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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高标准农田迎首个收获季

最近，在江苏省射阳县千秋镇联合村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内，种粮大户唐广余的1500亩小麦正在收割。“看，
这麦子品相好，价钱差不了。”唐广余介绍，新麦刚收，粮
食收购点的货车已在等着装车。

聊起这片麦田，唐广余算了笔账：今年平均亩产
1400斤左右，比往年高约200斤。麦子质量好，一等麦
占比高。再加上今年行情不错，小麦价格每斤比上年高
出0.3元左右，增收妥妥的。“去年，这片田刚改造完，
相比以前的农田，供水更稳定、抗灾能力更强、种收更
方便，这给我们增产增收创造了好条件。”唐广余说。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射阳县去年以来大力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射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乔干群介绍，
射阳2021年度实施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13.2万亩，项目
涉及7个镇、30余个村居。“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国
家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将年亩产1000公斤粮食产能作
为核心建设标准。年底前完成2022年度12.67万亩国家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实现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
县域宜建区域内全覆盖，让农民在更多良田上种粮增
收。”乔干群说。

今年麦收期间，多地高标准农田迎来首个收获季。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3.1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
区的小麦收获进入尾声。西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振
启介绍，这是西平县推进农田改造后的第一个收获季，
从目前情况看，今年产量比往年提高20%左右。“以前因
为灌溉条件不行，粮食生产看天收，亩产很少突破1000
斤，今年我们这高标准农田小麦亩产明显增加。”

“在建设高标准农田过程中，我们注重改良灌溉模
式，保证田地旱能浇、涝能排，推动实现旱涝保收。”吴
振启说，“同时依靠新技术手段，建设智慧农业数字大平
台，把气象站和虫情测报站等信息汇总到数控中心平台，
进行专业分析，及时指导农民种粮，保证高产稳产。”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上月发布信息称，今年夏粮
收购仍将以市场化收购为主导，同时国家继续在部分主
产区实行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小麦、早籼稻、
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格水平较去年全面提高，分
别为每50公斤115元、124元、129元、131元。

中储粮集团公司日前已在湖北、江苏、河南、山
东、安徽等省份陆续启动小麦轮换收购，收购均价
3000-3100元/吨，高于最低收购价水平。中储粮表示，
将以此促进广大农民在丰产之年实现增收，积极发挥储
备轮换收购对市场化收购的带动作用。

盐碱地上涌现高产新品种

平均亩产460.98公斤！听到结果，胡长海紧绷着的
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垦利街道五庄村，胡长海的
8亩麦田刚经过一场考核。专家选点，盐碱度测量，亩
穗数、穗粒数测算……几道程序后，测产组宣布：在平均
3.75‰的中重度盐碱度、一水未浇的情况下，“济麦60”测
产平均亩产460.98公斤。

“盐碱地，向来被称为不毛之地，在这上面种小麦，
难有高产。再加上之前天气较干，没想过这茬小麦能丰
收。”59岁的胡长海说，“按以往经验，这块地只要天旱浇
不上水，麦子平均亩产也就300多公斤。以今年这产量
算，8亩小麦能多卖2000多元。下茬麦种时，我准备把
自家地都种上这个品种。”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分类改造盐碱地，推动由
主要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更多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
碱地转变。从地适种到种适地，越来越多耐盐碱新品种
涌现，更多农民尝到了在盐碱地上种粮的甜头。

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曹新有介绍，山东常年
小麦种植面积约6000万亩，其中缺乏水浇条件的旱地小
麦面积达 1000 万亩以上，此外还有近 900 万亩盐碱地。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选育了耐干旱、盐碱的小麦新品种
‘济麦60’。该品种最大的特点是水旱兼用，对条锈病、
叶锈病具有高抗性。在此前的旱地组生产试验中，它
比对照品种增产 7%以上。下一步，我们将加速培育更
加耐盐碱、产量更高的小麦新品种，同步加快新品种
示范推广。”

在河北省沧州市，130万亩耐盐碱小麦近期陆续开镰
收割。“我这片地种的是‘沧麦6005’，既抗旱又耐盐碱。”
谈起今年麦收，“老把式”于连兴很有信心，“根据目前情
况看，平均每亩400公斤以上稳了。”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小京
介绍，自2011年以来，中科院科研团队培育了“小偃60”

“小偃155”等耐盐碱抗旱小麦新品种。截至目前，在环
渤海低平原中低产田累计示范推广种植400多万亩。“从
近些年种植情况看，我们的系列耐盐碱抗旱小麦新品种
表现出了较好的增产特性。”

烘干能力提升助农民减损增收

增产之后，如何进一步增收？减损是关键一环。
“麦收之后，得及时晾晒、烘干，否则容易出现霉变

情况，粮食生产和农民收益都将受损。”射阳县东兴史冬
平粮食烘干中心负责人史明祥说，“今年射阳大力支持农
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小麦烘干服务，我们
从6月1日开始收购小麦烘干，每天烘干能力保持在100
吨左右，预计本月25日左右结束。”

聚焦改善粮食产后烘干条件、提高烘干能力，系列
政策措施相继推出：中央财政安排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比去年增加了11%，进一步加大对智能高效农机、粮食
烘干及成套设施设备的支持力度；农业农村部日前明确
要求协调增加小麦晾晒场地和烘干设施供给，努力实现
颗粒归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
6部门发文，提出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及时提
供清理烘干、储粮保管以及信息、技术等服务。

在湖北，麦收已基本结束，夏粮收购加快推进，各
地烘干设备正开足马力全速运转。“现在农民收了麦子
后，不用再像往年一样到处找地方晾晒了。”湖北省钟祥
市石牌镇王龙巷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马连芳介绍，合作社
在石牌镇每个村都设了收购点，总计有100多个。村民
可以直接把含有水分的麦子就近运过来销售，晒粮、烘
干都由合作社完成，这可以帮助农民明显减少产后损
失，增加收入。

今年，钟祥市小麦种植面积86万亩，全市共安装烘
干机196台。马连芳说：“今年是个丰收年，目前已收购
粮食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加。为了充分满足村民售粮需
求，我们的烘干设备最近几乎没停过，预计这季能收
购、烘干1.5万吨小麦，比去年多出5000多吨。”

“提升粮食烘干能力是让粮食免遭‘仓门灾’的好办
法。”湖北省粮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前两年秋收时，湖
北遭受大范围持续降雨，全省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粮
食过百亿斤，减少潜在损失21亿斤，助农增收24亿元。
为加快提升全省粮食烘干能力，省农业农村厅、粮食局
等部门专门发文，明确以提升水稻、小麦烘干处理能力
为重点，新建一批粮食烘干处理中心（点），助农减损增收，
保障粮食安全。

主产区夏粮收购陆续展开，最低收购价全面提高——

增产又增收，种粮有劲头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本报北京电（记者顾仲阳） 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国家统计局近日决定，在内蒙古自治区、福
建省、河南省、海南省、青海省等五省区开展森
林资源价值核算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将于今年12
月31日前完成。

据介绍，试点工作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
果为统一底板，依据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
据以及相关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数据，对试点省
（区）全域及以地级市为区域单元开展森林资源价
值量核算，并结合林木资源及生态价值定价、生
态补偿标准制定、生态投融资政策设计、生态绩
效考核、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全面评估森林资源价值核
算方法的科学性、匹配性和操作性。

“这次试点意义十分重大，意味着对自然资源
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的核算方法从
学术研究层面转向了实践层面。只有确立了科学
权威统一的自然资源价值核算方法，让自然资源
及生态产品能够科学定价，才能真正推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立，才能真正让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国家林草局科技司负责人介绍，根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统计局工作计划，今
年还将启动第四期中国森林草原资源价值核算工
作，进一步完善森林资源价值核算方法，同时启
动开展草原资源价值核算研究工作。

据了解，自2004年开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与国家统计局前瞻性地连续开展了3期中国森林资
源价值核算研究项目工作。研究工作借鉴国际前
沿的环境经济核算理论和方法体系，以中国森林
资源清查结果和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数
据为基准，参考中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
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理论和方
法。项目研究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从林地林木
资源价值、森林生态服务价值、森林文化价值三
个方面构建了定量测算中国森林资源价值存量、
科学反映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和作用及森林文化价
值的核算方法，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和美丽中国建
设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6 月 9 日，工信
部下属中国中小企
业发展促进中心发
布的 《2021 年度中
小企业发展环境评
估报告》 显示，全
国中小企业发展环
境整体明显改善。

《报告》 围绕中
小企业面临的主要
痛点难点问题，从
市场环境、法治环
境、融资环境、创
新环境和政策环境
等 5 个维度，对 36
个典型城市及3.5万
余家中小企业开展
了调查。

《报告》 显示，
各参评城市市场环
境、法治环境、融
资环境、创新环境
和政策环境整体均
有所改善。

政策环境方面，
各参评城市加大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工
作力度，积极出台
配套政策措施，提
升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水平，切实提高企
业获得感和满意度。
46.01%的样本企业
对惠企政策落实情
况 感 到 非 常 满 意 ，
41.92%的企业感到
满意，其中，企业
对减税降费政策和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满意度最高。

融资环境方面，
各参评城市切实落
实国家各项政策措
施，整合资源、搭
建 平 台 、 创 新 举
措，着力形成解决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的合力。数据显
示，31.74%的调查
企业反映融资难度
明显降低，27.45%
的企业反映略有降低；31.09%的企业认为综合融资成
本较上年有所下降。

市场环境方面，各参评城市采取一系列保护支持
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门槛，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照后证”改革后“证”的数量
均值为189项，较上年减少11项；网上政务服务便捷
度和服务效果逐年提升，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激发，2020
年各城市新增企业户数均值为10.23万户，比2019年增
加7%。

法治环境方面，各参评城市不断畅通企业维权渠
道、提升行政执法规范程度、改善司法环境，强化中
小企业权益保障。《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自
2020 年 9 月正式实施以来，已有北京、上海、西安、青
岛、宁波等16个城市制定本市或转发本省份的条例实
施细则，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切实解决拖欠中小企业款
项问题。但评估显示，中小企业司法保护问题是制约
法治环境改善的主要短板，还需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创新环境方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创新中坚
力量，但创新资源大量集中于一线城市的现象依然较
为突出。评估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4个城市
拥有的国家认定创新载体数量共计684个，占参评城市
总数的26.53%；备案创投机构总计1.4万个，占参评城
市总数的66.51%。与上次评估相比，4个一线城市各项
创新资源在参评城市中的占比略有下降，但创新资源
在城市间分布不均衡、大量集中于一线城市的情况依
然明显。

西部城市发展环境整体提升较快，与东部领先城
市差距不断缩小。《报告》显示，西部区域内各城市发
展环境水平差距略有缩小。成都、西安等城市紧扣区
域战略发展机遇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小企业发
展环境持续优化，与东、中部领先城市差距缩小，对
西部其他城市起到一定的引领示范作用。东北地区受
产业结构偏老偏重、人口持续流出等因素影响，城市
中小企业发展较慢，发展环境整体改善势头不及其他
地区，还需要综合施策、持续发力。

五省区试点森林资源价值核算
草原资源价值核算研究工作也将启动

▲近日，在山东省青州市黄楼街道
小田村，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田间收获
小麦。

王继林摄（人民视觉）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野市乡水口
村种粮大户正在操作无人机进行农药喷
洒作业。

周 亮摄（人民视觉）

三峡水库水位提前消落至三峡水库水位提前消落至145145米米

长江水文网实时水情显示，6月9日17时三峡水库水位消落至144.99米。按防总要求，三峡水库水位在6月10日长江
进入主汛期时要降至145米左右的防洪控制水位，这标志着三峡水库今年腾库防汛工作提前1天完成，进入汛期调度阶
段。图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郑 坤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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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全国麦收进入后半程，各地捷
报频传：在江苏射阳，10多万亩高标准
农田里的麦子边收边售，产量高、收益
增；在山东东营，盐碱地里的新品种耐
盐碱小麦收割测产，亩产增加100多公
斤；在湖北钟祥，合作社就近直接帮农
民烘干新收小麦，降低产后损失……最
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已过七
成，主产区夏粮收购陆续展开。

从各地实打实收情况看，小麦籽粒
饱满，粒重普遍高于常年，质量是近几
年最好的一年。国家在全面提高小麦最
低收购价格的同时，鼓励“优粮优价”。好
粮卖出好价钱，农民钱袋子更鼓、种粮
更有劲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