保温增
温。雾霾或连阴天气，可采用植物生长灯、LED 灯等
进行人工补光，促进植株生长。

（三）强化肥水科学运筹。增施有机肥，减少氮、磷
化肥投入，适度增施镁、锌、硼等中微量元素肥料及微生
物肥料等，控减化肥用量。寒潮前，可喷施磷酸二氢钾、
氨基酸类等叶面肥，提高蔬菜抗寒性。水分管理要注意

“三浇三不浇”，即晴天浇水、阴天不浇，午前浇水、午后
不浇，浇小水、不浇大水。

（四）加强病虫害防治。加强病虫监测预警和预防
控制，大力推进统防统治，优先采用杀虫灯、性诱剂、
色板诱杀和生物农药等物化产品及技术，释放丽蚜小
蜂、东亚小花蝽、捕食螨等天敌和应用绿僵菌等物理、
生物措施防虫。采用地面全覆盖、通风排湿、弥粉机、
烟雾剂等措施，有效降低棚内湿度，减轻病害发生。
药剂防治宜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注意农药轮
换使用搭配，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确保蔬菜质
量安全。 （来源：盐都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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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全国夏粮旺季
收购接近尾声，秋粮开始陆续上市。截至目前，主产
区收购夏粮超6300 万吨。

今年夏粮上市以来，市场购销活跃，面粉加工、饲
料、储备等企业抢抓粮源，满足生产经营需要；贸易企
业积极采购，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农民择机择价售
粮，小麦市场购销两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度
显示，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超过 5700 万
吨，早籼稻超过600 万吨，收购量较去年均有所增加。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秋
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也做好了秋粮收购的准备。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 3/4，是全年粮食收购的
大头。目前，中晚稻已零星上市。 （来源：人民网）

主产区收购夏粮超6300万吨
秋粮开始陆续上市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修订后的《粮食质
量安全监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23 年第 4 号），
将于2023 年10月1日开始施行。

新修订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包括总则、粮食
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粮食质量安全管理、粮食质量安全检
验、粮食质量安全事故处置、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
8章，共50条。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粮食流通环节的质量
安全管理规定，强化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进一步结合新形势新要求，重
点开展健全粮食质量安全保障体系、持续完善粮食标准
体系、强化全链条粮食质量安全管控、构建多层次检验监
测体系等四方面工作，着力提升粮食质量安全监管水平，
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来源：《人民日报》）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10月1日施行

为推动“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加快选育
耐盐碱特色品种，充分挖掘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近日，农业农村部向社会推介发布
了第一批耐盐碱优异作物种质资源清单，涉及大豆、水
稻、玉米、小麦等10种农作物，共计711 份。

此次向社会推介发布的首批耐盐碱优异资源，聚焦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种业创新重大需求，有三
方面特点：一是鉴定数据准确可靠，种质资源都经过了
多年多点耐盐碱鉴定和不同筛选压力下的循环选择，今
年再次进行了验证；二是耐盐等级高，耐盐等级达到最
高的 1 级或 2 级，部分资源兼具高产、抗病等优异性状；
三是适应区域较为广泛，来自全国多地，可适应滨海地
区、黄淮海平原、东北松嫩平原、西北内陆等全国多个盐
碱区。 （来源：《人民日报》）

农业农村部：

首批耐盐碱优异作物种质资源发布近 期 ，江
西省赣州市信
丰县各乡村种
植的水稻由青
转 黄 ，村 民 抓
紧天气晴好的
有 利 时 机 ，忙
着 收 割 、晾 晒
稻 谷 ，一 派 丰
收景象。 图为
村民驾驶着收
割机在田间收
割中稻。
（来源：人民网）

切实抓好秋播生产，是夺取来年夏粮乃至全年粮
食丰收的重要基础。今年秋播工作按照农业高质量发
展要求，以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布局为基础，以狠
抓关键技术、提高播种质量为核心，要切实落实好各项
防灾应变措施，力争高质量秋播，实现一播全苗匀苗壮
苗，为明年小麦丰产丰收和质量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一、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布局。小麦是我区夏
粮作物的主体，面积占比达 97%左右，总产占比达 98%
左右，稳定小麦面积，对于稳定全年粮食生产意义重
大。各地要根据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
要求，依据《盐都区 2023 年秋播品种利用意见》，明确
本地区适宜的主推品种，落实好小麦品种布局，确保良
种良法配套。今年秋播小麦以高产稳产、优质、多抗小
麦品种为主，推广种植扬麦 25、镇麦 12 号、盐麦 1 号，搭
配种植宁麦 13、农麦 88，示范种植扬麦 34、扬麦 39。各
镇（区、街道）要坚持“一主二副、一匡一品”品种布局原
则，防止品种多、乱、杂的现象，以利于大面积生产平衡
和技术指导，充分挖掘优良品种生产潜力和品质潜力。

二、提高播种质量 ，打好壮苗基础。提高播种质
量要着重抓好以下六个关键技术措施：一是坚持适期
播种，压缩晚播面积。 我区小麦适宜播种期为 10 月下
旬至 11 月上旬，最适宜播种期为 10 月 25 日 ~ 11 月 5
日。秋收秋种要突出一个“抢”字，晚中争早，努力压缩
晚播小麦面积，降低减产风险。二是坚持适量播种，确
保适宜基本苗。 根据播期、播种质量等因素确定适宜
的播种量，确保适宜的基本苗，以尽可能少的基本苗获
得预期成穗数。大面积生产上，适期播期采用精量、半
精量播种，基本苗控制在 12 万 ~ 16 万之间；迟于播种
适期，每晚播一天增加 0.5 ~ 1 万基本苗，最多不超过预
期穗数的 80%，晚播独秆栽培，最多不超过 25 万基本
苗。耕整地质量高、种子发芽率正常情况下，适期播种
可根据“斤种万苗”原则确定播种量，粗放耕播、晚播、
气温较低条件下田间出苗率下降，斤种成苗仅 6～7 千
株，需适当加大播种量。同时，要根据墒情、秸秆还田
整地质量等影响出苗和成苗的因素适当调节播种量。
三是坚持适墒播种，防止烂耕烂种。土壤墒情适宜（土
壤相对含水量 70% ~ 80%）时播种，既有利于机械作业，
提高整地和播种质量，也利于播后及时出苗。墒情不

足时，播后要及时洇水灌溉补墒，促进齐苗。土壤湿度
过大或遇连阴雨天气时，播种前先要采取排水降渍措
施，创造适宜的土壤墒情条件，避免烂耕烂种造成出苗
不齐（缺苗断垄）和僵苗不发。四是坚持秸秆还田到
位，提高整地质量。秸秆还田和耕整地质量的好坏直
接关系到播种出苗质量和苗期生长。水稻收获时留茬
高度和碎草长度均控制在 10 厘米以下，秸秆越碎越
好，铺撒越匀越好。墒情适宜时，可采用耕翻、深旋耕
等方式埋草。耕翻埋草效果最好，能最大限度降低秸
秆还田对小麦生长带来的不利影响。旋耕埋草要加大
马力、低速行驶，旋耕埋草深度达到 15 厘米以上，确保
秸秆分布深而匀，防止秸秆堆积成团，影响小麦根系生
长发育。耕翻田块要通过适当的旋、耙方式进一步整
地，以达到田面平整，上虚下实，表土细碎。复式播种
机一次性完成旋耕埋草播种作业，应注重提高碎草匀
铺质量，宜在播前增加一次旋耕灭茬整地作业，以确保
播种质量。五是坚持精准播种，扩大机械匀播。在确
保秸秆还田和耕整地质量的基础上，墒情适宜时，就可
采用适宜的播种机进行机械匀（条、带、撒）播。要选择
适合的机型，扩大机械条带匀播，提高播种质量，做到
播量播深适宜、深浅一致、落籽均匀，防止深籽、露籽、
丛籽，确保一播全苗。少数土壤黏重、湿度大的稻茬田
块，机械作业难度较大时，可采用稻田套播秸秆全量覆
盖播种方式，要抢适期播种，要尽可能缩短共生期，并
采用无人机飞播等匀播、高效方式，播后及时开沟覆
土，加强苗期田管措施落实。六是坚持施足基肥，合理
运筹提高利用率。结合耕整地施足基肥，一般亩用
45%三元复合肥 30 ~ 35 公斤加尿素 7.5 ~ 10 公斤。秸
秆还田量大的田块，基肥要适当增施总氮量的 10%左
右，调节碳氮比，防止秸秆腐熟过程与苗争氮而导致供
氮不足、麦苗发黄。亩产 500 公斤左右的，亩施纯氮控
制在 16～20 公斤，基苗肥占 60%，穗肥占 40%，氮（N）
磷（P2O5）钾（K2O）配比宜为 1:（0.5～0.6）:（0.5～0.6），
磷钾肥以基追比 5:5 为宜。高肥力土壤上可示范“缓控
释肥+速效氮”一次施肥模式，中等肥力土壤上可示范

“缓控释肥+速效氮”一基一追施肥模式。
三、主动抗逆应变，促进高产稳产。树立全程防灾

减灾意识，从播种开始就要落实好抗逆措施。一是药剂

拌种，防病壮苗。针对小麦黑穗病、纹枯病等系统侵染病
害与土传病害发生情况，选用相应药剂拌种处理；适期早
播小麦也可用化控制剂拌种，促进生根、发蘖、壮苗。药
剂拌种要根据药剂说明书要求严格控制用药量，拌匀晾
干后即可播种。二是配套沟系，排涝降渍。播后墒情适
宜时要及早机械开沟，每 3～4 米开挖一条竖沟，沟
宽 20 厘米，沟深 20～30 厘米；距田两端横埂 2～5 米各
挖一条横沟，较长的田块每隔 50 米增开一条腰沟，沟
宽 20 厘米，沟深 30～40 厘米；田头出水沟要求宽 25 厘
米，深 40～50 厘米；田外排水沟深度不少于 1 米，确保内
外三沟相通，排水通畅。稻田套播田块可通过提高开沟
密度和深度，增加开沟取土量，覆盖畦面，防止露籽。三
是适度镇压，提墒保温。秸秆还田稻茬小麦田，播后要进
行适墒适度镇压，弥合土缝，使种子和土壤充分密接，提
墒保温，促进齐苗全苗。冬前苗期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适
度镇压，确保安全越冬。四是科学化除，防止药害。坚持

“封杀结合、以封为主、科学用药”的防除策略。播后芽前
墒情适宜时，封杀化除。越冬前杂草达标田块，及时根据
草相进行喷药化除。务必要避开寒潮来临前后用药，掌
握在冷尾暖头气温适宜时打药，防止药冻害的发生。

四、抓好高产创建，示范主推技术。统筹落实好省
级小麦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创建小麦绿色高质高
效示范片，打造优质小麦高产攻关田和丰产方，扩大示
范引领作用。强化秸秆全量还田全苗壮苗、机械条带
匀播、高效施肥、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集成应用，提升
关键技术到位率，加强“稻茬小麦机播壮苗肥药双控栽
培技术”“稻茬小麦精控机械条播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小麦绿色化控防倒技术”等主推技术示范应用，努力
把专家产量转变为种植大户的实际产量，带动全区小
麦生产技术水平提升。

五、加强培训指导，做好技术服务。认真组织基层
农技人员、新型经营主体、种植大户等开展秋播技术培
训，提高秋播种植技术水平。充分利用电视、微信群、公
众号等现代网络手段，加强主推品种、主推技术、优质农
资、惠农政策的宣传引导。深入基层开展秋播指导，及
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既要重视对种植大户的指导服
务，也不能忽视种植小农户的服务需求，切实将技术指
导服务工作落到实处。 （来源：盐都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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