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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01527.htm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

好农业抗旱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

（农牧、农经、农林）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业局： 今年以来，我国气候异常，降雨时空分布极为不匀，

华北、西北、西南、华南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春旱，非凡是进

入6月以来，东北、江南、华南等地气温持续偏高，降雨持续

偏少，导致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江西、湖南等省

（区）先后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夏旱和伏旱，给农业和粮

食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和损失，对秋粮生产稳定发展构成严重

威胁。当前农业旱情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受旱程度重。全

国农作物受旱面积、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均明显大于近几年

同期，其中黑龙江发生了近百年来仅次于1982年的特大旱灾

，江西遭遇了50年不遇的大旱。二是受灾范围广。目前全国

有22个省份发生不同程度的旱情，非凡是东北、江南等地发

生了大面积、区域性的旱灾。三是对粮食影响大。当前正值

粮食作物生长发育的要害时期，旱灾又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

区，全国今年1-7月因旱损失粮食明显多于常年同期。四是抗

旱救灾困难多。黑龙江东部、江南等地多年未发生严重夏伏

旱，抗旱基础条件差，抗旱意识不强，抗旱经验不足；立秋

已至，受旱地区补种改种和田间治理的时间紧，任务重。另

据气象部门猜测，江南、东北、华南部分地区的特大旱情可

能持续发展。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心领导同志关于防灾抗灾救

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抗旱措施的落实，尽最



大努力减轻旱灾损失，努力促进今年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

续增收，现就进一步做好农业抗旱救灾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充分熟悉抓好农业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

正值秋粮生产的要害季节，又是防灾抗灾救灾工作的紧要时

期。进一步做好农业抗旱救灾工作，努力夺取秋粮好收成，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农产品市场有效供给，具有非凡重

要的意义。从政治大局看，下半年即将召开党的十七大，还

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举办奥运会，加强抗旱救灾工作，促

进农业非凡是粮食稳定发展是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工作。从经

济形势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农业和农村

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猪肉、食用油等农产品价格出现

较大幅度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大。加强抗旱救灾工作

，促进农业非凡是粮食稳定发展，对稳定居民消费价格，实

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至关重要。从农业发展看，秋粮是

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干旱又是影响农业生产最大的灾种，

常年因旱损失粮食超过各种灾难损失总量的60%。加强抗旱

救灾工作，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是实现全年粮食稳定发展、

保持农业农村经济良好发展势头的要害。党中心、国务院对

防灾抗灾救灾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做出重要部署和安排，要

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把抓好防灾救灾工作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

重点，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对此，各级农业部门

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心的部署和要求上来，进一步

增强忧患意识，牢固树立抗大旱、救大灾的思想，切实把以

抗旱为主的农业防灾抗灾救灾工作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

头等大事，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加大抗旱救灾力度，采取

更加有力的措施，努力夺取农业抗旱救灾工作的全面胜利。 



二、狠抓各项抗旱措施的落实 受旱地区各级农业部门要根据

作物受旱程度、生育进程和旱情发展趋势，按照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的原则，切实抓好以下各项抗旱措施的落实。 （一

）加强旱情监测。要严格灾情值班制度，密切关注旱情发展

变化，果断做到一般旱情半月一报，重大旱情和重大措施随

时上报，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进一步加强与气象、水

利、民政等有关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及时会商旱情，评估旱

灾影响，适时发布旱灾电视预告，指导农民科学抗旱。 （二

）完善抗旱预案。要根据旱情发展动态，完善农业抗旱应急

预案，强化分地区、分作物的抗旱救灾措施，以指导农民做

好补种改种和田间治理。非凡是非传统旱区，要学习借鉴传

统旱区的抗旱经验，抓紧提出有针对性的抗旱措施。同时，

前期受涝地区要做好防范涝灾急转旱灾的各项预备工作。 （

三）广辟抗旱水源。要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加强抗旱

水源建设，挖掘抗旱水源潜力，尽力满足抗旱用水需要。临

近大江大河、水库、湖泊等水源的地区，要采取建设泵站、

挖沟清淤等办法，扩大水浇面积；井灌区一方面要抓紧修复

原有浇灌用井，另一方面要抢打抗旱水井，充分发挥地下水

资源的抗旱作用；要积极配合气象部门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

业，有效开发空中水资源。 （四）推广旱作节水技术。易旱

地区要把发展旱作节水农业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来

抓，加强农业抗旱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旱作节水技术推广力

度，努力提高农业抗旱能力和水平。要大力推广地膜覆盖、

秸秆覆盖、喷灌滴灌等旱作节水技术，同时要合理利用抗旱

剂和保水剂，适时喷施叶面肥，增强作物抗旱能力。 （五）

加大病虫害防治力度。自然灾难与生物灾难密切相关，今年



部分地区的严重旱情加剧了蝗虫、草地螟等病虫害的发生，

不利于稻飞虱等水稻病虫害的有效防治。今年稻飞虱、稻纵

卷叶螟迁入峰次多、迁入量大，当前大部稻区发生程度显著

重于常年。同时，蝗虫、玉米螟等病虫害在局部地区也呈大

发生的态势。为此，要加强病虫害的猜测预告，适时开展应

急防治，大力推行统防统治，果断打好病虫害防治这场硬仗

，确保把病虫害损失控制在5%以内。 （六）搞好技术指导和

服务。要迅速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抗旱第一线，指导农民采取

有针对性的抗旱措施，尽力稳定晚稻面积，切实加强中稻、

玉米等作物的水肥治理。积极组织抗旱服务队，帮助农民开

辟水源，搞好浇灌。对因旱绝收地块，要根据条件和农时季

节，指导农民适时改种补种晚秋作物，努力扩大秋粮面积。

同时，要加强救灾种子的调剂和调运，确保改种补种的用种

需要；加大农资市场监管力度，确保农民用上放心农资。 三

、切实加强农业抗旱救灾工作的组织领导 进一步加强农业抗

旱救灾工作，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各级农业部门要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心关于加强防灾

抗灾救灾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切实加强农业抗旱救灾工作的

组织领导，确保各项抗旱措施落实到位。主要领导要亲自部

署，靠前指挥，推动抗旱救灾工作有序开展。要建立健全农

业抗旱救灾指挥机构，及时下派抗旱救灾工作组，深入重旱

区，指导农民做好农业抗旱救灾工作。要积极争取多方面的

支持，加大抗旱救灾的资金、物资投入力度。要组织动员社

会力量和农民群众，积极投入农业抗旱救灾工作，努力形成

抗旱救灾工作的强大合力。总之，各级农业部门要站在全局

和战略的高度，认真做好当前的抗旱救灾和农业农村各项工



作，千方百计夺取秋粮好收成，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七

大胜利召开。农 业 部二七年八月九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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