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华秋实，春种秋收。当前，秋

粮收获陆续展开，丰收在望。在黑

龙江佳木斯的高标准农田里，机器

轰鸣，稻谷飘香；在浙江嘉兴的现代

化大棚下，智能控制，绿色高效；在

贵州毕节的特色乡村中，农业同二、

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正在加速……

今年是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的第一年，各地高度重视，层层压实

责 任 ，千 方 百 计 挖 掘 粮 食 面 积 潜

力。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

之际，本版推出特别报道，呈现多地

夺取农业丰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火热实践。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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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

境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就足，市场韧

性和经济发展动力就强。进入新发展

阶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将有利于市

场主体蓬勃发展。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感受最

为真切。通过对近千家企业面对面座

谈调研，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市场主体

普遍对地区优化营商环境有较高水平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同时也要注意到，

市场主体对公平竞争变得更加在意、要

求更为突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构建公平竞争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积极推进相

关制度和能力建设，出台了反不正当竞

争法、反垄断法、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

垄断指南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同时持续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一方面完善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另一方面，制定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政策措施实施事

前审查。凡此种种，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取得更好成效。

与此同时，一些行业或领域存在隐性准入壁垒仍是制

约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瓶颈，解决这些问题应成为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的着眼点和发力点。

破除隐性壁垒，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推进理念、制

度和手段的转变，从根子上消除存在隐性壁垒的环境。

持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压

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确需保留的，也要梳理精简准入条

件、优化审批流程。去除负面清单以外的变相审批，重点是

由行政许可或审批改为备案的事项，要在制度和流程重塑

上下功夫。

加快准入机制改革，创新准入审批办法，破除“准入不

准营”。实践证明，“证照分离”改革是破除“准入不准营”的

有效方法，应继续深化拓展。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探索

和推广“一业一证”“一企一证”“一件事一次办”的典型做

法，推进承诺制改革，把更多事前审批事项转变为事前承

诺、事中事后监管事项。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本报记

者韩鑫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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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行业或领域存在隐
性准入壁垒仍是制约市场主
体公平竞争的瓶颈，解决这些
问题应成为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的着眼点和发力点

“三、二、一……开镰！”近日，在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北大荒集团有限公司建三江分公

司大兴农场的 10 台自走式割晒机斜成一排，

在金色稻海里轰鸣。机身后面，收割的稻谷

整齐排列，柔软黢黑的沃土展现在眼前。

2020 年，佳木斯粮食产量达 221 亿斤，占

全省的 1/7。今年，全市粮食产量保守预计

可达 225 亿斤，同比增长 1.8%。眼下，乡道村

路两旁，各类农机随处可见，三江平原上的粮

食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

紧锣密鼓，做足准备喜迎秋收

行走在大兴农场，机器声“隆隆”，一番热

火朝天的景象：刮路机、压路机一前一后，正

进行道路刮平、压实作业；钩机在田边忙个不

停，努力疏通沟渠；种植户们跨上农机，为割

晒做足准备；晾晒场上，各色苫布接连张开，

为收好的稻粮遮风挡雨……

“今年由于局部气温较高，且有效积温高

于往年，对水稻的生长极为有利。加上地表

水水量充足，田间管理科学，利于稻穗丰化、

粒重增加，肯定又迎来一个丰收年。”大兴农

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学军说。

“三春不比一秋忙，今年水稻长得好，秋

收更要加把劲！”早晨 7 点，大兴农场第三管

理区种植户孙国富就启动了院里的割晒机。

他挎着工具包忙前忙后，开始进行最后一轮

检修。

“这检修忙活 10 多天了，把零部件都拆

下来，加固更换……”半个多月前，孙国富直

接住进靠近自家水田的土坯房里，“排水晒

田、平埂打道、修机车备物资……住在地头，

干活省时省力。”

“9点了，霜散了，出发！”随着水田标准化

改造的完成，新的农田规划模式大大提高了

机车作业效率，“去年割晒 200 多亩地花了 12
个小时，今年，同样的时间能割晒完 360亩！”

“你看这水稻长势，色泽金黄，籽粒饱满，

亩产应该不低于 1200 斤。”爬上五六米高的

割晒机，孙国富一脸喜色，“等年底卖完粮，给

家里添点新物件！”

“今年水稻株高较高、千粒重较重，遇到

雨量大时，容易出现倒伏，造成损失。”在大

兴农场的生产指挥中心，农业生产部门工作

人员杨成林紧盯大屏幕，“我们实时进行气

象监测，每天的秋收气象专报通过两级技术

员的指导群覆盖全体种植户，及时指导农户

做好防倒伏、防病虫、防涝灾、防冰雹和防早

霜工作。”

加大投入，基础设施升级换代

风吹稻浪，金穗垂首，在佳木斯富锦市东

北水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田字格”般的

地块一望无际。

“看这长势，合作社今年能多打 200 吨稻

谷。”在一条田间小路上，理事长刘春边走边

说，“谁能想到，10 年前这里还是没人看得上

的低产地？”

粮食丰收，离不开农田基础设施的升级

换代。

10 年前，当地修建灌渠引来松花江水灌

溉，“井水变江水”让土地上“补丁”一样的钻

水井、晒水池，都变回了耕地。“土地面积多了

2%。”刘春开心地说，最重要的是，江水富含

微量元素，提升水温积温，让土地“减肥”，水

稻提质。

“地表水替代地下水后，既能实现二者间

的采补平衡，还能带动每亩水田年增产 40 公

斤。”佳木斯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王鹏介绍，

近 5年来，全市又新建灌区 6个，新增灌面 286
万亩，压减地下水超采量 11.44亿立方米。

“2018 年，土路变成了砂石路。”当年，合

作社被纳入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农技部门

上门测土配方，每亩地每年还有 40 元的补

助。”刘春说着走下地头，抓起土壤，用力紧攥

后依旧松软，“那之前可不同，有的土地发灰

泛白，一捏硬得像石头。”

“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耕层构建、深松

深耕……”刘春介绍，一系列黑土地保护措施

开展后，自家原来的 3000 余亩低产田增产

7%左右。

受益的远不止刘春一个，目前佳木斯已

有 80 万 亩 耕 地 被 纳 入 黑 土 地 保 护 项 目 。

2020 年，保护性耕作应用面积同比增长 49%，

达到 530.67 万亩。

“今年，这里建成了高标准农田，铺上了

水泥路。”刘春乐了起来，“一方面，小块并大

块，田埂变良田，地又‘多’了 2%；另一方面，

不靠天吃饭了，一键干渠放水进田，一拉开闸

送水出田，机耕路直通地头，收割机连着大货

车，一脚油门，就运出去卖钱了！”

今年，佳木斯批复建设高标准农田 89.8
万亩。“截至去年，已累计建成田成方、树成

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

准农田 560 万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亩均增

产 200 斤。”佳木斯市农业农村局综合科孙

国杰说。

开源节流，整合优势补齐短板

这两天，在富锦市锦西灌区渠首，6 台水

泵已经安装完毕，钩机、斗车穿梭不停，建设

如火如荼。项目全面投用后，将引流松花江

水实现灌溉面积 110 万亩，一年预计压减地

下水超采量 1.07 亿立方米。

“目前全市已建成 32 个万亩以上灌区，

我们一方面加快灌区建设，一方面加快维修

养护骨干工程。”王鹏介绍，之前由于维护资

金不足，部分干支渠及其建筑物存在跑、冒、

滴、漏的问题，“不仅浪费水资源，还会有少部

分沿线农田受此影响减产。”

“今年，修缮计划正在全面推进，预计明

年 6 月底，各地将全面完成建设任务。”目前，

黑龙江省水利厅已下达 2021 年大中型灌区

骨干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建设计划，加大了资

金投入力度。

与此同时，由于水稻灌溉用水量巨大，加

剧了水资源的紧张态势，大力开展田间环节

和输水环节的节水显得尤为重要。

“水是水稻的命，水多就反而成了病，本来

准备明天灌水，听完培训马上回地里放水！”在

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的寒地水稻节水控制灌

溉技术培训会现场，一位合作社负责人说，“控

灌能比常规灌平均增产 5%—10%。”

去年，佳木斯组织培训 14 次，新推广应

用节水控制灌溉技术的面积达 340 万亩，估

算全年节约水资源 5.8 亿立方米。今年，全市

计划新增推广面积 200 万亩。

除了水资源方面的开源节流，种业发展的

瓶颈也有待破解。“种质资源保护力度还需加

强。此外，保护好了还要利用好，做好基础研

究，而这方面的资金和人才比较缺乏。”黑龙江

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潘国君介绍。

目前，佳木斯的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达

100%，水稻种子销售量占全省第二、三、四积

温带用种量的 50%以上，但在基础研究、源头

创新领域仍存在短板，“基础研究周期长，见

效慢，需要多方激励。”潘国君说。

针对瓶颈，当地整合优势，积极作为。“已

有两县获得国家水稻制种大县奖励资金项

目，今年项目资金已到位。”佳木斯市农业农

村局种子专班负责人栾红介绍。

“我们还将引进一批国家级、省级科研单

位和知名高校，强化种业联盟资源共享，承接

攻关课题，协同开展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新技

术研发、新成果转化等。”佳木斯市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李季明说。

“我们积极开展资源保护、创新攻关、企

业扶优、基地建设、市场净化五大行动，支持

开展农作物和畜禽种源技术攻关以及现代种

业企业育繁推一体化发展。”黑龙江省农业农

村厅厅长王兆宪介绍，到 2025 年，全省农作

物良种覆盖率将达到 100%。

稻谷飘香 丰收在望
黑龙江佳木斯今年粮食总产预计达225亿斤，同比增长1.8%

本报记者 郝迎灿 张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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