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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十二五”建筑节能四大领域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近日在山西考
察指导抗旱工作后提出，山西抗旱工作
部署有力，扎实推进，已取得阶段性成
效。他强调要强化科技的支撑作用，鼓励
技术人员到抗旱和生产第一线进行技术
指导，把技术送到农民手中，落实到田间
地头。

山西 750多万亩冬小麦
面临干旱威胁

面临几十年一遇的旱情，山西正在
经受考验。山西有冬小麦面积 1088.1万
亩，其中水地播种面积 485万亩，旱地播
种面积 603.1万亩。由于播前底墒较好，
小麦出苗后，苗齐、苗全、苗壮。

天有不测风云，自 2010年 10月底
以来，山西一百余天未出现大范围有效
降水。尤其是入冬以来，降雪稀少，气候
干燥，大风天气较多，土壤墒情不断下
降，冬小麦主产区遭遇了严重的旱情，干
旱天气使冬小麦旱情持续发展。据山西
农情部门统计，截至 2月 9日，山西省冬
小麦受旱面积 750万亩，其中严重受旱
416万亩。据调查，目前一、二、三类苗比
例已经从冬前的 4∶4∶2转变为当前的
3∶4.5∶2.5。干旱严重威胁着小麦生产，
也牵动着全省上下。

全省紧急部署 全力开展灌溉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是极度缺水的
省份之一，山西最大的优势在煤炭，最大
的劣势在水。为充分调动和利用现有的
水资源，山西省委、省政府及时作出部
署，全面部署抗旱工作，要求水利、农业、
气象、财政部门要形成合力，加强水资源
统一管理调度，开动各种水利设施，全力
以赴投入抗旱冬浇。2011年 1月 26日，
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了干旱黄色
预警，启动了三级抗旱应急响应。

山西省农业厅、水利厅、财政厅等部
门制定了《山西省小麦抗旱浇水补助资
金实施方案》，并将中央 6700万元救灾
资金分配到各市、县。山西省政府还出台
了《山西省大中型泵站电价水价补贴管
理办法》，农业灌溉电价每度由 0.3元降
到 0.06元；灌溉水价每方水由 0.5元降
到 0.25元以下。今年山西省财政还拿出
2亿元资金，对全省泵站和机井工程灌
溉给予专项补贴，鼓励农民群众抗旱灌
溉，努力扩大灌溉面积。在日前召开的山
西省政府第 77次常务会议上，决定再安
排专项资金对受旱小麦进行补贴，确保
全省 1088万亩冬小麦每亩得到 10元抗
旱补助，并对今秋采用地膜覆盖播种的
60万亩小麦每亩给予 60元的补贴。

面对旱情，各地开动所有水利工程
设施保灌溉，科学调度各种水源，全力以
赴开展农业灌溉。到目前为止，山西省已
经投入抗旱人数 71万人，开动各类水利
设施 3.6 万眼（处），出动流动抗旱设备
2600台套，完成冬灌面积 1000多万亩
次，超计划完成 400万亩次。目前全省受
旱地区已经作好灌溉返青水的准备。随
着全省保春浇、保春播“南征北战”正式
启动，已有 115支抗旱服务队在全省旱
区开展水利设施和人畜饮水工程的维修
配套、送水解困等工作。

搞好技术服务 强化技术指导

面对严峻的干旱形势，山西省农业

厅、农科院等涉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及
时制定和发布了《2011年山西省小麦春
季管理技术要点》和《山西省冬小麦抗旱
促春管技术方案》，迅速下达各地，及时
指导开展抗旱工作。山西省农科院结合
农业技术推广示范行动，组织全院有关
研究所的 300多名专家深入全省各地小
麦产区测墒情、查苗情，为农民送机具、
送技术，分类指导麦农科学抗旱，并将编
印的《冬小麦春管技术明白纸》一一发放
到麦区农户手中。
山西省农科院院长刘惠民告诉记

者，在这次抗旱保麦中，他们按照回良玉
副总理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自身科技
优势，发挥小麦技术体系专家的作用，及
时成立小麦体系专家旱情调查组, 分赴
运城、临汾、晋东南、晋中等小麦主产区
开展旱情调查，并根据苗情、墒情和生态
生产特点，及时制定出了具体的抗旱保
麦春管措施，为政府和农民指导开展抗
旱保苗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各市和县级农业部门取消春节假

日，严格按照“浇水追肥，保苗促根；镇压
划锄，保墒增温”的技术路线，组织有关
人员深入一线，加强分类指导服务，根据
受旱地区和受旱作物的具体情况，综合
运用肥水，因地施策、因时施策、因苗施
策，大力推进科学抗旱。晋城市下发了
《关于春节期间开展抗旱保春管“四个
一”活动的通知》，在春节期间组织委机
关党员干部开展了以“走访一户以上农
户；作一次民情调查；召开一次小型座谈
会；传授一项抗旱保春管综合技术”为内
容的“四个一”活动。
目前，旱情仍在发展。下一阶段，山

西省委、省政府已把抗旱工作摆在各项
工作的重要位置，牢固树立抗大旱、抗长
旱、抗多种灾害的思想，继续打好抗旱促
春管保春播这场硬仗，尽一切努力减少
干旱损失，千方百计争取今年农业有个
好收成。

“去冬今春，我们新打机井 260
眼，配套水泵 260台套，铺设地下管
道 48万米，建设机井保护设施 600
处，极大地保障了灌溉水源，提高了
水的利用率，在今年春天小麦抗旱
工作中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

2月 21日下午，记者在河北省
涿州市水利局采访时，涿州市水利
局副局长王志平说。
面对严峻的抗旱形势，去年冬

天以来，河北省涿州市不断加大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力度和速度，陆续
施工了总投资 1846.47万元的现代
农业项目。本着“连片建设、规模建
设”的原则，在刁窝、豆庄、码头等地
的 25个村建设高标准节水项目，总
灌溉面积 4.629万亩。
据了解，去年冬天以来，河北省

降水尤其偏少，导致水库蓄水严重
不足，地表水匮乏，地下水位下降。
虽然近日部分地区降小雪，但旱情
仍未有效解决。连日来，科学时报记
者在河北各地采访了解到：面对抗
旱的严峻形势，河北各地正因地制
宜，有的放矢开展抗旱工作。

百机千人抗旱找水打井大会战

针对 50年一遇的气象干旱，河
北省于日前启动了百机千人抗旱找
水打井大会战行动，旨在解决当前
重旱麦田保苗和山区人畜饮水问
题。
据了解，河北省将投入国土资

源部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资金 5000
万元，100台钻机，组织 1000人的抗
旱队伍，开展这次抗旱找水打井行
动。
河北省人民政府于 2 月 16 日

下发了《河北省国土资源系统应急
抗旱找水打井工作方案》。河北预计
在石家庄、保定、张家口、沧州、唐山
市的人畜饮水困难和农作物干旱严
重的区域打井 200眼。其中，太行山
山丘和坝上区 140 眼，设计井深
100~300米；黑龙港流域干旱区打井
50眼，设计井深平均 300米；冀东干
旱地区 10 眼，设计井深平均 150
米，共涉及 17 个县（市），分布面积
23100平方公里，受益人口将达 30
余万人，灌溉农田 10余万亩。

农机部门抗干旱备春耕

随着气温回升，预计再过一周
河北各地就将进入小麦浇返青水和
施肥的关键时期。记者在农机部门
了解到，他们已经提前做好抗旱和
春耕备播准备工作。

记者在河北省秦皇岛采访获
悉，由于去冬今春缺少有效降水，秦
皇岛部分麦田出现了严重的旱情，
为了抓住当前天气转暖的有利时
机，抗旱保春耕，秦皇岛市农机部门
已经组织了 3万多名农机手和 4万
多台农机设备准备随时投入到春耕
生产中去，由于秦皇岛耕地的机耕
比例达到了百分之百，因此该地区 3
万名农机手将在田间地头大显身
手，他们将操作农业机械在秦皇岛
18万麦田里进行翻地和播种，打响
当地春耕生产的第一炮。

河北省农业厅农情调度显示，
截至目前全省冬小麦的受旱面积
1532万亩，其中重旱面积近 200万
亩，分别占播种面积的 41.8%和
5.4%，河北各地高度重视抗旱保春
管保春播的工作，目前中央财政补

贴抗旱浇水资金 5200 万元已经全
部落实到位，河北省政府还筹措了
资金 5870万元，为受旱较重的麦田
给予每亩 10元的浇水补贴。

此外，河北省政府决定，分两年
安排专项资金 8.3亿元，新打机井
2800多眼，解决 124万亩旱地麦田
的浇灌问题。

万名农技人员下麦田抗旱

2月 14日，河北省农业厅启动
了万名农业技术人员下基层行动，
动员全省农业干部和科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送政策、送科技、送服
务。

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张文军介
绍，抗旱促春管万名农技人员下基
层行动是省政府为打好科学抗旱攻
坚战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主要任
务是组织专家、技术骨干和包村技
术干部，进村、入户、到田，宣讲惠农
政策，开展巡回技术指导和技术培
训，指导农民科学抗旱、科学管理。
万名下基层人员主要由省级百名专
家团、市级千名技术骨干和万名包
村技术干部组成，力争做到每个小
麦种植村都有一名包村技术干部，
实现户户得到技术服务。目前，百名
专家团已经组建完毕并着手开展工
作。

为确保今年小麦持续增产，近
期河北省农业厅组织部分小麦专家
顾问组成员经过实地调查，编制出
了《2011年河北省冬小麦抗旱促春
管技术规程》，日前，该《规程》已发
送到农民手中。

此外，河北省农林科学研究院
近日组织近百名专家成立 7支抗旱
应急服务队，分赴邯郸、邢台、石家
庄、衡水、沧州等小麦主产区，指导
农民科学抗旱促春管。石家庄市科
技系统迅速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编写小麦
科学抗旱技术规程和短信，通过科
技特派员、星火科技 12396 信息服
务平台等载体广泛发送给旱区农
民。新华区科技局组织科技人员指
导农民更新完善灌溉设施，提高灌
溉效率。栾城县科技局组织开展培
训讲座，推广科学抗旱技术。深泽县
科技局针对群体不足、个体偏弱等
不同苗情提出技术方案，指导农民
科学抗旱。

8 亿元打井
给 130万亩旱地“解渴”

记者从省相关部门获悉，河北
省将在今后两年投资 8 亿元，改善
130万亩耕地无机井而不能灌溉的
问题。

据了解，目前河北省 3600 万
亩小麦中，有 180万亩小麦不能灌
溉，除去西部山区 50 万亩没有水
源条件外，还有近 130 万亩分布在
邢台、邯郸、沧州等地的麦田，由
于地下水埋深过深，当地农民无力
打井灌溉。今后两年，河北省将下
大力解决这部分耕地的灌溉问题。
地下水埋深超过 500米的地区，每
眼机井需费用 36万元，其中 30万
元由政府出资，6万元由当地农民
自筹；地下水埋深 300 米左右的地
区，每眼机井需费用 14 万元，其
中，10万元由政府出资，4万元由
当地农民自筹，投资总额预计可达
8亿元左右。

河北：
有的放矢备春耕
阴本报记者 高长安

近日，山东省水利厅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抗旱工作。山东省水利厅厅长杜昌
文表示，虽说山东“十年九旱”，但此次持
续无有效降水时间之久达到有水文、气
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可用历史罕见
来形容。有分析显示，目前全省气象干旱
等级已达到 60年一遇。

去年 9月 23日以来，山东省除威
海、烟台局部有 1~2次有效降水外，大部
分地区近 140天基本无有效降水，发生
了十分严重的秋冬春三季连旱。截至目
前，气象干旱迅速向农田干旱转变，农田
受旱面积超过 3000万亩，40 多万人出
现临时饮水困难，持续发展的旱情严重
威胁到夏粮生产和部分群众生活。

全省旱情范围广、历时长
情况罕见

数据显示，去年 9月 23日至今年 2
月 8日，山东全省平均降水只有 12毫
米，比常年降水量减少 86%。东营、烟台、
威海 3市降水 19~49毫米，是全省降水
最多的地区，但仍比常年降水量减少
57%~72%。这种从鲁南到鲁北、从半岛到
内陆、从山区到平原同时遭遇气象干旱
的情况非常罕见。
据统计，山东省先后有 6439万亩农

田受旱，其中已抗旱浇灌 3222万亩，目
前仍有 3217万亩冬小麦受旱。全省相继
有 87.6万人、35万头大牲畜出现临时性
饮水困难。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已经解决
了 38万人、20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随着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和山前水源的
枯竭，又新出现 49.6万人、15万头大牲
畜临时饮水困难，干旱影响一直处于扩
大趋势，尽管没有出现喝不上水的情况，
但面临饮水困难人口仍不断增加。
近日，根据山东省气象局气象分析

和天气预测，2月份全省平均降水 8 毫
米左右，较常年减少两成，全省大部地区

平均气温较常年略偏高。春季 3~5月全
省平均降水 80~90毫米，较常年减少 1
成。

综合分析预测，今年上半年山东省
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减少 1~2成，局部地
区将减少 2~3成，近期仍然没有较强降
水过程，短期内不能解除气象干旱。2月
中旬后期，山东省小麦陆续进入返青期，
旱情持续发展将对小麦生长、果树萌芽
开花产生较明显威胁。一方面全省农田
受旱面积有可能增加到 4000万亩以上，
饮水困难人口有可能增加到 150万人左
右，抗旱需水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可用
水源日趋减少，目前已有 391座小型水
库干涸，384条河道断流，3.5万眼机电
井出水量明显不足，地下水位较常年明
显偏低。若全省上半年无大范围较强降
雨过程，维持正常生产生活需水量 174
亿方，而目前可用水量只有 135亿方，需
调配、挖掘水源 39亿方。

11市启动抗旱应急响应
有效缓解旱区旱情

山东省出现严重干旱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十分关注，温家宝总理农历大年
三十到山东省济宁视察抗旱，并作出重
要指示。为支持山东省抗旱，中央两次拨
付抗旱专项经费，资金数额在受旱省份
之中最高，山东省本级财政抗旱投入资
金也为历年来最多，截至目前全省累计
抗旱投入已达 12.5亿元。中央对山东省
125个县级抗旱服务队每县补助的 200
万元设备经费已经下达，山东省防汛防
旱指挥部要求各地根据抗旱实际需要，3
月 15日前紧急购置到位一批打井设备、
提水机泵、灌溉器材、拉水机具。

2月 7日，山东省启动抗旱应急Ⅱ
级响应。截至目前，山东省有 11个市相
继启动了抗旱应急响应。近日，山东省水
利厅副厅长刘勇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面对历史罕见的特大干旱，目前山东
省累计抗旱投入资金已达 13.86亿元。
各地严格落实行政首长抗旱责任制，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同时
普遍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抗旱工程措施，
共修复水毁工程 6340处，修复和新打机
井 3.9万眼，新建中小型水源工程 2.69
万处。

针对旱情，山东省和抗旱有关的各
类应急水源工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区域水网建设进
程全部前提。据了解，山东省水利部门下
一步将从强化抗旱水源的统筹调度、加
快应急水利工程建设和着力提高抗旱服
务水平等三个方面深化抗旱措施，积极
抗旱保丰收。

科技抗旱促春管

抗旱不仅仅是为作物浇水，只有指
导和帮助农民运用科技手段抗旱，才能
实现抗旱成效最大化。自 2月 20日起，
山东省组织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
农业大学教授于振文为首席专家的省级
专家组，开展万名科技人员下乡抗旱促
春管活动，全省省、市、县三级农业专家
和技术人员奔赴抗旱一线，指导农民科
学抗旱促春管。

技术人员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各
市、县成立相应的技术指导组织，明确责
任，专家定点联系到县、农技人员包村联
户，实现科技抗旱促春管技术服务全覆
盖。

据了解，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相继
组织了县科协、科技局、农业局等相关技
术人员，组成了 9个科技服务队到各个
乡镇、街道办，进村入户，到田间地头，对
农民群众进行“抗旱双保”新型实用技术
培训。

为扩大培训范围，该县还通过广播、
电视、报纸开展“抗旱双保”知识讲座，截

至目前，共派出专家近 50人次，开展专
项培训讲座逾 50场次，发放科技惠农政
策、种养技术等资料 8万多册，有近万名
农民群众接受培训。在派出科技服务队
下乡开展科技抗旱的同时，高青县还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制作科技抗旱专
题片，及时发布最新抗旱技术，做到灌溉
量合理、施肥量合适。
“我们充分发挥县远教中心网络覆

盖到村的信息服务体系优势，通过播放
先进技术视频资料、组织农业专家进行
网上访谈、开展系列交流活动，为科技抗
旱提供咨询和指导。”高青县远教中心张
卫堂说。

通过科技下乡活动，山东省将培训
农技人员和小麦种植户 100万人以上，
达到每 50亩小麦有一个技术明白人，确
保村村有包干技术人员，户户得到技术
服务。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苗情、
查墒情、查虫情、查病情，研究应对措施，
制定切实可行、针对性强的抗旱促春管
技术方案。

山东省农业厅农技站站长曲召令
说：“全省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技术人员
已经深入到田间地头，把我们的技术带
给农民。”

近日，山东省农业厅总经济师周占
升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要继续深
入开展“万名科技人员下乡服务活动”，
搞好技术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各级技
术人员密切跟踪旱情、苗情发展情况。特
别是在小麦早春管理、起身拔节、抽穗灌
浆等几个关键时期，及早组织专家研究
制定针对性强的技术管理意见，及时传
送给农民群众。

与此同时，山东省科技馆按照山东
省科技协会的整体部署，也积极投入到
抗旱支农工作中去。科技馆网站、数字科
技馆发出抗旱工作网络宣传，积极发布
科学抗旱知识和各地抗旱动态、普及抗
旱减灾科普知识。

山东：启动抗旱应急Ⅱ级响应 积极抗旱保丰收
阴本报记者 廖洋 实习生 赵昕

全力开展灌溉 强化科技支撑

山西抗旱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阴本报记者 程春生

山西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国家小麦技术体系山西综合试验站站长张定一
（右三）带领专家组在晋南麦田实地指导农民科学抗旱。 （丁国庆 /摄影）

（上接 B1版）

农村地区：
积极发展生物质能源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住宅的
能源消耗为采暖、炊事能耗和照明
以及家电的用电。而能源的种类除
了煤炭、液化石油气、电力等主要商
品能源外，还包括大量的生物质能
以满足采暖和炊事的需要。
据《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

究报告 2010》中的数据显示，截至
2008年，在我国农村住宅建筑能耗
中，商品能耗总量有明显增加，而
生物质能的比例则从 55%下降到
38%。

区别于城镇住宅的高密度居
住，农村居民的住宅相对宽松和分
散。同时，生物质能、可再生资源丰
富。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使得我国农
村居民具有了与当地气候、地理条
件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和生活方式，
包括建筑的通风、遮阳，使用生物质
能做饭，充分利用阳光等生活习惯。
这种朴素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
进行农村生活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和

资源优势。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正

在逐渐摒弃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
盲目地追求城市发展模式，逐步放
弃使用传统的生物质能而转向使用
商品能源。目前有些地区推广农民
集中居住，以置换出宅基地。这种方
式虽然腾出了一部分土地，但改变
了农民的居住模式，从而也就改变
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直接出现的后
果就是商品能源消耗量迅速增加。
因此这种集中居住的方式是否符合
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需
要深入研究探讨。

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拥有更
广阔的空间资源，相对低廉的劳动
力以及丰富的生物质能源；反之，由
于用能密度低，输送成本高，常规商
品能源的成本反而比城市高。因此，
农村能源应当采取与城市完全不同
的解决方案，基于当地生产的秸秆
薪柴等生物质能源的清洁高效利
用，配合太阳能、风能和小水电等可
再生能源，不足之处辅之以电能，并
重点解决生物质能源的储藏与燃烧
效率问题，发展出一条可持续发展
的农村能源解决途径。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和
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农业信息和科
技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近年来，江
西省信丰县大胆创新，与时俱进，探索
新的服务方式与方法，构建农村科技服
务网络，整合全县资源，满足千家万户
对农业信息和科技服务的需求，在服务
农业生产、帮助农民增收、推进新农村
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加强农村信息服务的设备和人员
投入，利用电视、电话、电脑拓宽农村信
息服务的渠道，努力建设服务新农村的
信息服务体系，在全县初步建立起县乡
村三级信息网络。初步构建起以农业
110 为主体的农村信息平台。集技术、服
务、信息于一体，迅速快捷地为“农业、
农村、农民”提供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
投诉和各类信息服务等全方位服务。与
移动公司信丰县分公司合作，开通了

“企信通”短信群发业务，为农民建设新
农村提供可靠的信息与致富技术。几年
来，全县每年利用企信通平台发短信
100万条次以上。建设和完善《信丰县农
业信息网》，开辟了无公害标准化生产
等 10 多个栏目。在全县 50%的行政村
开通了远程教育网，10 个乡镇农技服务
中心配置了电脑及信息采集相关设备，
有 60 家龙头企业和农村中介合作组织
参与农村科技信息服务，有效地服务了
新农村建设。该县农业部门还编印了
《信丰农业》和《信丰植保》，每年将各类
信息根据农时季节编印 24期，并免费
发放到全县各村组和科技示范户手中，
指导和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

信丰县实行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
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等
办法，构建了县乡村三级农业示范基地

网络。其中，以星火富民示范基地、技术
推广中心为依托，以脐橙等主导产业为
重点，开展科技示范和成果推广，通过
县乡村三级通力协作，建设了脐橙“五
个一”示范推广工程。即一万亩精品示
范园、一万亩标准化生产示范园、一万
亩无公害生产示范区、一万亩优质脐橙
基地、一万亩脐橙科技示范长廊。积极
开展科技示范乡镇、村、户建设，完善三
级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拓展科技中介服
务功能。全县已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机构
16个，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中介服务机
构 68 个。建设省级市级龙头企业 30
个，国家级科技富民强县工程示范基地
1个、农民科技培训星火学校 16个。在
实际工作中注重发挥农村技术中介机
构带动农民致富的作用，信丰县采取合
作社方式，对脐橙产业实行“统一品牌、
统一包装、统一宣传、统一技术指导、统

一销售、统一物资配送”的六统一运作
模式，为合作社成员及其他果农提供全
程服务，联接无公害脐橙生产基地 10
万亩。其中，核心示范区 1万亩，生态精
品果园 20个，辐射和带动果农 5 万户，
脐橙产业面积 26 万亩，有力地促进脐
橙产业的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和新农村
建设。

为了搞好农民尤其是返乡农民工
培训工作，信丰县组建了县乡村三级培
训服务网络，以县服务中心、乡镇农技
服务站等星火培训学校为依托，按照有
管理机构、有教室、有教师、有设备、有
基地、有教材的培训“六有”要求，狠抓
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农业科技订单培训，
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确保参训农民
都能掌握一门以上技能或实用技术，为
帮助农民搞好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作者系江西省信丰县科技局副局长）

江西信丰：构建“农科网”服务新农村
阴赖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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