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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办〔2024〕33号

新乡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奋战 90天抓田管抗灾害夺秋粮

丰收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高新区、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局相

关科站: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关键一年，夺取粮食和农业丰收意义重大。经研究决定，在全

市开展奋战 90天抓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现将行动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各地抓好贯彻落实。

2024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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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 90天抓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方案

入汛以来，我市出现多轮大范围强降水过程，给农业生产带

来不利影响。为切实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科学防灾减灾救灾，市

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奋战 90天抓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从现在开始至秋粮收获，强化生产指导服务，推进关键措施落实，

奋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油丰收。为推动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特

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当前形势

（一）防灾减灾任务重。今年汛期气象条件整体偏差，防灾

减灾形势严峻复杂。夏播期间我市遭遇多年未见的高温干旱，近

期又遭遇多轮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对秋季粮油生产造成不利影

响。未来天气不确定性大，农业防灾减灾任务艰巨。

（二）田间管理难度大。受夏播期间干旱影响，秋作物播期

拉长、长势不均，大小苗问题突出，特别是有些大豆地块播种偏

晚，播后遭遇强降雨，导致出苗质量差，给秋粮田间管理增加了

难度。

（三）病虫发生风险高。近期降水偏多，田间湿度大，有利

于滋生病害。玉米顶腐病、叶斑病、茎基腐病、玉米南方锈病、

草地贪夜蛾、大豆根腐病、水稻“两迁”害虫、二化螟等病虫害发

生风险高，防控压力大。

二、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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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秋粮田管。分作物、分类型、分时期落实好各项

稳产增产措施，重点落实化控防倒、肥水调控、“一喷多促”等管

理措施，确保作物稳健生长，提高抗逆能力，促进产量形成。

（二）指导防灾减灾。对农田积水地块，抓紧通过疏通沟渠、

开沟沥水、机械强排等多种形式，加快排除田间积水。对过水地

块尤其是田间渍涝地块，及时追施速效氮肥或叶面喷肥，促进灾

后恢复生长。关注天气变化，加密研判会商，做好中后期高温、

干旱防范应对。

（三）指导病虫防控。近期我市降水多、湿度大，对病虫害

发生较为有利。各县（市、区）要重点做好玉米南方锈病、褐斑

病、细菌性病害，大豆叶斑病、根腐病，稻瘟病、稻曲病，以及

水稻“两迁”害虫、甜菜夜蛾、玉米螟、棉铃虫、粘虫、蜗牛等病

虫害的监测防控。

（四）指导单产提升。聚焦 86 万亩玉米、2 万亩大豆、10

万亩花生高产示范区，抓好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措施落实落地，

实施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确保取得实效。

（五）协助解决问题。深入一线调研了解各县（市、区）在

防灾减灾、田间管理、单产提升、项目落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协助解决影响秋粮生产的困难，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三、分组安排

前期成立的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继续分片包干开展工作指

导。9个秋粮生产专家指导组继续下沉一线，开展全过程技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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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服务，做好现场观摩、田间课堂、技术培训、巡回服务等工作。

四、有关要求

（一）合理安排时间。从现在开始至秋粮收获结束，共计约

90 天。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和 9 个秋粮生产专家指导组，根据

生产实际、农时季节、作物生育进程、灾害发生情况等合理安排

时间，深入开展指导。各县（市、区）要积极主动对接，配合工

作组和专家指导组开展工作。

（二）扎实开展指导。各专家指导组至少赴分包县（市、区）

开展指导 2-3次，持续盯紧重点区域、主要任务、重大灾情，分

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单产提升及防灾减灾关键技术。要深

入一线调查苗情、墒情、灾情和病虫情，走访新型经营主体，了

解技术措施落实情况。

（三）及时反馈情况。各指导组要及时报送工作动态，分析

作物苗情长势、灾情形势，了解地方工作进展和生产中的困难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相关工作情况及时反馈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

科。

（四）严格工作纪律。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精神，直接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务实高效开展工作，力

戒形式主义，力戒工作不实，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抓

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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