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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迎来了今年的谷雨节气。谷雨，取
“雨生百谷”之意。这一节气的到来也意味着我国
春耕生产进入大忙时节，农作物茁壮成长。

此时的祖国各地，春管春耕由南向北有序推
进，一幅幅农忙画卷徐徐展开。

早稻栽插过七成、中稻育秧过六成；春玉米播
种超一成；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拔节期一二类苗
比例91.2%；冬油菜面积稳中有增，长势好于上年
和常年……

今年一季度，我国粮油生产开局较好、春耕春
播进展总体顺利。最新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截至4
月17日，全国春播粮食进度近两成，略快于上年。

在春意盎然的田野上，人们辛勤耕耘着一年
的希望。

清晨的阳光洒在层层叠叠的梯田上，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牛角寨镇新安所
村的村民们已在水田里忙碌起来。犁田、抛秧、
插秧……一株株秧苗让绿意在梯田上蔓延，构成
动人的农耕图景。

“谷雨前后，插秧种豆。”村民何强一边抛秧一
边向记者介绍哈尼族传承千年的农耕智慧：“秧苗
返青时放鱼苗，封行时放鸭子，这就是我们依靠梯
田创造的‘稻鱼鸭’共生循环农业模式。”这种立体

种养模式不仅保护了生态，更让亩均增收超千元。
元阳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文建斌

告诉记者，前段时间的“倒春寒”造成部分秧苗受
损，当地农科部门立即启动紧急预案，指导农户及
时补种稻种。同时，及时开展春耕农资保供工作，
派出技术力量将种植指导等农技服务送至田间地
头，确保春耕备耕工作稳步推进。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记者深入多地田间地头，深
切感受到现代农业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
度推广应用，为古老农耕文明注入新活力。

平移式喷灌机、智能拖拉机、植保无人机……
4月19日，记者来到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眼前大面积绿油油的麦田里，现代农
业装备随处可见。

“今年比去年稍旱一些，但科技让灌溉变得非
常方便。”“90后”种粮大户张先智指着远处的平移
式喷灌机告诉记者，使用这种新型设备，手机一
点，300亩地5天就能浇完。

在最北端的黑龙江，科技加力赋能，耕耘出黑
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新图景。

记者来到黑龙江宝泉岭农场时，十四队种植
户齐永鑫正忙着检修拌种机械。

站在自家千亩大豆田边，齐永鑫告诉记者，自
2021年以来，当地出现一种新型大豆镰孢根腐病，
导致他的大豆产量逐年下降，部分田块甚至减产
40%以上。“这个病害对大豆生产的影响是致命
的，但传统药剂的防治效果很有限。”

防控技术的持续优化，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新
希望。

今年1月，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将先正达（上
海）作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新型种子
处理悬浮剂列为解决新型大豆镰孢根腐病的防控
首选产品。到3月底，该产品已累计应用近13万
亩，有效满足了病害发生较为严重区域的生产需
求。

“只要天气跟得上，我们再把地种细点、管严
点，争取今年大豆有个好收成。”齐永鑫说。

“今年，国家将继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
度。”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
文博介绍，从春耕开始，农业农村部将持续推进良
田良种良机良法的“四良”融合，力争大面积单产
提升取得新突破。

春风轻拂，新一年的希望已播种，必将在广袤
田野上谱写新的丰收乐章。

（新华社）

不负春光百谷生
——谷雨时节各地春耕春管一线见闻

4月20日，种植户在同山镇的樱桃市集销售樱桃。近期，浙江省诸暨市同山镇的樱桃陆续进入丰收季，红彤彤的樱桃缀满枝头。为进一步促
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同山镇举办了篮球比赛、樱桃采摘游、共富市集以及乡村赏花游等春季文旅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感受春季乡村美景，推进农
文体旅融合发展。

徐昱 摄

4月19日，游客在和顺古镇游玩拍照。和顺古镇位于云南省腾冲市西南部，是云南省著名
的侨乡，也是茶马古道和西南丝绸之路重镇。春日里，和顺古镇繁花盛开、溪流潺潺，与灰瓦白
墙的古朴建筑相映成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易嘉欣 摄

近年来，痛风这一“代谢病”呈现年轻化
趋势。4月20日是世界痛风日，专家提示，科
学防治痛风需“管住嘴、迈开腿”，警惕“隐形
尿酸刺客”侵袭健康。

北京友谊医院风湿内科主任医师刘燕鹰
介绍，痛风的“罪魁祸首”是尿酸代谢失衡。
一旦血液中尿酸超标，就会化身尿酸盐晶体，
像“微型飞镖”扎进关节，引发剧烈炎症。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
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显示，我国成
人居民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14%，痛风患病
率为0.86%至2.20%，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
农村，沿海高于内陆。痛风患病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高尿酸血症
与痛风的发生与膳食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尤其是长期摄入高能量食品、大量酒精和
（或）高果糖的饮料。肥胖是高尿酸血症与痛
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北京友谊医院风湿内科医师刘慧兰说，
痛风最爱“突袭”大脚趾，也可能波及踝关节、
膝关节，通常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48

小时内痛到巅峰，一般持续数天至两周。到
了间歇期症状消退，但尿酸仍可能“暗中作
乱”，悄悄沉积晶体。“如果不加以控制，关节
反复发炎，容易形成硬疙瘩，即痛风石，甚至
导致畸形。更严重的是，尿酸还可能‘伤肾’
引发肾结石或痛风性肾病。”

痛风不能“忍忍就过”。刘燕鹰说，发作
时，首要目标是抗炎镇痛。若患者已确诊痛
风且尿酸显著升高，急性期可在医生指导下
谨慎加用降尿酸药物，但需密切监测，避免炎
症加重。若一年发作2次以上，有痛风石、慢
性痛风性关节炎或肾损伤的患者，则要采取
药物治疗长期控制尿酸。

刘慧兰表示，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日
常要保证食物多样、蔬奶充足，并且要足量饮
水。在心、肾功能正常情况下，建议每天饮用
2000 毫升至 3000 毫升水，优先选用白水，也
可饮用柠檬茶、淡茶、无糖咖啡及苏打水，但
应避免饮用浓茶、浓咖啡等。另外，减重、规
律作息、充足睡眠均有助于维持尿酸稳定。

（新华社）

4月20 日，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
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越野滑雪和冬
季两项比赛在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四季越野滑
雪场开赛。

本次比赛将从20日持续至28日，共有来
自15个省（区、市）15支代表队的70余名运动
员参加比赛。运动员们将在为期9天的比赛
中展开2个大项41个小项的激烈角逐。

当日共进行了越野滑雪 8 个小项的比
赛。在首个比赛项目男子听障5公里（传统
技术）中，北京队选手邱国雄和队友邱国强分
获金、银牌，吉林队选手张孝坤摘得铜牌。

当日开幕式现场还进行了文艺演出，残
疾人演员们带来手语舞蹈、轮椅舞蹈等精

彩节目。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比赛，这里室内的雪

质很好，也有很多无障碍设施，对我们的生活
和比赛都很友好。”陕西运动员刘子旭说。

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张振英在
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体育赛事，展现残疾人
运动员顽强的毅力和对体育的热爱。

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
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赛期的比赛将于今年12
月在粤港澳大湾区举办，是四年一届全国最
高水准的残疾人体育综合赛事。其中，冬季
项目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比赛在吉林市提前
举行。

（新华社）

市场监管总局4月21日发布数据
显示，截至 3 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
企业超过 5700 万户，占企业总量的
92.3% 。 一 季 度 全 国 新 设 民 营 企 业
197.9万户，同比增长7.1%，超过过去三
年平均增速。

一季度，全国新设“四新”经济民营
企业83.6万户，占同期新设民营企业总
量的四成以上，同比增长1.4%。其中，
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增长
最快，达到18%。新设“数字经济”民营
企业27.4万户，占新设民营企业总量的
13.9%，其中的“数字产品服务业”增速
最快，几乎是去年的 2.5 倍。截至 3 月
底，我国“四新”经济民营企业共2267.8
万户，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动能。

民营企业展现强大创新活力。通
过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转型和全球化
布局，民营企业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一季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设民营

企业9.4万户、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设4.6
万户、人工智能软件研发类新设25.4万
户、银发经济类新设超过 1 万户。此
外，在民用航空、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
等领域，民营企业均展现出充沛活力。

个体工商户展现出充沛的内生动
力。一季度，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
394.9 万户。其中，第一、二、三产业新
设数量分别为 26.3 万户、19.3 万户、
349.3万户。截至3月底，第三产业个体
工商户达到1.11亿户，占个体工商户总
量的比例接近九成。

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成
效凸显。截至一季度末，各地已完成
分型判定“生存型”个体工商户 6438.2
万户、占比 83.1%，“成长型”个体工商
户 1004.1 万户、占比 13%，“发展型”个
体工商户 304.2 万户，占比 3.9%。全
国已认定 14.2 万户“名特优新”个体
工商户。

（新华社）

这是记者在4月20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主办的 2025 农业展望大会
上获悉的。

该报告聚焦20种（类）主要农产品，总结
回顾了2024年市场形势，并展望了未来十年
这些农产品的生产、消费、贸易、价格等走势。

报告预计，2025年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保障能力将持续增强，农业高质量发展将
迈上新台阶。粮食生产方面，随着大面积单
产提升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及农民种粮和地方
抓粮积极性不断提高，全年粮食产量有望达
到7.09亿吨，比上年略有增长；其中，稻谷、小

麦、玉米产量有望分别比上年增长0.5%、0.9%
和 0.2%，大豆产量将达到 2117 万吨，比上年
增长2.5%。

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农产品消费预
计保持缓慢增长，健康化、多元化消费趋势更
加明显。粮食消费小幅增长，禽肉、水产品消
费增速有所放缓，牛羊肉、奶类消费需求有所
减弱。同时，随着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同性
不断增强，在国内产量增加、消费增速放缓等
条件下，大宗农产品进口量呈减少趋势。

展望未来十年，报告认为，在农业科技发
展水平加速提升及高产优质抗逆的粮食新品

种加快培育推广支持下，我国农业生产力将
实现突破性跃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稳步
提高，播种面积基本稳定，粮食单产提升成为
粮食增产的关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能
力增强。

此外，未来十年，随着我国经济稳健发
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蔬菜、
水果、肉类、奶类以及水产品等农产品消费
持续升级，高品质与特色化需求将持续攀升，
农产品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进口来源更趋多
元化。

（新华社）

未来十年我国农业生产“丰”景可期

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
超过5700万户

全国残特奥会
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比赛在吉林开赛

科学防治痛风要“管住嘴、迈开腿”

在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基础上，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4月20日对外发布的《中
国农业展望报告（2025—2034）》预测，伴随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加速提升，未来十年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将实现量质全方位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将显著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