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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李贤）日前，
省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技术专家组来到我市，
现场指导普查人员采集种质资源信息，详细讲解
了信息采集过程中的关键点和注意事项。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气候环境变化
以及农业种养方式的转变，地方品种消失风险加
剧，群体数量和区域分布发生很大变化，野生近
缘植物资源急剧减少，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底数不
清。今年，我市启动第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
查，计划利用3年的时间摸清我市水产养殖种质
资源种类、群体数量、区域分布、保护利用、特征

特性及遗传结构等状况，进行资源收集与保护。
目前，常德拥有水产养殖规模企业860家、

水产加工企业23家、水产养殖合作社239家、家
庭农（渔）场204家，拥有国家级水产良种场1家、
省级水产良种场13家，名特优水产养殖进入全
国内陆第一方阵。但水产养殖种质资源长期处
于动态变化中，具有可变性，一旦消失灭绝，其蕴
含的优异基因、承载的传统农耕文化也将随之消
亡，生物多样性也将受到影响。

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开展水产
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打好种业翻
身仗”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化解种质资源消
失风险的迫切需要，也是赢得育种创新竞争主动
权的重要抓手。本次普查将摸清全市水产养殖
种质资源家底，发掘并鉴定一批新资源，保护好
珍贵、稀有、濒危、特有资源，实现应收尽收、应保
尽保。今年全部完成面上普查，明年要基本完成
重点调查，2023 年要做好资源入库、数据上传。
此次工作将提升全社会参与保护种质资源多样性
的意识，推动水产养殖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可持
续发展。

我市开展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

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李贤）11 月
6日，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对外发布提示，建议
水产养殖户积极应对低温雨雪天气，密切关注
天气预报，做好水产养殖抗寒减灾的应对措施。

随着冬季来临，冷空气南下，天气多变，随
时可能会有大风、雨雪、冰冻等不利水产养殖的
情况出现，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水产养殖专家
们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向广大养殖户
发布了水产养殖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技术措
施。“简单来说，水产养殖应对低温天气就是24
个字：去冰雪、勤增氧、修设施、加蓄水、强流通、
保供应、控水质、防病害。掌握了这几句话，做

到了这几个关键措施，水产动物越冬就没什么
大问题。”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水产养殖专家介
绍。具体来说，若水产动物精养池塘（稻田）出
现大面积积雪封冻情况，要及时除雪破冰，尽量
减少水面积雪，缩短水体的冰封期，保持空气中
溶氧能及时溶入养殖水体，避免水产养殖动物
因缺氧窒息死亡。专家指出，要迅速将养殖水
位加至 2 米以上，有条件者应加深到 2.5~3 米；
池塘养殖青虾，保持水位 1.2~1.5 米；稻田养殖
小龙虾、中华鳖、泥鳅等，保持坂田水位 30~40
厘米；尽量做到降温前就加满水位，缓慢加水，
避免直接冲底，减少水产养殖动物的应激反应；

稻田养殖模式，避免在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临时
加水，以免造成小龙虾出穴和中华鳖上浮而出
现冻伤、冻死现象；降温前及温度回升后，加强
化学增氧底改，晴天勤开增氧机，促进上下水交
换，从而促进氧化分解，净化底质，保持池塘水
质清爽。此外，水产养殖户还要做好病害监测
防治工作，及时捞出冻死、病死鱼，并做无害化
处理，避免死鱼污染水质；寒潮过后，连续晴天3
日至5日，池塘水温在10℃以上，可隔日适量投
喂饲料 1 次，增强鱼虾蟹体质；并选择晴天，全
池泼洒二氧化氯、碘制剂等消毒剂1~2次，防止
发生爆发性疾病。

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发布温馨提示

“24个字”助水产养殖户应对低温天气

本报讯（记者 杨晟 通讯员 杨清泉）11月5
日，市乡村振兴局、市驻村办召集全市51名省、
市派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参加了业务培训会。

培训会上，市乡村振兴局相关业务科长对
2021年常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地抽查考核
工作方案进行了解读，对防止返贫致贫监测系统
动态调整、精准算账和项目库建设进行了业务辅
导，对省、市派工作队队长进行了现场答疑解惑。

市驻村办相关负责人要求，各驻村帮扶工
作队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做好驻村帮扶
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明确工
作要求，切实围绕“八个推动”开展工作；严格对
标对表，确保圆满通过各级考核；严肃工作纪
律，切实做到“八个严禁”；注意自身安全，平平
安安驻村。

市乡村振兴局负责人强调，各驻村帮扶工作

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学习领会乡村振兴有关政策和标准，全力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各项工作。各驻村帮扶工作队要做到精准摸
排画像要准、政策落实必须要清、项目入库管理
要全、信息采集要真、收入核算要实、工作作风
要强，不断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和参与乡村振兴的
热情。

51名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接受培训
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

员 李宝林）连日来，市林业局林
木种苗管理站先后来到鼎城区、
临澧县、澧县、桃源县等地的林
木苗圃基地，对全市各地苗圃育
苗单位进行现场苗木质量检查，
加强出圃苗木质量管理和现场
监督，做到不合格苗木一律不得
出圃销售。

在苗圃基地，检查人员与林
业主管部门和生产单位进行交
流，听取情况介绍，并现场查看
育苗情况、种苗生产经营单位的
林木种苗生产和销售、三证一签
执行情况和苗木检疫等情况。
近年来，我市林业部门深入到林
木育苗基地、苗圃、造林地，摸排
以非良种冒充良种、无证生产经
营林木种子以及侵犯植物新品
种权等违法行为，提高公众法律
意识。通过全面宣传和重点打

击，我市林木种苗市场管理水平
得到明显提升，林农从育好苗到
用好苗的意识增强，管理人员业
务水平得到提高，各育苗企业单
位责任意识同步加强，整个种苗
市场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市林木种苗站要求，育苗
基地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国家林业局《林
木种子质量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开展种
苗生产经营管理；坚持“四定三
清楚”生产供应原则，建立和保
存生产经营档案；打击无证生
产经营和生产经营假冒伪劣林
木种苗行为；圃地设置品种标
识牌，切实加强全市种苗质量
管理，从源头保证种苗质量；做
好“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确保种苗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

市林业局开展
圃地苗木质量检查

本报讯（记者 杨晟 通讯
员 陈勇奇）11月2日，市水利局
负责人一行赴鼎城区中河口镇
北 洲 村 调 研 点 村 乡 村 振 兴 工
作，为全村产业发展、农田水利
工程、人居环境整治、基层党建
等工作出谋划策，并为建档立
卡脱贫户送去温暖。

今年 5 月，市派乡村振兴工
作队进驻北洲村后，协助村里
建成北洲村甲鱼养殖基地。该
基地总投资约 50 万元，所形成
的 固 定 资 产 归 北 洲 村 集 体 所
有。目前已通过竞拍的形式，
将基地的承包经营权出租给养
殖大户，每年向村集体支付租
金。今年 9 月，基地正式投入使
用，预计可实现年产总值 150 万
元。调研组对此给予肯定并指
出，要继续抓好甲鱼产业发展，
适当扩大养殖规模，壮大村集
体经济，要多方面拓宽销售渠
道，多让村民百姓得实惠，促进
稳定脱贫。

在实地查看北洲村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现场后，调研组指
出，要抓好农村基础设施特别
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要从整
体角度规划好农田水利水系走
向，理顺排涝与灌溉的关系；要
谋 划 好 一 批 重 点 水 利 建 设 项
目，着力完善农田水利等基础
设施，突出解决好汛期“水多”
和汛后“水少”问题；要强化监
管，狠抓工程质量，树立样板工
程，抢抓工程进度，尽早让人民
群众受益。

市水利局负责人强调，驻
村工作队要按照北洲村实际情
况和乡村振兴工作规划，科学
决策、善于谋划，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
果；要持续加强基层组织和支
村“两委”班子建设；要抓好人
居环境整治，要以村民小组为
单位开展试点，采取一定奖惩
措施，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群众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整治
见成效，乡村现美景。

市水利局调研
点村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杨晟 通讯员 刘雪芬）11
月 5 日，在西湖管理区西湖镇鼎园村，村民伍
梅娟正在用经过三格化粪池过滤后的废水
浇灌自家菜园。今年以来，西湖管理区大力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提升了广大群众的幸
福感。

“改造这个厕所，区里的领导和村里的干部
没少往我家跑，全程都在指导监督，我们好省
心。”从前臭气冲天的旱厕，摇身一变成为美观、

方便的新厕所，伍梅娟逢人就夸“厕所革命”
好。今年以来，西湖管理区农业农村局紧紧围
绕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为导向，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不断提升
广大群众的幸福感。该局结合当地的气候、地
势条件以及群众的愿望，因地制宜推广了三格
式化粪池，中间分三道隔室，通过贮存、过滤再
排放。

截至目前，西湖管理区全区卫生普及率达
98%，2021 年新建厕所792户，新建公厕2座。9
月底前，西湖管理区已基本完成全区改厕任务，
新建厕所验收、数据录入等后续工作正在进行
中。西湖管理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继续严格按照标准做好厕所革命这项民生
工程，确保问题厕所摸排整改和厕所改造任务
按规定时限保质保量完成，进一步提升村庄颜
值，共建共享美丽新乡村。

西湖管理区“厕所革命”提升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
讯员 邓兴华）11 月 3 日，省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核专
家组来到我市，对我市云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炜基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开展了饲料添
加剂生产许可现场审核。

专家组对两家生产企业进
行评审，现场检查了原料库、生
产车间、成品库、检化验室和相
关制度资料等关键环节，对企
业五大部门负责人和检化验员
进行了现场考试，并组织企业
相关人员座谈。针对现场审核
发现的问题，专家组提出了整
改意见，下达了《现场审核不合
格项目汇总表》，要求企业限期
整改后方可进入许可程序。

目前，我市共有持证饲料
生产企业 35 家，其中浓配料生
产企业 25 家、单一饲料生产企
业 2 家、添加剂生产企业 5 家、

预混料生产企业 3 家。2020 年，
全市生产各类商品饲料 141 万
吨，同比 2019 年生产总量增长
4.4%。为了加强饲料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市畜牧水产部门对
全市 25 家浓配料生产企业进行
了全面检查。检查覆盖率达到
了 100%。2020 年全年完成了省
级质量安全检测抽样 28 批次，
合格率达到 100%，完成市级饲
料监测抽检 155 批次，合格率
100%，受到省相关部门的肯定。

对现场审核发现的问题，
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负责人要
求，企业要提高认识，立行立
改，抓紧办理生产许可相关事
宜，做到合法合规开展生产，启
动生产后严格按照《饲料及饲
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和《饲料质
量安全管理规范》等规定规范
生产，确保饲料生产安全和质
量安全。

省专家组来我市开展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核

茶叶是澧县甘溪滩镇的主导产业之一，全镇共有茶园面积1.8万
亩，拥有“双上绿芽”“太青云峰”等知名品牌。进入冬季，茶树管护是
争取来年茶叶丰收，特别是保证春茶产量和质量的关键。图为11月8
日，湖南桐溪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聘请当地农民工开展茶园管
护。 本报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杨继红 摄

本报讯（记者 杨晟 通讯员 梁玲 辛小超）
两岸青草悠悠，渠面波光粼粼，近日，记者在西洞
庭管理区三渠龙泉段，被眼前的美景吸引。近年
来，西洞庭管理区深入开展河湖长制工作，在生态
沟渠建设上创新“五水共治”工作方法，即治污水、
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做活了“水文章”。

今年来，西洞庭管理区持续开展对河塘沟渠
的综合整治行动，采取“人机结合”的方式对淤泥
垃圾严重堆积地段进行重点排查、清淤清障，确
保排水通畅；大力开展生态水域治理，全区疏浚
沟渠120公里，建成生态护坡48公里；实施城乡

生活污水全覆盖工程，修建了集中村居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8座，启动祝丰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容提
标工程，新建 2 万吨改良型氧化沟污水处理设
施，污水排放达到一级A标准。

西洞庭管理区严格落实河长制“一办两员”
制度要求，河道保洁按照水系大小分别落实到责
任单位、责任人。西洞庭管理区充分发挥河长牵
头作用，做到常态化巡河，协调各部门力量，发现
问题及时交办整改。农村微小水渠保洁结合全
域美丽乡村建设，村、社区明确保洁负责，按月考
核、工资按月打卡发放，极大提振了农村保洁员

的责任感。对骨干渠系，管理区财政每年安排保
洁维护资金120万元，由区乡公路管理处统一负
责，保洁区域涵盖水面、岸坡、堤顶。岸坡、堤岸
杂草严禁喷施农药，由保洁单位组织人工清除，
既维持了骨干渠系水生态环境，又避免了喷施农
药造成水体二次污染。针对已建成的生态沟渠，
西洞庭管理区重点强化农田氮磷检测，坚决整治
畜禽养殖场，实施截污纳管、断面河道清淤、生态
修复等工程，并由河道管护人员定期清理，逐步
形成“点上出彩、线上美丽、面上洁净”的美丽生
态田园新面貌。

西洞庭管理区“五水共治”做活“水文章”

11 月 9 日，澧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组
织 该 县 农 业 企 业
代 表 前 往 安 乡 县

“安乡农仓”观摩
学习。“安乡农仓”
是 安 乡 县 打 造 的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
2020 年 销 售 额 达
2.5亿元，成为了安
乡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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