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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春耕备耕工作开展情况篇一

目前，全省春耕备耕正有序推进。截至3月27日，全省粮经作
物共完成播种面积937.8万亩，同比快96.8万亩;完成粮食播
种面积630.6万亩，同比快78.7万亩。

今年以来，我省春耕备耕围绕“以结构调整为重点，以绿色
发展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的工作主线，稳定粮食生
产，推进农业补贴政策落实，提高耕地质量，推进结构调整
和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着力提升质量效益，稳定发展粮食生
产。

水稻方面，我省优先发展优质稻，结合“六大名米”名牌打
造，传承农耕文化、保护和开发具有云南特色种质资源的优
质籼型软米，适度发展加工型籼稻(加工米线、饵丝用)，大
力推广“稻+”综合种养绿色高产高效模式。

同时，稳定玉米主产区和优势区，在农业部划定的镰刀湾石
漠化地区和干旱缺水的山坡地调减玉米种植，因地制宜发展
种植特色杂粮杂豆，优质饲草、绿肥，中药材和水果等;大力
推广玉米与豆类、马铃薯、蘑芋、花生、绿肥等用地养地结
合的作物间作套种模式，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实现生态可
持续发展;适度发展青贮饲用玉米种植和积极发展秋冬及早春
种植的鲜食玉米种植，并注意调优籽粒玉米品种品质结构。



继续推进马铃薯种植时空布局和品种结构调整，引导春作种
植区进行轮作，提高马铃薯种植水平。

20xx年，中央已下达我省耕地地力保护资金40.49亿元、省级
财政筹措耕地地力保护资金9029万元、省级农业生产发展专
项资金(粮食生产)19360万元，合计资金43.32亿元，已全部
下达到有关州市。全省各级农业部门组织广大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进行科技服务，普及小春机收、大春机械耕耙、
深耕深松、节水灌溉和水稻机械化育插秧等科技知识，并帮
助和指导农民机手保养、调试和检修各类农机，已检修农机
具11万台套。

今年，各地农业部门重视，春耕备耕动手早，种子、化肥、
农膜、农药等农资准备充分，能满足大春生产需要。据省农
业厅农情统计，截至3月13日，全省杂交水稻种子就位3018.5
万公斤，超需求149.5万公斤;杂交玉米种子就位6307.3万公
斤，超需求174.8万公斤;农膜就位88326.6吨，超需求972吨;
化肥就位205(折纯)万吨，超需求10万吨，需求同比减少7.1
万吨;农药就位18160.7吨，超需求550.2吨，需求同比减
少876吨。

此外，从目前我省温度、水等气候和土壤墒情来看，均利于
粮食生产。截至3月20日，全省库塘蓄水75.8亿立方米，与多
年同期相比，多蓄水17.7亿立方米。

春耕备耕工作开展情况篇二

目前，广东省各地办田、育秧和春播各项工作已全面开展。
各级农业部门积极组织农业科技、放心农资、农业机械下基
层促春耕，为春耕生产提供全方位服务。

开展春耕科技服务，提升春耕生产科技水平。全省各级组织
农业科技人员下乡、进村、入户，以图片展览、专家技术咨
询、专题技术讲座、实用技术培训、现场示范等形式，开展



农业科技服务，把各项增产技术落实到田间地头，提高技术
入户率和到位率。通过组织科技下乡活动，宣传农业新科技、
新品种，推广农业良种良法，指导农民落实好稳产增产技术，
提升春耕生产的科技含量。遴选推介20xx年全省农业主导品
种和主推技术。以高产创建为平台，扎实开展粮油糖高产栽
培技术的示范、推广，加快普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实施测
土配方施肥整县、整乡、整村推进。

开展农机推广服务，提高春耕生产效率。大力推广集中育秧、
薄膜育苗，突出抓好水稻机械化育插秧示范推广工作，扩大
农机作业面积。全省已经有13个地级以上市，15个农机化示
范县和40个省级水稻育插秧示范县将于近期举办农机促春耕
现场示范活动。阳江市、肇庆高要市、饶平县、兴宁市、电
白县等已经开展了农民育秧和机械化插秧技术的培训。据初
步统计，今年全省组织参加春耕机械化作业的各种拖拉机
达20万台(套)，各种排灌机械5.9万台(套)，专业育秧设
备300多套，插秧机9300多台。预计实现机械化插秧面积160
多万亩。

开展放心农资下乡服务，维护春耕生产秩序和农民合法权益。
在春耕备耕等农时大忙时节，全省各级农业部门会同海洋渔
业、工商、质监、供销等有关部门举办放心农资下乡服务活
动，介绍农业法律法规和放心农资相关知识，现场解答农民
疑难问题，接受对假冒伪劣农资的举报和投诉。抓好农资供
应和市场监管。积极会同公安等有关部门，深入开展春季农
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等违法行为，
净化农资市场，让农民用上放心农资。继续组织开展种子执
法年专项行动，确保生产用种安全。

据农业部门种植意向调查，全省今年春播农作物呈稳定发展
态势，预计今年全省春种农作物面积3172.7万亩，比去年同
期增加2万亩。其中春种粮食1732.3万亩、油料369.9万亩、
糖料215.2万亩，蔬菜514万亩，都比上年有所增加，特色效
益农业进一步发展。



农资供应充足。预计今年早造全省需要杂交水稻种子820万公
斤、杂交玉米140万公斤，化肥约190万吨、农药需求量
约1.58万吨。目前全省各种农资货源充裕，可满足春耕生产
需求。

农业可用水资源增加。截至今年1月底，全省32座大型水库蓄
水总量139.9亿立方米，可用蓄水量78.2亿立方米，比常年增
多20.8亿立方米。208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32.8亿立方米，可
用水量22.3亿立方米，为春季农业生产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春耕备耕工作开展情况篇三

干群合力抓抗旱。面对旱情，县上专门召开抗旱工作调度会，
组织机关干部，采取分片包干、蹲点指导、进村入户等形式，
帮助农民及早下田，落实抗旱措施。全县共组织干部群众投
工4560个，完成干支渠道清淤12条23.5公里，完成冬灌面
积2.8万亩、春灌3000亩;调用喷灌机20多台，抢浇抢灌受旱
果园500多亩。县、乡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块，加强苗情、墒
情和病虫害监测，指导帮助群众综合运用农艺、生物、化学
等抗旱生产技术，因地制宜制定抗旱生产方案，开展抗旱保
苗技术宣传培训,动员群众土壤边解冻边开展顶凌覆膜，并抽
调专业技术人员定点监测土壤水份，实行旱情日报告制度。
县气象局及时跟踪气象云情，积极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先后
发射增雨炮弹52枚，使全县普降小雪，有效缓解了旱情。针
对水源水位下降、供水出现不足的现状，水务部门坚持以水
源抢修、科学调度和联网供水为重点，调配红崖湾水厂和竹
林寺水库水资源，为梁河北调、洛水北调等人饮工程补充水
源，并采取分片定时、轮流供水等办法，分区域、分时段调
节供水，确保全县城乡群众的吃水用水不受到大的影响。

齐心协力助春耕。为确保“三春”生产顺利进行，县上组织
千名干部下乡助春耕。所有县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到各自联
系的.乡镇，对顶凌覆膜、果园规划、果园栽植、蔬菜生产等



工作进行督促和推动，及时解决困难和问题。各级干部自觉
深入到各自帮扶的村社，齐心协力帮助农民开展春耕生产。
围绕规划的南洛河流域、北洛河流域等6个万亩旱作农业示范
区和33处千亩以上示范片，广大党员干部组织动员群众及时
抢墒整地，开展顶凌覆膜。农技部门抽调90多名技术干部，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群众顶凌覆膜。各乡镇广泛开展科级干部
包村抓示范点，一般干部包户、包地块促落实，实行包任务
面积、包技术培训、包农资供应、包田间管理、包推广种植
效果的“五包”责任制，确保覆膜任务全面落实。至目前，
全县已完成旱作农业种植面积18.3万亩，占总任务的91.3%;
搭建塑料大棚840座420亩，完成果园套种高原夏菜基地覆
膜20xx亩。

抓早给力保春管。县上围绕粮食稳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这一主题，早谋划、早落实、早储备、早调运，因地制宜部
署今年春耕生产各项工作。积极协调农行和信用社等金融部
门共发放支农贷款1.04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春耕生产。全县
共调备化肥3.2万吨、农膜1200吨、农药20吨、良种4.08万吨。
省上发放的621台玉米穴播机、玉米打孔器、起垄机等补贴农
机具已全部分发到了有关乡镇和种植农户。为保障春播农资
安全，县上抽组工商、质监、公安、农牧等单位工作人员，
组成农资市场专项治理小组，对全县农资经营进行了全面检
查，共抽检化肥10批次，查处假劣玉米种子52公斤，农药5公
斤，进一步规范了农资市场。各级支农干部深入田间地头，
争当科技“二传手”，传播致富“金点子”，助春耕、解难
题。全县共举办各类支农培训班55场(次)、广播讲座46期，
培训农技人员180人(次)、农民8.5万人(次)。发放技术规
程2.6万份、施肥建议卡0.8万多份。目前已完成推广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45万亩，推广乙草胺除草剂化学除草面积3万多亩。

春耕备耕工作开展情况篇四

虽然天气比较寒冷，庐江县白湖镇吴渡村的许多农户却热情
高涨，主动参加镇农机站举办的`现场农技推广讲座。



为做好春耕备耕工作，白湖镇早安排早部署，组织农技人员
深入各村、组、户了解春耕备耕情况，开展春耕生产组织动
员宣传工作，在全镇营造春耕生产浓厚氛围。积极发动返乡
过年的农民工投入到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中，引导农民过节
生产两不误。

今年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白湖镇努力打好
农业增产增收提质增效第一仗。协调农资储备，做好种子、
化肥、农膜等农资的储备调运工作;严格农资市场监管，打击
制假售假行为;督促农户做好农用机械维修、春水引蓄等工作，
为春耕生产作好充分准备;大力推广水稻轻简化栽培、病虫害
统防统治、配方施肥、科学防灾减灾等适用技术，着力提高
农业生产科技水平;加快土地流转，扩大荸荠、芡实、花香藕
等特色水生蔬菜种植。

截至目前，该镇已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开展田间技术培训、现
场服务指导等活动20余场次，培训农民800余人次，为农民解
决技术难点问题20余个，发放各类技术资料3000余份。

春耕备耕工作开展情况篇五

为确保今年春耕备耕工作顺利进行，入春以来，百花湖乡及
早谋划，提前部署，全面动员，采取扎实措施，及时做好春
耕生产各项准备工作。

该乡一方面解决农业生产资料充足供应，农资部门提前做好
化肥等农用物资的`货源组织和调运，按照农业生产需求，分
品种备足备好各类农用物资。截至2月18日，全乡储备化
肥300吨，地膜4吨，农药0.2吨，种子4吨。信用社加大了资
金调度，信贷资金到位45万元，千方百计为农民做好资金保
障。

水利部门做好了渠道清淤准备。农机部门认真抓好农机具检
修、配套和供应服务，共检修保养农用机械60台(次);另一方



面，紧密联系实际，认真分析形势，从计划安排、干部和科
技人员的组织上，把党对农村的政策传达、宣传、贯彻和落
实到位，做到细化、实化、具体化。据了解，今年春播计划
面积达到8632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6896亩。

春耕备耕工作开展情况篇六

春耕备耕扎实推进怎么做（最新）

春耕备耕正在扎实推进!那么春耕备耕扎实推进怎么做?春耕
备耕注意事项是什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春耕备耕扎实
推进怎么做，如果喜欢请收藏分享!

“苗好三成收，秧好一半功。这季冬小麦俺增加了播种面积，
看这苗情，开春浇一遍透水，好收成就有指望了。”扒开土
层，看到一墩墩增生分蘖的麦苗疙瘩，山东巨野县核桃园镇
乐土村村民王刘全对再夺夏粮丰收充满信心。今年，山东小
麦一、二类苗面积占比89.5%，比去年同期提高38.5个百分点。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落实黑土地保护示范区5600万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840万亩，黑龙江今年重点推广亩产千斤以上
的高淀粉玉米、亩产350斤以上的高油高蛋白大豆、适口性好
的优质抗逆粳稻。

“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
紧。”“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
业强国的头等大事。”

稳面积，提单产，提质量，今年我国将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
定在17.7亿亩以上。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关于保
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
署，紧抓农时，春季田管因地因苗施策，春播备播备耕压茬
推进，为完成全年粮食稳产保供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我国夏季粮油生产基础好，农资供应充足，春耕备耕
扎实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小麦、冬油菜
种植面积稳步增长，冬小麦在田面积3.3亿亩以上，长势好于
上年;冬油菜1.1亿亩以上，长势整体正常。当前，西南地区
越冬小麦正在拔节孕穗，一、二类苗比例88.4%;江淮地区越
冬小麦全面返青，一、二类苗比例85.7%，苗情均好于上年。
北方冬麦区2月下旬开始陆续返青，冬油菜处于蕾薹期，华南
早稻陆续开始浸种育秧，近期中东部两次大范围降水，有效
补充了土壤墒情和库塘蓄水，利于春管春耕。

稳面积，扛责任，抓田管

面积稳，产量就稳，粮食安全就有保障。

今年我国确保粮食面积稳定，力争有增加。稳面积，要扩大
豆，还要扩油料，大豆油料再扩种1000万亩以上，确保大豆
油料面积稳定在3.5亿亩以上、力争再扩大。

经国务院审定，今年继续向各省份下达粮食、大豆和油料生
产目标任务，在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中，加大面积产量和
种植结构考核权重。今年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启动实
施南方早稻集中育秧补助，继续实施小麦“一喷三防”补助
全覆盖。加大对大豆种植支持力度，还要逐步扩大稻谷小麦
玉米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

黑龙江轮作项目今年主要向大豆倾斜，多措并举稳定大豆种
植面积。广东今年春播粮食作物意向面积1544万亩，同比增
加17.7万亩，其中早稻1303万亩，同比增加6万亩。

春季田管，不误农时。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奋战120天夺夏
季粮油丰收行动”，分区域完善小麦、油菜田间管理技术指
导意见，抓好以“控旺促弱、抗旱防冻、防病治虫”为重点
的田管措施落实，提前制定实施方案，确保措施准、用对时、
出实效。



提单产，多打粮，打好粮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多打粮、打好粮，千方百计提高粮食
产能。

今年要实施全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启动
以玉米、大豆为重点的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工程，分品种
研究制定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集成组装综合性方
案，建立技术措施集成创新平台，把各类单项增产技术措施
组装起来，由点到线及面推广，辐射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增
效。

河北启动实施小麦亩产跨千斤行动，春节期间派出1万余名农
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指导服务。广西推进水稻玉米高产
攻关实施方案，安排4000万元在全区多个县开展水稻高产攻
关示范，创建100万亩水稻高产攻关示范片，辐射带动全区粮
食增产增效。

提单产，还要提高自给率。农业农村部表示，实施粮油作物
单产提升行动，力争玉米示范田亩产提高100公斤以上，食用
植物油自给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继续开展下沉一线包省包
片联系指导，突出主攻大豆等作物单产，集成推广一批高产
增产技术模式。

提质量，供得上，供得优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优质供给。

今年春耕春播，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提高优质作物品种覆
盖率。以“三品一标”为抓手，供给更多绿色、有机、名特
优新产品。

目前，湖北加快建设水稻集中育秧设施，安排8000万元专项
资金实施绿色高质高效行动。江苏创建粮食示范片600个、大



豆油料示范片100个，集成推广优良品种、增产技术，熟化完
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内蒙古以
玉米、大豆为重点，统筹安排1.9亿元建设100个千亩高产高
效示范区。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目前我国绿色、有机
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累计超6万个，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面积达
到11.3亿亩。

当前春耕备耕农资供应充足。据监测，今年春耕生产玉米、
水稻、大豆种子供应量38.6亿公斤，能够满足生产用种需求。
预计春耕期间化肥总体供大于需，氮磷肥供应充足，钾肥供
需紧张情况趋于缓解，农药、农膜供应均能满足春耕需求。
各地组织机手培训，规范操作、达标作业，切实提高整地播
种质量。预计春耕期间全国可投入各类农机具2200万台(套)
以上，目前大部分农机已检修完成，正陆续投入春耕生产。

1.早稻种植区做好春耕备播工作。利用无雨时段适时对秧田
进行翻整、做畦，以水养田，以便后期播种和减少螟虫基数;
及时做好春播物资的准备工作，以利于后期抢晴及时播种。

2.做好露地作物及设施农业管理。低洼地段的油菜、蔬菜等
在田作物雨后及时清沟排水;油菜田块利用4小时以上无雨时
段加强菌核病、蚜虫等防治。2～4日赣南降温明显，且空气
湿度大，作物大棚、禽畜养殖棚舍做好温湿度调控，并加强
禽畜疫病防控;处风口的简易棚架及时检查加固，防大风倒棚。

3.当前仍处于新冠疫情防控的关键期，农民朋友注意做好防
护，避免人员聚集;“惊蛰”将至，春雷乍动，户外劳作注意
防雷电。

江苏省春耕备耕从南到北陆续展开，返青期麦苗长势喜人。
连日来，当地农业部门围绕科学制定的田间分类管理措施，
密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指导。



在江苏南京六合区横梁街道，千亩连片的麦地生机勃勃。农
机手驾驶着农业植保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为返青期的小麦进
行化学除草和施肥。街道农技部门组建技术小分队，奔赴田
间地头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从播种施肥到除草，全程机械
化、智能化的操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两天，江苏省邳州市的一场春雨，对土壤墒情及农作物适
时播种起到积极作用。在土山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植保无人
机、自走式喷雾机等农业机械正在进行田管作业，一派春管
忙碌景象。当地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联系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以及科技示范户，指导农户科学分类管理、精准施策，
促进小麦生长。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最新农情调度数据显示，今年江苏全省小
麦一、二类苗占比合计81.65%，较上年同期高3.47个百分点。
目前，全省已完成清沟理墒2245万亩，追施返青接力肥1060
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