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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视 残 疾 预 防 ， 关 爱 生 命 健 康 。
——— “残疾预防日”宣传口号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标语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阴县城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361090016
机构地址：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南新区广场东路 6 号
邮政编码：725100
批准成立日期：2012 年 11 月 26 日
批准注销日期：2022 年 7 月 29 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康监管分局
许可证流水号：01020890
联系电话：0915-3213570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康监管分局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

公 告
2022 年第 5 号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康监管分局核准，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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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康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022 年第 6 号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康监管分局核准，更名、迁址并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陕西汉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开发区支行
（简称“汉阴农商银行经开区支行”）

许可证流水号：01027314
机构编码：B0571S361090020
机构地址：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涧池镇西坝村曙光路龙康家园 1 号楼
邮政编码：725102
批准成立日期：2005 年 4 月 30 日
发证日期：2022 年 8 月 19 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康监管分局
业务范围：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由上级行授权经营的业务
联系电话：0915-5215601
原许可证流水号：01020989
原机构编码：B0571S361090020
原机构地址：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蒲溪镇田禾村 3 组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8 月中下旬，位于黑龙江的北大荒
集团军川农场有限公司正在应用遥感
无人机进行水稻田病虫害防治。 当监
测发现水田长势欠佳、 判定存在发生
病虫害风险， 无人机就会结合数字农
场平台、AI 病虫害识别大数据分析系
统，为种植户生成“精准植保”管理建
议，节省人力的同时也提高效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农业科技
加快发展，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
模式不断创新和突破， 为加快高水平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和农业科技现代化
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障了粮食产量稳
定增长，推动了农产品供给充足优质，
有力夯实了“三农”压舱石。

作物种业科技快速发展有
力保障粮食安全

一组数据勾勒出十年来农业科技
的快速发展： 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十年间提高 7 个百分点，超过 61%；
农 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超 过
72%；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6%以上
……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周云
龙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种
业种源、农机农艺、农业技术推广等方
面持续发力，不断推动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落实落地， 保障粮食产量连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我国现代种业创新体系不断完善
提升，农业用种得到有力保障。 目前，
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超过
95%。培育推广超级稻、节水抗旱小麦、
抗虫耐除草剂玉米和耐除草剂大豆等
一大批优良品种， 第五期超级杂交稻

“超优千号”超级稻多次创造水稻高产
世界纪录， 玉米单倍体育种技术取得
突破， 品种对单产提高的贡献率达到
45%以上。

十年来， 我国智能农业装备长足
发展， 推动农业发展方式加速向自动
化、设施化转变，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
率和质量。 研制出小麦、水稻、玉米等
主要农作物的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作
业装备， 农业遥感技术成功应用于灾
害监测预警、产量评估、农业环境要素
监测， 北斗导航支持下的无人耕地整
地技术、小麦无人播种收获技术、水稻
无人机插技术等取得突破性进展。

重要农产品品种创新推动
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

2021 年，“广明 2 号” 白羽肉鸡配
套系等首批三个白羽肉鸡新品种，通
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 这
意味着我国白羽肉鸡自主育种实现重
要突破。

“我国自主培育的‘广明 2 号’白
羽肉鸡，在长速、繁殖等性能与进口品
种持平 ， 在肉质和抗病性能方面更
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
究所研究员赵桂苹说。

十年来，我国畜禽、水产、蔬菜、果
树产业等发展步入快车道， 形成了较
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和市场体系，保
障了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周云龙说， 畜禽育种水平大幅提
升，基本完成猪、牛、羊等动物的基因
组测序， 建立中国荷斯坦牛分子育种
技术体系， 开发研制了抗蓝耳病猪等
优异种质；培育出具有自主产权的“京

海黄鸡”“中畜草原白羽肉鸭”“中新白
羽肉鸭”“华西牛”等系列商业品种。

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培育出“长
丰鲫”“绿盘鲍”等新品种，自主培育的
罗氏沼虾、斑点叉尾鮰、南美白对虾国
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 60%、40%和
30%以上。

绿色低碳推动农业转型升
级

十年来， 我国农业科技不断加强
农业污染防治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集
成示范应用， 推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
护协调发展， 为实现农业转型升级提
供“绿色引擎”。

化肥农药减施增效凸显。 发展了
精准变量施肥、水肥一体化、农药高效
低风险利用等先进技术，研发了 Bt 农
药、绿僵菌等高效低风险农药，化肥农
药利用率均超过 40%。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断加
速。 研发推广稻田绿色种养、水产养殖
水质调控、 降解地膜和残膜回收等绿
色技术，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
秆综合利用、 农膜回收等农业绿色行
动 ， 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6%，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7%以上，
农膜回收率超过 80%。

此外， 绿色增产增效模式扩大推
广。 我国集成作物绿色高产高效栽培
技术模式，发展园艺作物标准化生产、
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 稻渔综合种养
等绿色生态发展模式， 有效发挥了科
技促进农业增产增效的潜力。

（新华社记者 胡璐 于文静）
（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

助力夯实“三农”压舱石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