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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关部门和地方抓好农业防汛抗洪救灾，确保水稻生产安全———

国内大米供应有足够保障
本报记者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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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稻米产区加快恢复生产

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黑龙江省五常市
是中国知名优质稻米产区，水稻种植面积
250万亩左右。8月 2日以来的强降雨，让五
常市部分农田受灾。

“水稻正处在抽穗扬花期，水淹影响不
小。”五常市龙凤山镇稻田里，粮农闻长青这
几天都在忙着抢排积水，“这次雨下得大、持
续时间长，很少见。我种的 200 多亩水稻有
80亩受淹严重，要抓紧把田里的水排出，能
减少些损失。”

有受灾偏重的，也有影响较小的。
在五常市乔府大院现代农业产业园，水

稻长势正旺。“这里有 2000 亩水稻，总体没受
洪涝影响。”乔府大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种植
部经理王志学说，借助数字农业系统，产业
园提前根据预警调整了自动化进排水系统，
关闭灌溉进水口，增加降雨时田间可蓄水
量，并同步降低排水口，疏通排水沟渠。强
降雨后，稻田没有出现积水内涝现象。

据当地初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五常
市超过100万亩水稻不同程度受灾。

“受淹地块主要集中在几大河流沿岸，大
面积水稻还是正常生长的。”五常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李艳君介绍，受淹的地
块受灾程度也有差别：有的受灾严重，浸泡
时间长，可能绝产；有的经过洪水浸泡，水
稻叶片、稻穗上沉积淤泥，授粉受到影响；
有的水中浸泡时间较短，对产量影响较小。

针对受灾稻田，当地采取措施加快恢复
农业生产：组织多方力量抢排田间积水，对
已有排水工程深挖扩容、清淤除障，无排水
工程的挖排水沟、积水坑、架设水泵；成立
灾后技术指导组，对农户“一对一”提供帮
助，在受灾较重地块喷施叶面肥，促进农作
物灌浆、成熟。

对受灾农户，通过保险等方式减少损
失。目前，五常市耕地农业保险投保面积约
占耕地总面积的 70%。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五常支公司农险客户经理张强介
绍，灾害发生后，公司及时通过卫星定位并
运用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航拍、查勘，核

查登记灾情，及时向农户介绍相关情况和农
业保险理赔流程，进行快速赔付。

中国稻谷自给率超过100%

五常稻田受灾对“米袋子”影响几何？业
内人士分析认为，五常大米这一单品类的市
场供应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对全国大米

供应影响有限。
五常市大米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张野认

为，灾情会对五常大米的供应和价格造成一
定影响，但不太可能产生较大波动，当地正
有针对性加强支持力度，帮助农户、企业渡
难关，巩固提升大米产业链。

五常市地大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磊说，
部分稻田受灾来水快、去水也快，对五常市
整体粮食生产影响有限。另外，五常水稻主

栽品种稻花香 2 号价格本身一直处于高位，
不太可能因为局部受灾而出现价格大幅上涨
的情况。

从全国范围来看，五常大米种植面积、
产量所占比重均较小。以2022年为例，全国
稻谷播种面积达到 4.42亿亩，五常水稻种植
面积占比不到 6‰；全国稻谷产量 4169.9 亿
斤，五常优质水稻产量26亿斤，占比约6.2‰。

国内部分地区水稻生产受灾的同时，国

际上的消息也引发了一些人对于大米供应的
担忧。8月4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最新报
告显示，7 月粮农组织大米价格指数上涨
2.8%，同比增长19.7%，创2011年9月以来的
最高水平，增长主要源于全球最大大米出口
国印度 7月 20日宣布禁止除蒸谷米以外的大
米出口。

国际大米市场波动将对中国市场产生什
么影响？农业专家分析，无论是从进口占比
还是国内产需形势来看，中国大米供应都有
足够保障。

进口方面，根据海关总署数据，近年中
国年进口稻谷及大米数量最多的一年为 619
万吨，占当年国内稻谷产量比重约 2.97%，
而且进口主要是为了品种调剂。

国内产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
米生产国，稻谷产量自2011年起一直维持在
2 亿吨以上，产需有余，储备充足，自给率
超过100%。8月2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丰收，总产量566.7
亿斤，比上年增加4.3亿斤。农业农村部管理
干部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彭超认为，
今年早稻增产，中晚稻长势整体良好，个别
地方水稻受灾对全国稻谷供需基本面影响有
限，同时中国大米进口来源多元化、相对稳
定。总的看，全国大米市场平稳运行具备稳
定自给的基础。

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总体有保障，但粮食生产松不得劲。
中晚稻等秋粮是全年粮食的大头，夺取

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也在秋粮。农业农村部
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近日表示，目前秋
粮生产形势基本正常，最终能否实现好收
成，关键还在防灾减灾。

8 月 19 日，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部署
应对新一轮强降雨持续抓好农业防汛救灾工
作，提出要及时清理疏通田间沟渠，做好排
水准备，加强水泵等抽排水设备以及电力和
柴油调度准备，一旦出现积水，集中力量加
快抢排进度，尽快恢复作物生长环境，最大
程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防灾减灾，离不开资金支持。针对黄
淮、华北、东北等地农作物受灾、农业生产
设施损毁情况，财政部、农业农村部8月8日
紧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7.32 亿元，
支持相关地方对购买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所需
种子（苗）、化肥、农药等物资和作业服务以及
农业生产设施灾损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8
月19日财政部会同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10亿
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财政部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司当天介绍，入汛以来，中央财
政已累计下达各项防汛救灾资金96.84亿元。

防病虫害是另一个关键环节。8月到9月
是秋粮作物产量形成的重要时节，也是病虫
发生和防控的关键时期。进入 8 月以来，农
业农村部先后派出多个工作组赴黑龙江、湖
南等地加强水稻“两迁”害虫等秋粮重大病虫
害防控督促指导，召开专题现场会动员部署
黄淮海、东北片区秋粮重大病虫害防控。

地方也在积极行动。眼下距安徽秋粮大
面积收获还有约 2 个月，全省在地作物一季
稻、晚稻、再生稻3400多万亩。安徽省农业农
村厅副厅长潘鑫表示，今年“虫口夺粮”任务
艰巨，全省将发挥50多个全国区域测报站和
省级重点站、300多个乡镇基层监测点、134
个智慧病虫害监测网点的作用，系统监测、
密切跟踪、按时填报秋粮作物重大病虫发生
动态，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和实时共享。

“今年夏秋季农业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极
端天气复杂严峻，干旱洪涝多灾并重，病害
虫灾多发重发，给秋粮生产带来极严峻的挑
战。”潘文博说，“我们会同有关部门明确要求
把防灾减灾作为当前‘三农’领域压倒性任
务，全力以赴打好抗灾夺秋粮丰收这场硬仗，
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最近，大米供应与价格
问题广受关注。在国内，8月
上旬以“五常大米”著称的黑
龙江省五常市遭遇持续强降
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
际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发布最新数据，受印度等
国限制大米出口影响，7月份
全球大米价格指数涨至近12
年最高水平。

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今
年中国国内大米供应状况如
何？五常稻田如何恢复生
产？怎样确保全国水稻生产
安全？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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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近年来，
中国产业数字化程度显著提高，数据资源对
于企业特别是相关数据企业的价值创造日
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据资源是否可以作为资产确认？怎
样进行计量？能否作为会计上的资产“入
表”？8月 21日，财政部对外发布《企业数据
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

《暂行规定》），明确数据资源的确认范围和
会计处理适用准则等，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暂行
规定》适用于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等资产类别的数
据资源，以及企业合法拥有或控制的、预
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但由于不满
足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资产确认条件而未确
认为资产的数据资源的相关会计处理。“后
续随着未来数据资源相关理论和实务的发
展，可及时跟进调整。”该负责人说。

从明年起，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根据数据资源的持有目的、
形成方式、业务模式，以及与数据资源有

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等，对数据
资源相关交易和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
报告。“《暂行规定》按照会计上的经济利益
实现方式，根据企业使用、对外提供服务、日
常持有以备出售等不同业务模式，明确相
关会计处理适用的具体准则，同时，对实
务反映的一些重点问题，结合数据资源业
务等实际情况予以细化。”前述负责人说。

具体操作中，企业应如何列示和披露
数据资源信息？根据《暂行规定》，企业在编
制资产负债表时，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并
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存货”项目下
增设“其中：数据资源”项目，反映资产负债
表日确认为存货的数据资源的期末账面价
值；在“无形资产”项目下增设“其中：数据
资源”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确认为无形
资产的数据资源的期末账面价值；在“开发
支出”项目下增设“其中：数据资源”项目，
反映资产负债表日正在进行数据资源研究
开发项目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支出金额。

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制定
《暂行规定》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规范数据
相关企业执行会计准则，为监管部门完善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加强宏观管理提供会
计信息支撑，也为投资者等报表使用者了
解企业数据资源价值、提升决策效率提供
有用信息。

“《暂行规定》兼顾信息需求、成本效益
和商业秘密保护，创新提出自愿披露方
式，并围绕各方关注对披露重点作出规范
和指引。”该负责人表示，企业应主动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暂行规定》的披露要求，
持续加强对数据资源的应用场景或业务模
式、原始数据类型来源、加工维护和安全
保护情况、涉及的重大交易事项、相关权
利失效和受限等相关信息的自愿披露，以
全面反映数据资源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等的影响。

有关专家认为，数据资源“入表”，有利
于显化数据资源价值，提升企业数据资产
意识，激活数据市场供需主体的积极性，
增强数据流通意愿，减少“死数据”，为企业
对数据进行深度开发利用提供动力。同
时，建立数据资源入表机制能够有效带动
数据采集、清洗、标注、评价、资产评估等数
据服务业发展，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活力。

近
日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柳
州
市
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
大
苗
山
区
种
植
的
十
二

多
万
亩
中
稻
陆
续
进
入
成
熟
期
，
丰
收
在
望
的
稻
田
与
大
山
、
农
舍
、
村
道
相
映

成
趣
。
图
为
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
洞
头
镇
的
稻
田
。

龙

涛
摄
（
人
民
视
觉
）

▲近期，江苏省海安市水稻陆续进入破口抽穗
期，这也是水稻病虫防治、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的
关键期。当地农技部门积极指导种植户采取绿色防控
手段，助力水稻提质增产。图为 8 月 21 日，工作人员
在海安市墩头镇禾庄村一处有机水稻种植基地查看诱
捕器捕虫情况。 周 强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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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稻田不同程度受灾对全国
大米供应影响有限

浙江省宁波市全力推进城市快速路建设，加强中心城区辐射功能，服务当
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图为8月21日，工人在宁波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施工现场进
行沥青摊铺作业。该快速路全长4.1公里，是宁波市中心城区“四横五纵”快速
路网规划中重要的南北向快速通道。 郑凯侠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