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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运输量恢复至疫情前超七成

民航市场迅速回暖
本报北京 2 月 16 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从 16 日

举行的民航局 2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乙类乙管”

政策实施后，民航适逢春运生产旺季，市场迅速回暖，运

行安全平稳。

民航旅客运输规模快速回升。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

室副主任吴世杰介绍：1 月，民航完成旅客运输量 3977.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8%。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

量、货邮运输量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69.5%、74.5%
和 72.9%，恢复水平较 2022 年 12 月分别提高 26.1、39.0 和

5.7 个百分点。

春运创下行业单日新高。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商可

佳介绍：自 1 月 7 日至 2 月 15 日，春运 40 天里，民航运输

旅客 5523 万人次，日均客运量 138 万人次，同比去年春运

增长 39%，恢复至 2019 年的 76%；保障航班 53.6 万班，日

均 1.3 万班，同比增长 15%，恢复比例超过八成。从单日

旅客运输量看，1 月 27 日达到 179 万人，创下自 2021 年 5
月 6 日以来的行业单日新高。从机场方面看，旅客吞吐

量恢复到 2019 年春运同期 90%以上的有 66 个机场，其中

54 个机场恢复比例超过 100%。

商可佳分析，新航季，在国内客运市场方面，将持

续保持较快恢复态势，航班量有望恢复并超过疫情前

水平。

国际航线航班恢复性增长。商可佳介绍：从 2 月 6 日

至 12 日实际执行的航班情况来看，我国已经恢复与 58 个

国家间的客运定期航班，98 家中外航空公司共执行 795
班，比“乙类乙管”政策发布前一周增长 65%。目前，通航

国家和执飞航空公司数量分别恢复到疫情前的 64%和

80%。其中，中国与埃及、比利时、沙特等 6 个国家的航班

恢复比例超过五成。

“换季后，随着国际公商务人员往来和旅游、留学等

市场的逐步恢复，国际航班量有望进一步增加。”商可佳

说：民航局将与各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沟通，及时批复中

外航空公司复航和增班计划，更好满足国际旅客出行和

经贸交往需要。

专利也可以“先用后付”了？

前段时间，北京首例先使用后付

费的高校专利许可案例在中关村

落地，从协商到签订协议仅用半

个多月。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

委会等部门鼓励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医疗卫生机构授权中小微

企业先行试用科技成果，允许企

业在试用后再支付专利许可费，

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提供了

新思路。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想实现科

技成果转化，其实并不轻松。长期

以来，专利要价高、信息披露和交

流渠道不畅、成果评估耗时长、企

业对成果信心不足等问题，都是阻

碍科技成果转化的难点。只有不

断创新机制，打通梗阻，才能让更

多优秀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加速转化，需要打破信息壁

垒。从实践来看，企业和高校等

机 构 间 往 往 不 缺 初 步 的 信 息 了

解，甚至早已是合作多次的伙伴，

但在面对新的技术专利时，双方

还是存在对技术先进性、成熟程

度和实际市场前景的信息误差。

出于风险担忧，企业往往要用大

量时间精力进行专利评估，而先

使用后付费的尝试，恰好加速了

这一过程，让专利及时投入市场

验证，不再被“束之高阁”。

加速转化，需要完善服务体系。一项科技成果

成功落地，既需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这些供需主

体，也离不开政府部门、科技中介机构等桥梁渠道。

技术交易所、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担保机构等可

以在多个环节提供专业力量，科技、教育、财政等政

府部门也可在组织试点、激励创新等方面加强联动、

切实推动。多方通力合作，完善服务体系，科技成果

转化当能如虎添翼。

加速转化，需要创新分配机制。从实践来看，由

于专利许可费通常较高，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难

免担心成本回收问题。先使用后付费模式的试点，

前期降低使用门槛，鼓励企业大胆尝试，后期里程碑

式付费，探索收入提成等多种分成方式，既兼顾了供

需诉求，又充分调动了积极性，促成了彼此的深度合

作。未来，相信随着更多转化合作的达成，将有一系

列分配方案出现。

北京的探索并非孤例。从畅通对接到降低门

槛，从创新机制到完善保障，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

在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努力。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

的《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高校有效专利

许可率近 5 年稳步提升，2022 年达 7.9%，较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科研单位有效专利许可率为 6.3%，较

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只要不断探索

好用管用的机制做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的活

力必将持续涌流，更多优秀科技成果定能成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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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做法，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创新的活力必将
持续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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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趴粮”是广泛存在于我国一

些地区的较为粗放的露天储粮方

式，不仅储存效率低，遇到恶劣天

气，“地趴粮”还容易生霉，影响粮食

安全和农民增收。

2021 年 10 月，中办、国办印发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要求逐步解

决“地趴粮”问题。吉林在整治“地

趴粮”问题上曾经取得较大成效，但

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地区一度出现

反弹。2021 年底，吉林省制定印发

《关于解决“地趴粮”问题的实施方

案》，深入开展节粮减损行动，推进

“地趴粮”整治取得实效。

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当地

推进庭院立体储粮、建设集中储粮

点、完善粮食产后服务等一系列举

措。截至 2022年 11月底，全县“地趴

粮”数量比上年同期减少 99.5%。

从“看天卖粮”
到“看价卖粮”

窗外是一片银白，梨树县兴达

农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姜铁军在家中却没闲着。“种子、化

肥这些农资价格咋样？我们合作

社今年打算多包点地，这不寻思得

提前准备准备。”电话里，姜铁军正

与供应商沟通着农资情况，为春耕

做准备。姜铁军的合作社在梨树

县 喇 嘛 甸 镇 包 了 将 近 1000 亩 地 ，

去 年 收 获 130 多 万 斤 玉 米 。 春 种

秋收，玉米是姜铁军一年中最关注

的事。

“过 去 收 了 玉 米 ，就 往 地 上 一

搁 ，直 接‘ 地 趴 ’，省 事 但 不 省 心 。

天天都担心下雪给捂坏了，每年都

是趁大雪降临前赶紧卖掉。”姜铁

军解释：“地趴粮”通风不畅，遇到

异常雨雪天气或气温反复的情况，

粮堆底部的玉米穗极易生霉，存在

坏粮风险。

“2021 年 10 月底刚收完玉米，

正是价低的时候，结果 11 月初就下

大暴雪。雪融化后，一些接触地面

的玉米已经发黑了，我们怕遭受更

大的损失，只能抓紧卖了。”回想起

那场大雪带来的损失，姜铁军至今

仍有些心痛。

“现在不担心了，这个冬天虽然

下了好几场大雪，玉米基本没受影

响。”姜铁军带着记者来到合作社，

平地上整齐排列着 3 列数十米长的

钢结构储粮装具，满满堆着玉米，顶

部已覆上一层厚厚的积雪。“这是玉

米的‘新家’，立体储粮仓，我们叫它

‘玉米楼子’。”

粮食从“趴”下去到“站”起来，

为何有着显著差异？

“ 立 体 储 粮 仓 离 地 、通 风 、防

潮 ，底 部 的 粮 食 不 直 接 与 泥 土 接

触。玉米‘站’起来后，受气温变化

的影响小，霉变风险小，损失自然

减少了。这种形式也有利于自然

通风，以便储存，玉米放到来年春

天，品质都不会受太大影响。”吉林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仓储管理处

处长冯锡仲介绍。

“过去，怕粮食坏了不敢久存，

元旦前肯定全卖完了。现在不着

急，我们从‘看天卖粮’变成‘看价

卖粮’了。”姜铁军盘算着今年的收

益：“像我们这类种粮多的，就算每

斤收购价高出几厘钱，收入都能多

不少呢。”

冯 锡 仲 介 绍 ，2022 年 ，吉 林 省

通过推进庭院立体储粮、建设集中

储粮点、完善粮食产后服务等措施

开展“地趴粮”整治，有效减少粮食

损失。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吉林省

农户立体储粮率达 90.5%，其中，省

内西部“地趴粮”问题突出的 14 个

重点县、市立体储粮率达 80.8%；其

他县、市立体储粮率达 98.7%，超额

完成当年度整治任务。

立 体 储 粮 不 仅 让 农 民 在 卖 粮

时有了更多选择，减少的粮食损失

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我们喇

嘛甸镇种植玉米的农户共有 5539
户，种植面积达 8053 公顷，产量在

10.1 万吨左右。据估算，预计减少

粮 食 损 失 2400 吨 ，相 当 于 3000 多

亩地一年的收成。”喇嘛甸镇党委

书记高艳梅说。

从“算不清账”
到“因人而异”

吉林省东部多山，缺少大面积

放置玉米的空间，“玉米楼子”相对

常见；中西部的广阔平原，则给粮

食“趴”地上提供了条件。地处平

原的梨树县，“地趴粮”问题一度较

为突出。

“‘地趴粮’问题的形成与反弹，

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有关，也与

农户的思路密切相关，改变认知很

关键。”冯锡仲表示。

走进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北六家

子村，家家户户院里放置了形制不

一的储粮装具。“要是一年前来咱

村 ，估 计 一 个‘ 玉 米 楼 子 ’都 见 不

着。”种粮户董文成笑着说。

“说实在的，一开始就是算不明

白这笔账。选择啥样的材料、成本

多少、啥时候能收回成本等，咱都不

太清楚，更别提还得费时费力把玉

米装上去、卸下来。”董文成坦言。

储 粮 装 具 成 本 如 何 ？ 带 着 疑

惑，记者走进了市场。

在刘家馆子镇的镇中心，王成

经营的五金日杂商店生意红火。百

十平方米的门店里摆放着各类商

品，进门处的显眼位置，还有成捆打

包的聚丙烯网囤。

“去年秋天，有阵子几乎每天有

人来我店里买这个。”王成拎起一捆

聚丙烯网囤向记者介绍：“像这种高

2 米、直径 1.8 米的围网，有的合作

社一买就是几十张。”

“多少钱一张？能装多少玉米

呢？”记者接过一捆聚丙烯网囤，质

量较轻，单手便可轻松拎起。

“这个便宜，一张网才 40 多元，

围起来后可以装玉米 3500 斤，用 3
年到 5 年没问题。”王成接着说：“安

装也方便，直接围起来，有条件的用

钢筋或粗点的木棍固定上就能用

了。等到卖粮食的时候，把钢筋或

者木棍抽出来，粮食就卸下来了，一

点不费事儿。”

“现在使用聚丙烯网囤的人更

多些，一方面是操作简单、使用方

便，另一方面也是不愿投入太多。”

刘家馆子镇副镇长王帅介绍。

在储粮装具的推广上，因地制

宜、因人而异是关键。

王帅介绍：“镇里为不同种植面

积的农户设计了 3 套方案：种粮 30
公顷以上的大户，鼓励他们去钢材

市场购入白钢管、钢丝网搭建立体

储粮装具，这种材质的装具使用寿

命长；种粮 5 公顷到 30 公顷的大户，

可结合实际经济条件，采用钢架栈

子或聚丙烯网囤；种粮 5 公顷以下

的农户，各村统筹资金采购一批聚

丙烯网囤免费发放，农户可以再根

据种植情况自行采购一批。”

“去 年 ，省 级 和 县 级 财 政 给 予

资金支持，筹措‘地趴粮’问题专项

整治配套资金。我们根据各乡镇、

街道上报的玉米种植面积，统一调

配资金。各乡镇街道再根据本地

实际情况制定专项资金使用办法，

做到公开、公正、透明、高效。”梨树

县商务局副局长王强国介绍：在专

项资金的使用上，有的乡镇选择直

接购买储粮装具发放至农户手中，

有的乡镇由于大中型合作社较多，

选择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对合作

社自建的钢结构储粮装具进行一

定补贴。

王强国介绍，截至 2022 年底，

梨 树 县 农 户 搭 建 各 类 储 粮 装 具

54.07 万 套 ，其 中 新 增 储 粮 装 具

42.87 万套。

从广泛宣传到
上门帮忙

去年秋收前，刘家馆子镇刘家

馆子村党支部书记王金山几乎每天

要算账。他算的不是自家的小账，

而是奔走于各村民家中，帮他们算

明白整治“地趴粮”的减损增收账。

“这玉米的水分降了，重量不就

少了吗？卖的钱就更少了。”

“‘湿粮’单价比‘干粮’低呀！

水分适当降一降，咱们也能用更高

价卖‘干粮’。”

“建‘玉米楼子’，自己还得掏一

笔钱呢。”

“聚丙烯网囤价格不高，而且村

里还会给各家发几个，剩下的自家

花不了多少钱。基本上粮食一卖就

能回本，往后啊，都是净赚！”

面对农民的疑问，王金山耐心

地一一解答。

“全县 20 多个乡镇、街道，完成

了对所有玉米种植户情况的摸底，

准确掌握各户的种植面积、预估产

量、拟采取储粮方式、预计售粮时间

等信息，并按照‘一户一档、一村一

盒、一乡一柜’方式归档立卷，有效

保证‘地趴粮’整治举措可行、过程

可溯、成效可控。”王强国表示。

“‘地趴粮’的问题要注意，储粮

知识要牢记，区分散户和大户，家家

储粮你要分析……”刘家馆子村里，

广播传来地道的东北口音，用顺口

溜说着整治“地趴粮”的好处。在播

放县里录制音频的基础上，刘家馆

子镇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起草录制

了农户听得懂、易于接受的音频，在

全镇各村利用大喇叭和流动宣传车

播放。

2022 年 ，梨 树 县 以 多 种 形 式 、

多元内容进行宣传，进一步推进消

除“地趴粮”问题。在广泛发放宣

传材料的基础上，县里充分运用广

播、电视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发布

宣传片，各乡镇也结合当地实际进

行宣传。

去年秋收后，刘家馆子村村民

老李也打算改掉“地趴粮”的习惯，

让自家玉米“站”起来。但老李家情

况特殊，父母年纪大了干不了活，家

里主要靠他一人操持。

“老 李 ，我 们 来 帮 你 家 的 玉 米

‘搬家’咯！”一个晴朗的午后，王金

山 和 村 里 十 来 个 人 组 成 的“ 地 趴

粮”整治突击队，带着网囤、开着农

机来找老李。大家先熟练地扎好

网囤，随后将小型铲车开进小院，

铲 起 地 上 的 玉 米 ，倒 进 储 粮 装 具

内，剩下的再由倒粮机搬运。不一

会 儿 ，“ 玉 米 楼 子 ”顶 部 就 堆 成 了

小山。

2022 年 ，梨 树 县 12 个“ 地 趴

粮”整治工作重点乡镇，自发建立

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地趴粮”整

治突击队，解决脱贫户、失能户等

农户的立体储粮难问题。“56 支突

击 队 帮 助 1160 户 农 户 消 除‘ 地 趴

粮’，为 1182 户失能农户和种粮大

户、合作社搭建立体储粮装具 1.02
万套。”王强国说。

从科学储粮到
助农增收

“目前，吉林省农户的储粮仓类

型，主要有国家推广的农户科学储

粮示范仓、自制钢结构储粮装具、木

质简易储粮装具、聚丙烯网囤或钢

丝网囤。自制钢结构储粮装具通常

能用 10 年，前期投入高，但使用寿

命长，适合有条件的种粮大户和合

作社使用……”

刘家馆子镇政府里，一场关于

科 学 储 粮 装 具 的 培 训 正 在 进 行 。

来自梨树县的安全储粮技术人员，

认真介绍各类储粮装具的特点和

成本，并建议在推广过程中因地制

宜，让农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储粮

装具。

北 六 家 子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宫 轶

聪，边听边认真记着笔记。每一次

培训，她总有新收获。“‘地趴粮’有

哪些缺点？如何选储粮装具？原先

还不太清楚，现在都了解了。只有

把群众关心的问题学懂弄通，才能

更好地开展工作。”

自 2022 年起，梨树县加大安全

储粮培训力度，在面向干部进行培

训的基础上，还组织安全储粮技术

人员深入农村集市、田间地头、农户

家中，开展节粮减损法律法规宣传、

爱粮节粮教育，推广普及安全储粮

技术知识。

在推广储粮装具的过程中，梨

树县指导农户规范搭建各类储粮设

施，优化相关器械，确保储粮安全和

装具使用安全。与此同时，当地还

推动建设集中储粮点，引导部分村

镇、合作社搭建集中储粮设施，变分

散储粮为集中储粮，满足全村有意

愿农户的立体储粮需求。

去年秋收后，梨树县凤凰山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看

着黄澄澄的玉米，在享受丰收的喜

悦之余，比往年更多了一份从容。

“我们与当地相关企业签约了

‘延期结算’服务，粮食收获后直接

入库，择机销售，免去储粮之忧。”韩

凤香所在的合作社种植面积大，近

几年，每年收获 1000 多万斤粮食。

为了减损增收，韩凤香一直在寻找

安全科学储粮的办法。

近 年 来 ，吉 林 省 推 广“延 期 结

算”服务，农户可将脱粒后的粮食直

接送到支持“延期结算”的企业，减

少中间环节，实现由“存粮在家”到

“存粮在库”。不仅如此，农户还能

自主选择售粮时机和结算方式，增

强市场议价能力。

“目前，梨树县充分发挥‘延期

结算’服务作用。坚持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鼓励引导种粮大户、合作社

签约‘延期结算’10.7 万吨。”王强国

介绍。

“消灭‘地趴粮’，既减损又增

收。减少的损失，相当于再造无形

良田、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粮食生

霉 和 坏 粮 风 险 降 低 了 ，品 质 提 高

了，农户能卖上更好的价钱，腰包

越来越鼓。梨树县以实际行动深

入落实粮食节约行动，颗粒归仓，

推进科学储粮长效机制建设，坚决

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梨树县

副县长陈跃男说。

图①：四平市梨树县，农机在玉

米田里作业。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图②：四平市梨树县农户将玉

米堆放在新购置的储粮装具顶部。

程禹然摄（人民视觉）

图③：白 城 市 通 榆 县 ，农 户 驾

驶铲车将玉米倒进储粮装具中。

李晓明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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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梨树县改进粗放储粮方式，助力提质增收—

储粮立体化 损耗降下来
本报记者 郑智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

重视节粮减损工作，要求采取综合

措施降低粮食损耗浪费。中办、国

办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案》提

出：“支持引导农户科学储粮”“在东

北地区推广农户节约简捷高效储粮

装具，逐步解决‘地趴粮’问题”。

近几年，吉林部分地区农户庭

院“地趴粮”问题较为突出。如何因

地制宜解决这一问题？怎样建立科

学储粮长效机制？在吉林省梨树

县，记者进行了调研。

——编 者

■一线调研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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