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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多个专业化服务中心、1000万套农户科学储粮装具促进节粮减损——

粮食产后“跑冒滴漏”少了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四部门确定9个联合体进入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

打造更多“智能车”
本报记者 廖睿灵

实现产粮大县粮食产后服务全覆盖

收获了粮食，晾晒曾是不少农户的烦心
事。“为了避免扎堆晒粮，以前常要等到小麦
含水量达到入库标准时才收割。这样可以在
晾晒上少费点心，但影响产量，遇到阴雨天
更麻烦。”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龙堌镇粮农刘
高峰说。

“有了粮食产后服务，这些烦恼少了。”刘
高峰今年提前几天把麦子收了，“镇上提供烘
干配套服务，收获的小麦送进烘干塔，4 个
多小时含水量就能达到入库标准，省时还
减损。”

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总工程师杨士
新表示，山东出台粮食风险基金结余动用方
案，安排 23 亿元支持节粮减损等项目建设。

“我们充分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为农
民提供清理、干燥等专业服务，2023年度共
处 理 粮 食 536.86 万 吨 、 节 粮 减 损 21.47 万
吨。”杨士新说。

聚焦节粮减损，全国各地近年持续强化
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建设。河南明确粮食产后
服务中心以粮食仓储企业、粮油加工企业和
农民合作社为建设主体，确保一个县有 2 家
以上的建设主体。云南2018年以来建设粮食
产后服务中心超60个，直接和间接带动增加
农民收入超过1亿元，节粮减损效果明显。

农业专家介绍，粮食产后环节众多，晾
晒、储存、运输、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都
可能出现“跑冒滴漏”的情况，造成粮食损
失浪费。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就是要针
对性地为农民提供相关服务，促进粮食生产
提档升级，减少损失。

“2017 年以来，全国已建成 5500 多个专
业化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实现产粮大县粮食
产后服务全覆盖，及时为农民提供粮食烘干
和清理等服务，有效发挥助农节粮减损、提
质增效的重要作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安全仓储与科技司科技处处长姚磊说。从具
体数据看，全国粮食产后服务中心2022年共

服务农户 1700 多万户，清理粮食 1.6 亿吨，
烘干粮食4500多万吨，帮助农民减少粮食损
失1200多万吨，相当于当年广东一省粮食总
产量。

农户储粮损失由10年前的8%降至2.9%

晾晒烘干之后，粮食需要进仓入库。各
地建起的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给这一环节带来
了变化。

东北三省是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
全国 1/5 以上。在这里，有个特殊的名词——

“地趴粮”，即以前农民收了粮食，直接在自家

院子里堆放，或在地头找一块地平整下充当临
时储存场所。这种“地趴粮”通风不畅，遇到冷
暖天气交替，常常发霉、腐烂，鼠害也会造成粮
食损耗。

“现在玉米收割脱粒后，直接运到粮食产
后服务中心。”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永信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侯刚说，过去把玉米棒子
堆放在地上，隔几天就要“倒堆翻垛”，费人
工不说，损失还大。跟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合
作后，运输、储存等环节至少减少粮食损失
3%以上。

据四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该市深
入开展整治“地趴粮”、实施立体储粮行动，
大力推广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代清理、代烘
干、代储存等服务。截至目前，全市已到位

立体储粮物资铁丝网 1.66万个，钢结构立体
储粮装具 0.46 万套，聚乙烯网储粮装具 78.4
万个，可实现安全储粮 185 万吨以上。梨树
县、双辽市开展产后“延期结算”业务的粮
食收储加工企业和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已拓展
至20余家。

在粮食仓储环节，如今越来越多地方依
托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等平台大力发展绿色储
粮，粮食仓储广泛应用机械通风、谷物冷
却、环流熏蒸、粮情测控“四合一”技术，
改善粮仓内部储存环境，减少粮堆局部发热
情况。同时，推广氮气、二氧化碳等气调技
术，有效杀虫控虫，延缓粮食品质劣变。

杨士新介绍，山东投资9.2亿元，开展绿
色仓储提升行动，升级改造和新建扩建仓容

208 万吨，全省应用横向通风仓容 140 万吨、
内环流控温仓容 600 万吨、多功能粮情检测
仓容 600 万吨，推广内环流控温、惰性粉物
理防治等绿色生态储粮技术，开展粮情“早
知道”预测预警，综合损耗率降至0.42%。

据统计，目前各地应用气调技术的仓容
规模已达 5500 万吨。“十三五”以来，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专项中，实施“现代粮仓绿
色储粮科技示范工程”等多个粮食储藏相关
科研创新项目，在粮食储藏保质保鲜、虫霉
防治和减损降耗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新成
果。通过新技术应用和粮食仓储规范化管
理，国有粮食储备企业储藏周期内综合损失
率控制在1%以内。

姚磊表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全
国推广使用近 1000 万套农户科学储粮装具，
农户储粮损失由 10 年前的 8%降至 2.9%。目
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正在组织编写农
户储粮技术要点和装具选型指南，进一步为
农户储粮提供科学指导。

避免过度加工导致出品率过低

粮食从原粮到成品粮，还得经过加工流
程。近年来，市场上存在过度追求“精米白
面”的消费误区，而粮食过度加工、出品率
降低不仅会造成数量损失，而且营养流失的
隐性损失较大。

相关调查发现，粮食精加工在行业内普
遍存在，一些粮食加工企业在加工精度上越
来越高，出米率、出粉率越来越低，成为粮
食损耗增加的一环。有的企业 100 斤稻谷仅
出30多斤精米，剩下的多为碎米，只能用来
做饲料。

如何改变这一局面？不少地方正积极引
导粮食适度加工，推动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技
术升级，促进粮食资源综合利用。

在广东，广州市粮食集团成立广州市粮
食储备加工中心。“我们持续加大节粮技术改
造升级力度，提高成品粮转化率和副产品综
合利用率。”广州市粮食集团董事长朱叶茂
说，在面粉生产方面，采用先进的长粉路生
产工艺，提高面粉出粉率，充分提取小麦可
食用部分；在大米生产方面，根据原粮特点
及产品需求，对碾米、筛米、抛光、色选等
工序进行优化组合，通过多机轻碾的加工方
式对大米进行适度加工，提高大米出米率，
并最大限度保持大米营养成分。

在河南，当地提出“十四五”期间每年
拨出 3 亿元财政资金支持粮油加工企业的技
术提升和设备升级。截至目前，河南已累计
支持粮油加工企业实施项目 116 个，总投资
金额超过 16.2亿元。郑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
授唐轲认为，相关举措优化了粮油产品的供
需结构并全面提升了全省粮食产业链条的完
整性、紧密性、合理性。接下来还应继续提
升企业粮食加工能力，引进先进的加工技术
和设备，提高加工效率和产品质量。

“在粮食加工环节，需要推广应用适度
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姚磊说，开
展 成 品 粮 油 适 度 加 工 技 术 研 发 及 成 果 推
广，避免过度加工导致出品率过低，推进适
度加工标准制定工作，控制不合理加工精度，
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粮食损失和能源消耗。
如，在大米加工中应用柔性碾米设备，可提
高粮食出米率 5—8 个百分点。同时，深入挖
掘米糠、麸皮、豆粕等综合利用价值，提高
粮食利用效率。

姚磊认为，粮食产后节约减损已经取得
明显成效，但损失浪费问题在粮食产后各环
节仍不同程度存在。应强化全链条减损意
识，加强科技创新供给。“十四五”期间，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持续深入实施 《粮食
节约行动方案》，通过大力推广应用绿色储粮
等技术，强化数字化监管和标准引领，全面
倡导合理加工，多措并举推进粮食产后领域
节粮减损。

减损就是增收。5 月
27 日启动的全国粮食和
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发
布数据，截至目前，全国
已建成5500多个粮食产后
服务中心，推广使用1000
万套农户科学储粮装具，
助力节粮减损。从田间地
头到百姓餐桌，中国各地
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是怎
么为农服务的？目前覆盖
范围如何？怎样让粮食产
后再少些“跑冒滴漏”？

城市中的智能网联汽车将越来越多。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首批确
定9个联合体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
路通行试点。车辆运行所在城市为重庆
市、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上海市、北京
市、海南省儋州市、河南省郑州市，产品类
别包括乘用车、货车、客车。

记者了解到，此次获批试点的9个联
合体分别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广汽乘
用车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上汽红岩
汽车有限公司、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和蔚来汽车科技 （安徽） 有限公司。

这些联合体是如何选出的？工业和
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联合体由汽车
生产企业和使用主体组成，参考《智能网
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实施指南（试
行）》，制定申报方案，经车辆拟运行城市
人民政府同意后，向车辆拟运行城市所
在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自愿申
报。报送至工信部后，工信部等四部门

组织专家对申报方案进行初审和择优评
审，根据专家总体意见，并综合考虑产品
类别、车辆运行城市特点、申报的自动驾
驶功能、企业测试示范基础等情况，在
履行相应程序后，确定首批进入试点的
联合体。

联合体进入试点，是否意味着允许其具
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上路通行？

“当前只是完成试点申报阶段的遴
选，并不代表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

联汽车取得准入许可或允许上路通行。”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试点的组织实施
共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试点申报、产品
准入试点、上路通行试点、试点暂停与退
出、评估调整。接下来，四部门将指导进入
试点的联合体开展试点实施工作。

产品准入试点包括产品准入测试与
安全评估、产品准入许可。进入试点的汽
车生产企业要细化完善产品准入测试与
安全评估方案，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确认后，开展产品准入产品测试与安
全评估工作。“汽车生产企业通过产品准
入测试与安全评估，且产品符合道路机
动车辆产品强制性检验要求后，向工业和
信息化部提交产品准入申请。工业和信息
化部经受理、审查和公示后，作出是否准
入的决定。决定准入的，设置准入有效
期、实施区域等限制性措施。”工信部有
关负责人说。

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取得准入后，还
要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办理车
辆登记，方可在限定区域内开展上路通行
试点。从事运输经营的，还应当具备相
应业务类别的运营资质并满足运营管理
要求。

此前，部分企业已获得 L3 测试牌照。
按照中国实施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L3 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员在紧急情
况执行接管。此次开展试点，与部分车企
所获的L3测试牌照有何联系？

“之前，依据《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
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企业取
得相应测试牌照，主要应用于产品研发
过程，通过开展实际道路测试，验证产品
在实际道路交通运行环境下的安全性。
充分的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是后续产品
量产应用的重要基础，也是此次试点的重
要基础。”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说，根据相关
政策要求，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
汽车产品，应符合模拟仿真、封闭场地、实
际道路等测试验证要求，其中，实际道路
测试是产品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测试验证
的重要支柱之一。

▶在江西省九江市彭
泽县芙蓉墩镇油料作物种
植基地，农机手驾驶农机
收割油菜籽。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近日，在浙
江杭州余杭未来
科技城，市民登
车体验自动驾驶
接驳示范线。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6 月 5 日，河南省
安阳市滑县举行小麦机收
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旨
在通过比武活动进一步规
范节粮减损操作技能，减
少粮食在收割环节的损
失。图为在滑县小铺乡拍
摄的比赛现场。

新华社记者
郝 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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