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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大地如画。田野里，成熟的
稻子颗粒饱满，成行成列的玉米郁郁葱
葱，嘉州大地呈现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为加大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力度，推
进我市粮食作物新品种展示评价及机
械化高效栽培示范推广应用，8月9日，
全市2022年水稻、玉米新品种展示评价
暨水稻全程机械化高产栽培示范推广
现场观摩会召开。

稳粮仓必须稳产量。稳产量，科技
是关键。我市始终把科技引领贯穿到
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化潜能为动能，
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在市农科院平兴科研基地，成片的
水稻长势喜人，田埂上站满各县（市、
区）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人、经销商
及部分种植户等100余人。大家正在观
摩基地的水稻品种长势情况。

同时，市农科院从乐山境内在售的
水稻、玉米品种中筛选出105个品种进
行集中示范。专家组从展示品种的抗
性、适应性、一致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其中，宜优919、华浙优261等4个水稻
品种和台沃655、川单99等5个玉米品
种综合评价为“好”，泰优 1750、荃优
607等 24个水稻品种和隆平509等 23
个玉米品种综合评价为“较好”。这对
加快推进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提高全
市良种良技覆盖率、指导农户科学用

种，起到积极作用。
市农科院院长王贵清表示：“今后会

加大对我市在售品种的示范力度，同时
充分发挥科技优势，提升对全省农业产
业的服务能力。通过科技引领，稳粮保
供共建天府粮仓。”

在市农科院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
——夹江海滨农场的稻田里，金黄的稻
穗迎风荡漾，翻滚出阵阵金色浪潮。一
台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奔跑”在田野上，
水稻源源不断地被卷入收割机，经脱粒
处理后，通过自动化管道全部统一装
车、运输。

这片示范田通过集中育秧、带药移
栽、绿色防控、配方施肥等技术的集成
与示范，实现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

“今年籽粒比较饱满，产量和品质又
将迎来双丰收。”海滨农场主刘海兵蹲
在田埂上，用手捻起一把稻穗，不停点
头，“今年种了‘华浙优 261’品种 100
亩，目前看效果很好。”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种子站了解
到，“华浙优261”水稻品种是农业农村部
冠名的超级稻，品质优、产量高、抗性强、
熟期适中，适宜机械化栽培，特别适合峨
眉山市、夹江县等稻药轮作地区种植，是

一个好种、好看、好吃的“三好”品种。
观摩会现场，专家组对实施全程机

械化高效栽培技术的水稻品种“华浙优
261”进行现场机收测产，亩产折干达
674.5公斤。

专家组一致认为，水稻从种到收全
程机械化，促进了水稻生产方式的转
变，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市农科院
建立的“科研+区域示范+农技推广+新
型经营主体”的协同推广体系，确保了
在水稻生产产业链中技术到位，配套推
广的水稻重大技术成熟度高，节本省工
增产效果显著，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科技赋能 稳粮保供共建天府粮仓

■ 记者 赵径

专家组对水稻品种进行评价 市农业农村局 供图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今年以
来，市中区推出 2022 年百日攻坚

“促消费、惠民生”活动为广大市民
送福利，并借四川省第十四届运会
举办契机，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
心所在地苏稽镇举办美食啤酒节
等系列配套活动，通过精彩纷呈
的表演和互动游戏，擦亮“乐山

味道”美食名片，提振市场消费
信心。

6月 11日至 8月 9日，市中区
政府会同市商务局共同开展百日
攻坚“促销费、惠民生”消费活动，
消费券包含50万元“惠民通用消费
券”和300万元“商户让利消费券”，
以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市中区推出“促消费惠民生”活动

提振市场信心

本报讯（记者 张清）“今年天旱，我
们从7月下旬开始缺少饮用水，镇上和
村里都在积极为我们想办法，每周都会
组织水车为我们送几次水，帮助我们解
决饮水困难。”8月13日，居住在犍为县
罗城镇共同村一组青松小区的村民税
英告诉记者。

面对旱情，犍为县把群众的饮水安
全放在第一位，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村民
正常生产生活。构建“县级领导包片+
乡镇班子包村+镇村干部包组+网格员
包地块+农技员巡回指导”的“4+1”抗

旱保耕制度，对安全饮水、农作物受灾
情况开展全覆盖摸排，对30余个水库
计划性泄放灌溉用水，解决15个镇1.2
万户农户生活生产用水问题。

针对旱情较重地区用水紧张的情
况，县级职能部门和各镇组织送水车辆
开展应急送水，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用水。截至目前，该县共投入抗旱设备
2183 台次、运水车辆 5217 辆次、泵站
95处、机电井3824眼，累计投入抗旱资
金约130万元，全县饮用水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

犍为县

投入抗旱资金130万元保供水
本报讯（记者 张清）8月13日，

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
悉，夹江县已于8月12日启动Ⅳ级
抗旱应急响应。

根据《夹江县抗旱应急预案》，
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Ⅳ级
抗旱应急响应。该县相关镇（街道）
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及时
启动应急响应，做好抗旱相关工
作。夹江县水务局及时发出《关于
进一步做好当前抗旱减灾工作的紧
急通知》，迅速组织开展好当前抗旱

减灾工作。
针对有群众因旱出现饮水困难

的情况，该县加强临时供水设施建
设，已开辟应急水源1处，铺设临时
供水管道2.7公里。利用水库、山坪
塘等蓄水设施，加强用水调配，有计
划地调度用水，有效保障灌溉用水，
缓解旱情。调配抽水设备36台、管道
3200米、发电机等物资，送达抗旱第
一线，并调派专业技术人员指导清
理石河堰，通过修筑临时取水堰渠
等方式开展农作物抗旱救灾工作。

夹江县

启动Ⅳ级抗旱应急响应

地处山区的沐川县大楠镇已连续多
日未下雨，村民饮用水出现紧张。接到求
助后，8月11日，沐川县专职消防站抽调
一辆消防水罐车满载饮用水，以解人民群
众用水之急。

图为村民排队接水。
乐山市消防救援支队 供图

8月13日，峨眉山峨眉雪矿泉
饮料有限公司干净整洁的车间里，
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峨
眉山桶装水和峨眉雪果味饮料，吹
瓶、灌装、贴标、包装……一瓶瓶矿
泉水和峨眉雪果味饮料整齐排列，
工人们身着工作服监控着设备运
行。另一边，工人师傅满脸汗水，
正忙着将检验合格的桶装水、饮料
装车，运往各地。

“公司的生产线、操作室大多
数设有空调、电风扇或空调扇，公
司还为大家发放了自己生产的矿
泉水和峨眉雪果味饮料，备好防暑
降温药品，天气很热，大家心里很
暖，干劲十足。”工人刘远彬向记者
介绍。

1981年，峨眉县矿泉饮料食品
总厂（现峨眉山峨眉雪矿泉饮料有
限公司）成立，选用峨眉山龙门洞
W16号泉作为水源。经过多年发

展及品牌文化沉淀，以荔枝果味饮
料为代表的峨眉雪系列饮品，成为
乐山人最熟悉的味道，与健力宝、
北冰洋、崂山可乐、冰峰等成为全
国公认的地方自主饮料品牌，覆盖
云、贵、川、渝地区。2019年起，公
司搬迁至城西村，先后投入约9500
万元，修建了标准化、智能化的现
代工厂，并于今年新开易拉罐生产
线。7月28日，峨眉山市水产业发
展大会暨峨眉雪品牌推介会现场，
峨眉山矿泉水、峨眉雪易拉罐等新
品正式发布，公司迎来新发展阶
段。

公司宣传部负责人王雅涵说，
8月以来，峨眉山桶装矿泉水、瓶装
矿泉水和峨眉雪果味饮料较去年
同期增长60%，其中峨眉雪果味饮
料增幅达到10万件。在高温天气
里，公司成立工作专班，在确保生
产安全和员工安全的基础上，工人
们正加班加点生产保供应，让消费
者能喝到安全健康的好水。

“峨眉雪”加班加点
生产保供应

■ 记者 张波

本报讯（记者 赵径）近日，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上半
年，我市生猪存栏170.79万头，其
中能繁母猪15.82万头，高于省下
常年存栏保有量任务，位于产能调
控绿色区间;生猪出栏 124.47 万
头、同比增长12.8%，高于全省5.6
个百分点，完成省下全年257万头
目标任务的48.4%，比去年同期高
5.5个百分点。

据了解，二季度末，全市能繁
母猪存栏 15.82 万头，环比下降
1.1%，同比下降9.9%，降幅比全省
高0.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前
期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低迷，养殖户
深度亏损，部分中小养殖户去产能
程度较深。自6月下旬起，生猪价
格迅速由7.6元/斤上涨至10.6元/
斤，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涨幅高达
39.5%，生猪养殖行业整体转亏为

盈。
生猪产能趋于正常，牛羊禽发

展稳定。牛出栏1.75 万头、同比
增长3.3%；羊出栏16.53万只、同
比增长 5.4%；禽出栏 1750.02 万
只，稳中略降。猪牛羊禽肉类总
产量 12.48 万吨,同比增长 4.6%，
高于全省2.2 个百分点;禽蛋产量
达到9.39 万吨，创历史新高，同
比增长10.7%，高于全省3.4个百
分点。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坚持“畜牧生产、疫
病防控”两手抓，持续推进激励政
策落地见效，稳步提升优化能繁母
猪种群质量，提高畜禽规模化标准
化养殖水平，狠抓夏秋季动物疫病
高发期防控，确保以生猪为重点的
畜牧生产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顺利
完成省下年度各项目标。

上半年全市生猪出栏
同比增长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