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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下，农业
市场主体有哪些困难和期盼，政策如何精准发
力？记者在多地进行了采访。

保障农活不断线

车行麦田，5台联合收割机轰鸣前行，拨禾轮
转动，麦芒飞扬，金黄麦粒倾泻而下。“1200 多亩
地三四天就收完了。小麦进库，我的心也放肚子里
了。”湖北省老河口市马湾村“话丰年家庭农场”
负责人王建敏感慨，小麦颗粒进仓，多亏了老朋
友——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的农机手郭卫东，今
年夏收，他也像往年一样如期抵达，不误农时。

在老河口市，每年有上千名农机手跨区收割
作业，抢收节骨眼上，他们是一路畅行吗？“在福
银高速老河口农机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查健康
码、登记信息和行程、测核酸，很快放行。”郭卫
东说，工作人员还送了小礼包，里面有口罩、香
皂、毛巾、消毒液，很贴心。

“我们设立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农机手和农机
具转运司机，对持有农机跨区作业证的车辆实行
免费通行，对持有健康码绿码的跨区农机手实行

‘即采即走即追’管理。”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赵武介绍。目前湖北小麦夏收已结束，共投
入小麦联合收割机 10.2 万台，来自河南、安徽、
江苏等地的跨区收割机超过1万台，开放绿色通道
400多个，全省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5600多张。

政策发力，为种粮市场主体解难题。农业农
村部门会同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门成立工作
专班，打通影响麦收的堵点卡点，保障夏收人员
和机具畅通无阻。今年“三夏”麦收期间，保障
联合收割机及相关运输车辆免费优先通行 45万车
次，累计免收通行费1.09亿元。

保护种粮积极性

“今年小麦亩产1000斤左右，收成不错。收购
价每斤1.5元，比去年多三四角钱，好粮卖上了好
价钱。”河北省邱县香城固镇中张庄村种粮大户张
玉甫说，“去年小麦晚播，开春麦苗长势弱，又遇
上农资价格上涨，那时心里真没底。”

一揽子政策及时出台，整田翻地、田间管
护、浇灌除草全程帮扶。“农技员下田，指导促弱

转壮。县里组织无人机统一喷药，防治病虫害。
水渠通到田里，返青水浇得及时。”张玉甫说。

“今年化肥、柴油、农药价格上涨，算下来比
往年多三成。多亏了‘红包’，让我敢投入。”张
玉甫算起了账，“县里落实国家补贴政策，两次向
种植户下发一次性种粮补贴，每亩收到 30.61 元。
我还享受了耕地地力补贴，每亩95.41元。买农机
也有优惠，去年买收割机有30%左右的定额补贴。”

中央财政在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
200亿元的基础上，近日再次下达 100亿元一次性
农资补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入达 212亿元，
比上年增加 22亿元。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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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

截至目前，我国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
盖，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2%。到今年
底，将确保全国累计建成 10亿亩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的高标准农田，保障粮食产能在1万亿斤以上。

延长特色产业链

丰收更要增收，在产业链下游，粮食收购加
工企业开足马力。

在山东省夏津县发达面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满载优质麦的卡车鱼贯而入。“正是收购新粮
的时候，我们一天收购量就达上万斤，收购价在
1.6元上下。”公司保障总监董金鲁说，好政策让钱

等粮，公司能敞开“肚皮”收粮，企业享受各项
优惠政策，流动资金增加，为收购小麦赢得主动。

帮扶给力，更要增强内力。在生产车间，11
条制粉生产线装上智慧“大脑”。“面粉加工出粉
率从 75%提高到 79%，一年多产出 18.4 万吨面
粉。”董金鲁介绍，目前企业小麦年加工能力达
230万吨左右。

“从田间到车间，梳理产业链条薄弱环节，聚焦
生产经营成本上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物流
货运等，精准制定举措，全方位稳住农业市场主
体。”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各地鼓励龙头企业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建
设。河南省提出培育以国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为重点的100家“链主”企业。山西省提出
今年以 45 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 649 家省级龙头
企业为主力军，力争全年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
突破3000亿元。农业农村部今年新安排建设50个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0个
农业产业强镇。

政策精准发力 全产业链支持

搞农业有钱挣、得实惠
本报记者 王 浩 强郁文 胡婧怡

小 暑 节 气 将
至，各地农民抢抓
农时进行夏种、夏
管等作业，田间地
头一派繁忙景象。
图为 7 月 5 日，在
湖南省常宁市兰江
乡兰田村，农民在
给水稻施肥。

周秀鱼春摄
（新华社发）

近年来，湖北省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
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到乡
村落地生根。目前，已有
包括服装、玩具、电子产
品、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
中小企业扎根乡村，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图为
7 月 5 日，工人在宣恩县
高罗镇龙河村一服装厂车
间里忙碌。

宋 文摄
（新华社发）

乡村企业助力乡村振兴乡村企业助力乡村振兴

到2025年，企业经营管理数字
化普及率、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
具普及率、应用电子商务的企业比
例均超过 80%，在纺织服装、家用
电器、食品医药等行业培育 200 家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大力发展“互
联网+消费品”……近日，工信部等
五部门发布《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
业“ 三 品 ”行 动 方 案（2022—2025
年）》，明确一系列支持举措，大力提
升消费品工业数字化水平。

消费品工业是我国重要民生产
业和传统优势产业，是保障和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消费需求的重
要支撑。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
代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消费品工业
亟待通过数字化转型释放新活力。

行动方案确立了数字化助力消
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的主要目标以及10项任务，明确要
围绕健康、医疗、养老、育幼等民
生需求大力发展“互联网+消费
品”，推进个性化定制和柔性生产
重塑产品开发生产模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党委书记刘文强说，行动方案将数
字化作为着力点和发力点，通过数

字化驱动创新资源汇聚，聚焦研发
设计、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培育
典型场景，推动数字技术为品牌建
设提供良好生态环境。

增强中高端产品供给能力，挖
掘市场潜力。行动方案明确，充分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技术，精准挖掘消费者需求。在厨
电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集合烟
机、灶台、蒸箱等为一体，实现烟
灶蒸烤智能联动的集成烹饪中心走
俏。6 月 1 日至 18 日，方太集成烹
饪中心整体销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0.14%。方太集团有关负责人表
示，借助数字技术洞察市场需求，
企业聚焦更高效、更智能、更健康
的生活方式，不断进行技术升级和
产品迭代。

“消费品工业企业要重点利用
数字化手段汇聚研发资源，实现设
计工具、模型、人才的云端汇聚和
共享共用，开发更多智能产品。同
时，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
消费场景，满足多层次多样化消费
需求。”刘文强说。

推动数字化赋能，提高生产质
效。在提出培育 200 家智能制造示

范工厂的同时，行动方案对生产制
造全过程的数字化应用提出具体方
向。比如，推动建立生产端和消费
端数据链路，促进工业互联网与消
费互联网互联互通等。“这意味着
将数字化打造成行业协调发展、协
同创新的新支点，打造成为撬动国
内 大 市 场 、 畅 通 双 循 环 的 新 支
点。”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
瑞哲说。

用数字化推动绿色化。行动方
案明确，鼓励开发应用节能降耗关
键技术和绿色低碳产品，深化产品
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过程的数字化
应用，积极拓展绿色消费场景。

“我们还将引导企业聚焦关键
生产运维环节，打造研发设计、生
产管控、设备运维、远程服务、供
应链管理等数字化场景。”工信部
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表示，工
信部将推广应用工业 App等关键技
术和核心装备，面向食品医药等消
费品行业，加快推动质量追溯体系
建设，实现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和
产销用协同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记
者张辛欣）

到2025年，培育200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提升消费品工业数字化水平

本报北京 7月 5日电
（记者韩鑫） 工业和信息化
部 近 日 印 发 《关 于 开 展
2022“三品”全国行活动的
通知》。此次活动以“优品
智 造 尚 品 臻 选 有 品 生
活”为主题，活动时间为
今年7月至9月，期间将在
上 海 、 江 苏 、 浙 江 、 福
建、山东、湖北、广东、
重庆、四川等地举办若干
促销专场、专业巡展以及
行业活动。

《通知》提出，将面向
服 装 、 家 纺 、 家 具 、 家
电、五金、洗涤、休闲食
品、乳制品、健康养老、
消费电子等十大行业，突
出 行 业 协 会 组 织 协 调 作
用，支持百家企业促销万
件优质消费品。通过线上
线 下 结 合 、 城 乡 区 域 联
动，开展万件精品进万家
促销活动。同时将组织电

商平台设立体现“三品”理念的消费品
关键生产工艺展播走廊，与生产企业共
同营造明白消费、透明消费场景。有序
开展网络播映播演，组织消费者进工厂
主题活动，利用AR/VR等现代信息技
术增强消费体验。

按照 《通知》，还将面向家电、家
具、服装、家纺、消费电子、健康适老
产品等领域，举办百场“促消费”专题
活动，激发消费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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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康乾街道联合村100多亩荷塘里
的莲蓬逐渐成熟。去年以来，当地将低洼荒田整治与小微水体微改
造有机结合，打造集莲藕种植、生态观光、采摘体验为一体的田园
综合体，大力发展“莲子经济”，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图为游客
在荷塘观赏荷花。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今年上半年，上海铁路局海安物流基地开行中欧班列 （海安—
东盟） 22列840车。海铁快线班列常态化开行，海铁快线班列累计开
行 279 列 10383 车。图为 7月 4日，上海铁路局海安物流基地集装箱
门吊进行集装箱装运作业。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5日电（记者李
婕）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获悉，人社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人社部门以
及社会参与主体持续挖掘岗位资
源，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和手段，着
力提升招聘针对性、实效性。截至
6 月 19 日，已有 45 万家用人单位
发布岗位需求1219万人次。

7月 4日至 10日，百日千万网
络招聘专项行动推出先进制造、互
联网、残疾人、医疗卫生、实体门

店、汽车6个专场招聘，共有4600
家用人单位提供 5.6万个岗位。7月
5日至10日，还将陆续推出西藏、陕
西、甘肃特色专场招聘活动。

据了解，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
项行动于5月16日启动实施，行动
将持续至8月25日，为劳动者提供
超千万个就业岗位。这次专项行动
主会场设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
国家人才网及“就业在线”平台，
并开设就业导引地图，链接各省招
聘分会场和相关社会参与方。

本报北京7月5日电（记者王
俊岭） 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获
悉，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
力度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半
年发放水利贷款534亿元，保持了
水利信贷投放持续稳定增长。

据了解，国开行聚焦重大水利
工程，针对 2022 年重点推进前期
工作的55项重大水利工程和6个新
建灌区项目，按照“项目化、清单
化、责任化”方式逐一对接，对条

件成熟项目加快评审、应贷尽贷，
力争对有融资需求的重大水利工程
实现融资“全覆盖”。截至 6 月末，
国开行为已开工建设且有融资需求
的136项重大水利工程中的89项提
供了融资支持，支持了江西赣抚尾
闾综合整治项目、福建漳州九龙江
调水工程、陕西东庄水利枢纽工
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云南滇
中引水、陕西引汉济渭、内蒙古引
绰济辽等重大工程建设。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

发布岗位需求 1219 万人次

国开行发放水利贷款 534亿元

车购税减半征收首月减征71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
王立彬） 今年全国夏收油料作物喜
获丰收，单产有望创历史新高。

记者5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获悉，截至6月30日，全国收
购油菜籽 66 万吨，同比增加 32 万
吨；油菜籽收购价格为每斤3元至
3.6 元，同比高 0.4 元至 0.9 元。各
产区粮油加工企业采购意愿较强，
入市积极、购销活跃。

据介绍，按照中央有关扩种大
豆和油料的工作部署，各地陆续实
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长江

流域是扩种夏收油料潜力最大产
区，在产业政策鼓励下，油菜籽种
植面积扩大，今年油菜籽产量、价
格“双高”，中粮集团坚持敞开收
购，保障农户利益。统计数据显
示，5月中旬开秤收购以来，中粮
集团在湖北累计收购油菜籽6万余
吨，累计支付农民4亿多元。

目前，我国食用植物油有70%
依赖进口。油菜作为我国第一大油
料作物，占国产食用油半壁江山，
在保障食用油供给安全中占有核心
地位。

全国夏收油料作物量价“双高”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
者王雨萧、严赋憬） 自 6 月 1 日起
实施的部分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购税
政策已经“满月”。国家税务总局
最新数据显示，政策实施首月，全
国共减征车购税 71 亿元，减征车
辆109.7万辆。从排气量来看，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征税款 34
亿元，占比约 48%；1.6升至 2.0升
排量乘用车减征税款 37 亿元，占

比约52%。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汽

车产业链条长、涉及就业面广、拉动
消费作用大。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
对稳经济、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乘用车
产销逐步向好。数据显示，6 月 1
日至 26 日，乘用车市场零售 142.2
万辆，同比增长27%，较上月同期
增长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