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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文件
新农农〔2024〕6 号

关于做好新会区种植业 2024 年春节
和春耕期间生产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镇（街）农业农村办公室：

2023 年，我区种植业紧紧围绕“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的目标，抓住“安全、效益和高质量”的持续发

展思路，落实各项措施，有效地保障了种植业生产安全和可持

续发展。2024 年，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与发展思

路，高质量地抓早、抓实、抓好春节和春耕期间种植业生产工

作，为实现全年丰收夯实基础。现就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抓好种植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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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栽培示范。加强冬种春收作物规范化栽培和收

获；因地制宜，切实抓好冬种春收农作物高产和“高效稻田”

轮作示范，认真总结、宣传和推广好做法和好经验，早布置、

早计划和早落实周年栽培模式、品种和植期。

（二）强化宣传指导。多方式做好“春节和春耕期间安全

种植，稳产保供”的宣传与指导服务，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增强守法种植意识，引导广大种植户依法依规使用种植投入品；

农药使用者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按

照规定的用药量、用药次数、用药方法和安全间隔期施药，防

止污染农副产品。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

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农资经营者足量储备春

耕农资，把好农资质量关。

（三）强化安全监管。强化属地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

加强对种植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监督检查、风险排查，及

时整改存在问题的风险隐患；依法加强对农资投入品（包括农

药、种子、肥料、农膜等）生产、经营和使用的动态检查、指

导。重点防范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和使用禁、限用农药，经营

场所安全经营等问题，确保生产者安全生产，经营者守法、安

全经营，使用者安全、合理使用农资投入品。

（四）强化红火蚁全民防控。持续开展冬春季全民全域群

查群控红火蚁统一行动，鼓励各农药零售门店销售红火蚁防控

药剂，方便群众；大力倡议广大人民群众，齐参与做好农地、

林地果园、道路绿化带、河堤、水库、鱼塘基、公园、景区、

城乡住宅区、厂区、水闸和校园等区域的红火蚁监测、阻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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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确保我区节日，以及农林业生产、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二、抓好春耕生产夺丰收

（一）加强气象农业分类指导

加强与气象等部门联系，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农

业灾害性气候变化，提前研判和应对低温冻害、倒春寒等异常

（极端）天气，及早采取应急措施，推进主动避灾，分类指导

救灾复产，做好灾情统计上报工作。

（二）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

1.压实粮食安全生产责任。以稳定粮食生产为抓手，守牢

粮食安全底线，落实党政同责，层级分解粮食生产任务，多措

并举，防止耕地“非粮化”；抓好旱粮生产和撂荒耕地复耕复

种，每镇街于春、夏、冬种期间各建立一个不少于 100 亩的间

（套）种或整种旱粮种植示范片；积极挖潜增加粮食播种面积

和总产量，推动我区粮食绿色优质高效持续发展。

2.深化粮食高产创建活动。以领导带头、层级联创、综合

示范、区域推进方式，强化技术指导等工作，全区开展 3 项共

11 个片（区）粮食高产示范，年示范规模 1.1 万亩以上。其中：

结合大力实施江门“广东第一田”改造提升工程，合力打造我

区旱涝保收、绿色高质高效、稳产高产的层级联创第一田粮食

高产示范片（区）4 个。

（1）创建区领导粮食高产示范 3 个，分别为区委书记（圭

峰会城）粮食高产示范片、区长（双水镇）粮食高产示范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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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农业副区长（大鳌镇）粮食高产示范片，每示范片年示范

规模 0.3 万亩以上，目标年亩产 900 公斤以上。

（2）崖门、古井、沙堆和三江等 4 个镇合力打造我区层级

联创第一田粮食高产示范片（区）4 个，主要承担层级联创第一

田和粮食高产等建设任务，年总示范规模 0.4 万亩以上，其中：

每镇年示范规模 0.1 万亩以上；目标年亩产 900 公斤以上。

（3）司前、大泽、罗坑、睦洲等 4 个镇各创建 1 个千亩优

质稻增产工程综合示范片，每示范片年示范规模 0.1 万亩以上，

目标年亩产 1000 公斤以上。

3.抓好集中育秧设施建设。按《新会区集中育秧设施建设

补贴实施方案》，各镇街要认真抓好集中育秧设施建设的宣传

发动和遴选创建等工作。古井（2023 年在建）、司前、双水、

罗坑、崖门、沙堆和三江等 7 个镇为承接全区创建集中育秧中

心≥5 个的任务镇，每镇遴选创建不少于 1 个集中育秧中心。

4.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着力“淘汰退化、混杂劣质稻种”，

推广种植经通过审定并在我区多造表证的粤禾丝苗、南晶香占

以及省主推等水稻良种。重点选用水稻育插秧机械化、水稻直

播、测土（三控）施肥、“三新”施肥、增施微生物肥和有机

质肥、秸秆还田、病虫害绿色防控、统防统治和双季稻轮作以

及省主推等适用技术。

5.合理利用水资源。2 月底前（油菜花田 3 月中旬前）灌水

办田沤田，把好稻田“灌水办田沤田”质量关，减低越冬害虫

基数，改善农田理化性状；咸潮区做好测咸工作，咸度小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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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灌水入田；水库区要做好调度，保障生产用水。水、旱作物

区间要合理安排排灌和生产用水。

6.适时播种栽植。春早莫早，惊蛰前后抓住冷尾暖头适时

播种，尼龙薄膜覆盖，规范化管理，培育足量壮秧。清明前，

秧苗三叶一心期，施好“送嫁药”，足龄、精量匀抛、匀栽。

水稻直播期建议选 3 月下旬至 4 月初。

（三）强化柑橘高质量栽培技术指导

1.强化植检意识。选种不属于普通露地培育、且没有携带

检疫对象的柑橘苗木；清除和无害化处理果园的薇甘菊、黄龙

病病树，以及柑桔木虱寄主植物，对黄龙病树穴撒施生石灰粉、

暴晒土壤消毒。

2.加强肥水管理。现蕾前，视树势、天气、冬季施肥和肥

料气味对周边环境影响等情况，喷施叶面肥；在滴水线外的行

间，合理撒施花生麸、磷肥和登记适宜作物为柑橘、气味较少

的有机质肥或微生物肥，应用除草机械浅翻表土 2-3 公分，同

步除草埋肥，减少伤根，培育发达根系和壮旺树势，提高花质

与座果率。

3.加强病虫监测防控。应用物理、生态和高效低毒药剂相

结合技术，绿色综合防控柑橘粉虱、蚜虫、介壳虫，炭疽病和

溃疡病等柑橘病虫害。推广应用柑橘红蜘蛛、木虱“零农残”

绿色植保综合防控技术，综合防控柑橘红蜘蛛和木虱。

4.加强水旱轮作。加大对病残果园的水旱轮作力度，减低

柑橘病虫害扩散传播源头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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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农艺农机配套栽培。加大适用于新会柑栽培管理的

肥水药一体化、枝条粉碎、除草和道轨运输等新型机具及其配

套技术示范推广，提高我区新会柑全程机械化栽培管理水平。

6.加快推进“上山种柑”。加大扶持新会柑 25 度坡以下园

地山坡地发展种植的宣传力度，每镇街完成不少于 1 个新会柑

25 度坡以下园地山坡地发展种植示范园建设，着力水土保持和

保护生态红线，按要求把好审核报备关，积极引导和扶持广大

果农和工商资本，在我区 25 度坡以下园地山坡地发展种植范围

种植新会柑，积极开展新会柑园间（套）种旱粮，同步促进我

区粮食和新会柑地方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抓好植保植检工作

1.加强农作物病虫鼠草害监测，掌握发生情况，预测发生

趋势，做好分类指导防控工作。于开水办田前，农区全面灭鼠

一次。

2.强化普法宣传，加强危险性植物有害生物和稻粉虱、农

区薇甘菊等监测与防控，确保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三、抓好农业绿色发展促提升

（一）深化到 2025 年化肥减量化行动

全面推进测土（三控）配方、“三新”施肥和深松（深耕）

整地等技术，增加有机质肥资源利用，加快转变施肥方式，减

少不合理化肥投入，加强宣传培训和肥料使用监管，走提质增

效、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提高化肥利用率，推进肥料

废弃包装物回收利用。

（二）深化到 2025 年农药减量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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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广新型农药，提升装备水平，加快转变植保防控方

式，切实做好农药减量控害和农药安全使用的宣传指导工作，

深入开展统防统治、“零农残”绿色植保综合防控技术和安全

科学用药等培训、示范和推广，加强监管，提高农药利用率和

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推进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利用。

（三）推进废弃农膜回收试点和秸秆资源综合利用

实施江门市新会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推广全生

物可降解农膜的使用，推进地膜和棚膜等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深化有机物料腐熟秸秆还田等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推广，提

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四、分类抓其他种植工作

（一）做好耕地地力保护和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落

实有关文件精神，强化政策宣传解读，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与

措施，切实做好补贴资金发放和本年度补贴面积登记工作，充

分发挥政策效应，提高补贴资金绩效，调动种粮积极性。

（二）做好种植结构优化。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强防止

耕地“非粮化”、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和“大棚房”常态长效监

管等政策宣传，调整优化种植业产业结构，引导广大种植户依

法种植，规避“追风”，自觉纠正违法或不当的种植行为。

（三）做好果蔗规范化栽培。果蔗种植要注重合理安排植

期；注重搭建高标准棚架；注重选种无病虫的种苗；注重种苗

和土壤消毒，可选用 7%的石灰水蘸种，切勿用蔗区的河沟和河

水浸种；注重水旱轮作；注重应用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注重规

范化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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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蔬菜及其它作物种植管理。因地制宜，选用良

种良法，加强分类指导服务，做好规范栽培，保障菜篮子安全

供给。

（五）大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根据《江门市扶持种业企

业发展行动方案》，聚焦优势特色物种，以种业企业主体，加

快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强种业监管，强化种业知识产权

保护，营造种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六）大力推进茶叶和中药材种植发展。认真贯彻实施《关

于印发新会区促进茶叶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府办

〔2021〕16 号），进一步推动新会区茶叶优势特色产业规模化、

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因地制宜，结合市场需求规划建设道地

药材种植基地，大力推进新会陈皮、虫草花、牛大力等道地药

材优良品种选育和规模化种植。

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1 月 30 日

（联系人：林珠宝，联系电话：637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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