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源充足，资金到位，
夏粮收购势头好

一大早，在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三角洲粮食

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收粮点，一辆辆满载粮食的

车辆排队进门、登记。随着扦样杆一次次落

下，多点选取的小麦样本有序送至化验室。

“这几天收购的品种是‘师栾 02—1’和‘裕

田麦 126’，等级都在一级以上。”捧起一把小

麦，现场化验人员苏勇一脸笑容，“瞧，这麦子，

粒粒饱满！”

“今年麦子价格不错，一斤卖到一块四。”

滨城区粮农肖军运来的 120 吨优质麦，沿着传

送带进入粮仓，经过化验、定级后，当日完成结

算。“每斤多卖两毛多，200 多亩优质麦多收入 4
万多元。”他满意地说。

6月以来，我国小麦由南到北陆续进入购销

旺季。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截至 8
月 5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量达 4437.5万吨。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介绍，

今年小麦市场呈现 3 个特点：一是产量高、粮源

足。今年夏粮再获丰收，总产量达 2916 亿斤，

再创历史新高。二是质量高、价格好。各主产

区小麦品质提升，籽粒饱满、容重高，特别是北

方产区的小麦，质量普遍较好，开秤初期收购

价每斤普遍比去年高 1 毛钱左右。三是购销

旺。多元主体采购积极性高，目前收购进度总

体正常。

夏粮收购的好形势得益于政策给力。今

年，我国小麦最低收购价每斤提高 1 分钱，给种

粮农民吃下“定心丸”。为了确保夏粮颗粒归

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提前备足 1000 亿元信贷

资金，全力支持夏粮收购。截至 8 月 15 日，农

发行累计发放夏季粮油收购贷款 945 亿元，同

比多投放 205 亿元；支持收购粮油 1123 亿斤，

同比多收购 58 亿斤。

各地创新服务，解收购主体后顾之忧。滨

州市通过财政支持和企业自筹，建立了粮食收

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专款支持粮食企业市场

化收购。黄河三角洲粮食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睿介绍，仓储企业根据加工企业需

求，将收购来的粮食按品种分类储存、专仓专

用。同时，对大型加工企业开展定向销售，加

工企业以分期付款方式按需取粮，有效减少中

间环节的运输，降低流通过程中的粮食损耗。

“这种新模式实现了多方共赢，种粮农民

可以优价卖粮，仓储购销企业有钱收粮，加工

企业有仓存粮。”滨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

长高玉华说，信用保证基金收购成为政策性粮

食储备的有益补充，为保障粮食安全奠定坚实

基础。

近一段时间，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灾害。

农业农村部提醒，手中仍有余粮的农户要做好

科学储粮，及时有序售粮，防止粮食受潮霉变

带来损失。

订单收购，优质优价，
更多粮农跟着市场调结构

走进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加工车间，磨粉机、筛粉机、清粉机等设备正开

足马力生产。

“好麦子才能产出好面粉。”公司财务总监

王祺介绍，今年公司向农户订单收购优质中强

筋小麦，主要品种是“新冬 22”，“这种小麦的蛋

白含量和出粉率较高，磨成的面粉韧性强，制

成拉条子劲道弹牙，麦香味十足。”

近年来，随着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不断深入，

粮食收购逐步由政策性收购为主转向市场化收

购为主。加工企业收购优质小麦意愿强烈，引

导小麦产区不断提升小麦质量。

新疆奇台县是全国优质粮食生产大县，也

是天山面粉公司优质小麦的主要供应地。奇

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路建阁说，这些年，全

县小麦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 100 万亩左右。在

种植过程中，农技人员引导农民绿色种植，推

广绿色防控病虫害技术，小麦质量稳步提高。

农户紧密联结市场，好麦卖出好价格。今

年新疆小麦平均收购价格为每公斤 2.5 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0.02 元。其中优质品种“新冬 22
号”收购价达到每公斤 2.78 元。

粮食优质优价，向农户传递出明确的市

场信号。“现在种粮都是跟着市场走！”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奇台总场二分场种粮大户

胡成贵坦言，“新冬 22”品质好，但由于过去产

量低，一直不敢多种。随着水肥一体化等新

技术推广，今年胡成贵的 5000 亩地全部调整

成“新冬 22”和“新冬 18”新品种，节水节肥价

格好，收益显现出来。小麦开镰后，胡成贵通

过经纪人，将一车车麦子运到天山面粉公司，

“一公斤小麦卖了接近 2.8 元，算大账，还是种

优质麦子划算！”

今年年初以来，农发行新疆分行共向天山

面粉公司及下属企业审批贷款 6.22 亿元，支持

企业收购小麦 12.08 万吨。王祺表示，公司 1000
吨小麦粉深加工项目的制粉车间即将竣工，未

来将消化更多优质小麦，带动更多农民增收。

选优品种，全程服务，
打造优质小麦全产业链

河北省固安县东湾乡五义桥村，地里的麦

子早已收完，一片片玉米正在结穗。“跟着龙头

企业种小麦，今年又是好收成！”五义桥村村民

杨同乔今年种了 100 亩小麦，亩均增产 150 斤，

扣除成本，每亩净利润 520 元。

从全县看，固安县今年 23 万亩小麦总产

9.68 万吨，比上年增产 354 吨，单产较上年增产

1 公斤。农民增产又增收，得益于当地打造的

优质小麦全产业链。

“市场需要什么，地里就种什么。”作为省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廊坊绿园农业开发

公司联合固安县参花面粉有限公司，共同成立

宏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组建产业化联合

体，引导农民进行标准化种植。

好种产好麦，选种是关键。“种小麦需水

量大，全生长期要浇 5 至 6 次水，固安县水资

源有限，必须挑选节水品种。”绿园农业开发

公 司 总 经 理 杨 春 华 介 绍 ，经 过 试 种 ，合 作 社

选 择 了 由 石 家 庄 农 科 院 研 发 的“ 石 优 20”新

品 种 ，这 种 小 麦 可 以 少 浇 两 次 水 ，而 且 分 蘖

力强，成穗率高，属于优质强筋小麦，市场销

路好。

选定好种子，合作社对农民实施“供种、供

肥、管理、技术、农业保险、订单收购”的“六统

一”种植管理模式，保障种植质量。在加工环

节，有了优质粮源保障，参花面粉公司日均加

工小麦 1000 吨以上。

解决资金难题。宏穗粮食种植合作社与

固安县农行、农发行等构建产业链金融体系。

农民向合作社申请小额贷款，由绿园公司提供

农资、服务，等到粮食收获后，再用卖粮款还付

生产资料贷款。

“跟着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干，从种到收不

用 发 愁 ，还 能 卖 上 好 价 钱 。 现 在 种 粮 ，真 踏

实！”杨同乔感慨。凡是符合标准的优质小麦，

参花面粉公司按每斤高出市场价两毛钱的协

议价进行收购。

产业化联合体带来多赢。杨春华算了一

笔账，“加工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运行 5 年

来，累计播种面积达到 35 万亩，生产优质小麦

3.5 亿斤，增产小麦 5000 多万斤，节约小麦籽种

525 万斤，节约化肥 7000 吨，节约水资源 3000
万立方米，带动 3 万多户农民增收 1.75 亿元。

“优质粮源有保障，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受

市场欢迎。”参花面粉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志万

说，通过产业化联合体，企业与农民建立稳定

的利益联结机制，目前公司可生产烘焙类、蒸

煮类等 60 多个专用粉品种，有效提升了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

题图：近日，浙江省温岭市夏粮收购全面

启动。图为“一站式”全自动粮食收购机正有

序工作。

刘振清摄（人民视觉）

全国小麦主产区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市场购销两旺

政策保障有力 夏粮颗粒归仓
郁静娴 李 蕊 徐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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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黑河市罕达

汽镇河西村村民杨兰，是村

里的网购“达人”。家里需

要的针头线脑、衣服鞋袜之

类的，她都是网上下单，等

着快递员送到家门口。快

递员出村时，还会帮村里乡

亲捎带上家里的土特产，发

给外地客人，增加了村民的

收入。

如今，不少农村居民

都跟杨兰一样，在家就能

方 便 地 收 包 裹 、寄 包 裹 。

这 背 后 是 越 来 越 方 便 的

农 村 物 流 体 系 支 撑 。 数

据显示，目前全国每天的

快递包裹量超过 3 亿件，

其中农村地区包裹量超 1
亿件。今年上半年，我国

农 村 地 区 快 递 收 投 量 超

过 200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30%以上。

“快递进村”给乡村带

来的变化显而易见。网购

商品及时送到家门口，特色

农产品通过快递及时发出，

实现“今天在树上、明天在

路上、后天在餐桌上”。快

递一收一取之间，不仅让乡

亲们体验到新的消费方式，

也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让他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

互联网带来的方便和快捷，

腰包也越来越鼓了。可以

说，农村快递物流已经成为

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的

重要渠道之一，对提升农民生活品质、释放农村消费潜

力、促进乡村振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快递进村”越来越方便的背后，折射出乡村的

变化。近年来，受益于党的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

策，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全国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实现 100%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行政村光纤和

4G 网络覆盖率超过 98%……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着

力推进往村覆盖、往户延伸。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

在城乡间“无缝连接”，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也

为“快递进村”夯实了发展基础。

也要看到的是，当前农村的快递物流发展还存

在一些短板，比如物流设施网点不足、资源整合不

够、配送成本高等，这些与广大农民的需求和期盼

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其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都有

待进一步提升。

从现实情况看，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

口密度、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发展农村快递物流的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提

升“快递进村”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要坚持因地

制宜，实行分类推进。比如在一些西部地区，村庄

相对分散，“快递进村”经营成本相对较高，有关部

门 可 以 帮 一 把 、扶 一 程 ，通 过 统 筹 邮 政 、交 通 、供

销、农业、商业等各方力量，推动资源共享和整合，

疏通农村快递物流体系建设的堵点、难点。同时，

也可以想一些创新性的办法。比如，在不少乡村，

农村小超市等承接了部分快递代收代转的功能，

为农民群众提供了家门口享受服务的便利，这种

方法值得借鉴。

总之，只要各方共同努力，“乡乡有网点，村村

有服务”“消费品进得来，农产品运得出”的目标一

定能够尽早实现，让广大农民群众乐享更多的便利

和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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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甘肃省张掖市安阳

乡苗家堡村枸杞种植示范基地

3000 多 亩 枸 杞 喜 获 丰 收 。 图

为农户正在晾晒收获的枸杞。

申翌晓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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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乐清市“七山二水一分田”，农

村山多，市政供水管网难以全面覆盖，过去

不少村庄的村民只能靠喝山泉水解决吃水

问题。智仁乡大台门村村民项金财回忆，

过去喝水要“看天”：“天气好流出清澈山

水，天气不好是浑浊水，干旱就没有水。”不

少村民盼着和城里人一样，拧开水龙头，就

能喝上清澈的自来水。

如今，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乐清市开

展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将智仁中心水

厂交由市水务集团统一管理，投入 1200万元

对供水管网进行改造。今年又增加了除锰

过滤器、水质水量在线监测等设备，使得自

来水水质明显提升。项金财感慨：“现在，在

家就能喝到矿泉水一样的甘甜水。”

截至去年底，乐清市通过管网延伸将 100
个行政村纳入市政供水，提升改造了 166个村

的单村水站，彻底改善了30多万名农村群众的

饮用水条件。农村居民饮水实现了从“吃水难”

到“吃上水”，再到“吃好水”的转变。

这种变化的背后，离不开智能化管理体系

的支撑。在乐清市供水集团的城乡供水指挥

管理中心，偌大的显示屏占据了一整面墙壁，

上面是实时跳动的数据和星罗棋布的线路

图。“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及时掌握每条水

管、每个片区、每个单村水站、每个水厂的供水

运行情况。”水务集团工作人员表示，“以智慧

水务平台为核心，全市供水实现了远程监控、

净水工艺自动化控制和智能化管理。”据介绍，

目前乐清市 187个单村水站已纳入城乡供水

智慧管理中心管理。

这种变化的背后，还离不开专业化的管

护。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不仅要建好，更要管

好。如今在乐清，通过水质化验、应急抢修、

人员互补等资源共享，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管理、一体化发展。去年台风“黑格比”过后，

水务集团迅速组织了 13 支队伍进行设备抢

修、源水清淤、道路清理等工作，两天两夜修

复了受损的供水站，为乡亲们恢复了供水。

浙江乐清

村里人喝上自来水
罗定阳 程 遥

走进广西乐业县农村，鸟鸣声

声，满山青翠。唱山歌、跳竹竿舞、

簸箕宴、篝火晚会……独具特色的

民俗节目让不少游客兴奋不已，“环

境整洁，到处山清水秀，来这旅行真

不错。”

乐 业 县 旅 游 资 源 丰 富 。 近 年

来，县里充分整合资源，通过打造旅

游品牌、加强旅游营销，打好乡村旅

游特色牌，助力乡村振兴，让更多乡

亲们吃上“生态饭”。

“店 铺 开 业 前 一 个 月 ，公 司 就

派我们去南宁学习做咖啡、奶茶和

制作甜品的技术，现在游客越来越

多，我们的生意好得很。”在大石围

景区工作的黄兴化说，一技傍身，

让 她 有 了 一 份 月 薪 2500 元 的 工

作，全家顺利脱了贫。

为了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乐

业县加大资金投入，在大石围景区

打造风信亭、彩虹步道等 10 余个网

红打卡点，平时日客流量同比增长

5 倍，节假日接待量增长了 10 倍。

“我们在核心服务区为脱贫户提

供免费的摊位，展销特色产品，确保

他们脱贫之后不返贫。”大石围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乡村旅

游成为全县不少农村的主导产业，直

接带动近 4000多人通过旅游增收。

乐业县鼓励农民开办农家乐、

民俗客栈。“多亏了政府帮扶，我家

开起了农家乐，在家门口赚钱，不耽

误照顾孩子，日子越过越美了。”同

乐镇火卖生态村村民邹明说。

乡 村 旅 游 的 发 展 促 进 了 农 业

兴 旺 。 如 今 ，乐 业 县 建 起 了 猕 猴

桃、油茶、芒果等脱贫奔康产业园，

一项项特色产业让广大脱贫群众

腰包更鼓。

广西乐业

乡亲们吃起“生态饭”
庞革平 黄瑞玲 冉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