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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北京时间1
月7日9时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
生6.8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量
房屋倒塌。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
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西藏日
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开展人员搜
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
善 安 置 受 灾 群 众 ，做 好 善 后 等 工
作。要加强震情监测预警，及时调
拨抢险救援物资，抓紧抢修损毁基
础设施，安排好群众基本生活，确保
安全温暖过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实灾情和
人员伤亡情况，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
并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尽
最大努力减少伤亡。地震灾区位于高原
高寒地区，正值冬季，要千方百计保障灾
区群众基本生活和温暖过冬。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
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
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
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组织
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
灾群众。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
有序进行。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6.8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力开展人员搜救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确保安全温暖过冬

李强作出批示

设施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种
重要形式，是农业项目建设的有效载体，
也是促进高效农业规模化发展的有效途
径，更是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保障城市

“菜篮子”安全，强农富农的关键举措。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设施农业效益可观，产品日

趋多样，逐渐凸显地域特色，呈现出适度
规模发展趋势，已经成为全县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产业集聚效应也
使物流、仓储等周边产业竞相发展，增强
了全县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目前，全县
设施农业面积已达3.4万亩，其中日光温
室3.1万亩、冷棚0.3万亩，已形成以福兴
地镇、于寺镇、蜘蛛山镇为代表的西红
柿、尖椒生产基地；以福兴地镇、阜新
镇、于寺镇、卧凤沟乡为代表的甜瓜、西
瓜生产基地。特别是福兴地镇已实现人
均1亩设施农业，成为全县设施农业发

展的领头雁和产业强镇的典型代表。
二、存在问题
一是政策扶持资金紧张，扶持引导

能力有所不足。设施农业建设前期需要
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购买生产材料，一栋

“百米标准”暖棚预计投入资金约8-12
万元，垫资数额较大，对于生产主体来说
资金短缺问题会限制设施农业的规模扩
张和技术升级。2024 年，设施农业市级
补助政策未出台，县级扶持资金也难以
落实，设施农业大棚规模化发展受阻，
特别是在引进有销路、有市场的大型头
部蔬菜企业入驻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二是产业链条仍有短板，产品销售
体系不够顺畅。设施农业产品面临市场
竞争和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需求变化快，
信息获取不及时，容易出现产品滞销。
在销售渠道上，一些设施农业生产者过
度依赖传统批发商，销售渠道单一，在市
场中处于被动地位；同时我县缺少工厂
化育苗中心，大型育苗企业少，不能确保
种苗质量和集中统一上市销售；品牌建
设还有待加强，蔬菜产地市场不健全，多
为棚区蔬菜收购货站，缺少标准化市场，
议价能力弱。

三是技术能力有待提升，设施配套
有所不足。一方面，设施农业对技术要
求高，像精准灌溉、温湿度控制、无土栽
培等技术，需要从业者具备专业知识和
技能。目前，很多从业者技术水平有
限，新技术推广难度较大，导致设施农业
的科技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
建设时间久的棚区普遍存在建设标准

低、棚体结构不尽合理、抵御自然灾害能
力差及效益比较低的问题。同时，有的
设施农业小区内水电路配套设施还相对
薄弱，无排水设施，如遇重大雨情易引
发涝灾，影响设施农业发展。

四是土地资源需要规划，环境问题
日益严峻。一方面，土地流转过程中可
能面临诸多问题，如价格谈不拢、农民意
愿不一致等；另一方面，缺乏设施农业用
地的专项规划，土地资源无法有效整合
和利用，造成土地分散化低效利用。同
时，病株死叶等废弃物再处理再利用能
力不足，处理不当会造成环境污染。

三、几点建议
一是强化资金支持能力，优化政策补

贴标准。一方面要继续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政府应保障市县配套政策连续性、延
续性，同时要做好扶持资金的落实。鉴
于当前规模设施农业发展土地约束趋紧，
建议鼓励支持农户适度发展小规模设施
农业，既可以分散风险，还可以实现多点
开花。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合
设施农业的金融产品，提供低息贷款、延
长贷款期限等优惠政策，降低融资成本。
鼓励开展设施农业保险，帮助农户和企业
抵御自然灾害等风险。

二是建立标准化市场体系，提升市
场服务能力。一方面，抓好大型育苗中
心筹建。加快福兴地镇育苗中心建设，力
争尽快投入使用，发挥效益；推进蔬菜产
地市场建设，积极拓展订单式设施农业，
提升议价、保价能力。另一方面，搭建市
场信息平台。 收集和发布农产品供求、

价格等信息，帮助生产者及时了解市场
动态，合理安排生产；同时鼓励开展电商
销售，发展农产品直供、订单农业等模
式，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高设施农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

三是加强推广体系建设，鼓励支持设
施农业配套。一方面，要全面组织开展
技术培训。通过现场指导、线上授课等多
种方式，向从业者传授设施农业新技术，
如无土栽培技术、智能温室操控技术等。
建立科技示范园和示范点，展示新技术成
果，让农户更 直观地了解和接受新技
术。强化与科研机构合作，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另一方面，设施农业一次性投入较
高，在协调开展涉农贷款的同时，坚持做
好政策引导扶持，积极争取和整合相关领
域资金用于设施农业新建和老旧棚区改
造提升，进一步提升设施农业 小区抵御
风险的能力。

四是加强土地规划管理，推广节能技
术及绿色生产。一方面要完善土地流转
制度，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服务平台，规范
土地流转程序，合理确定土地流转价格，
保障农民和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强
土地规划管理，制定设施农业用地规划，
明确用地范围和标准，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避免土地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推广
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如利用有机肥替代化
肥、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以小区为单
位建立废弃物集中处理中心，减少环境污
染，加强废弃物处理和实现资源循环再
利用。

打 好 政 策 引 导 组 合 拳 加 快 设 施 农 业 建 设
——在政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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