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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荆文娜 范纪安 郭冠军

河南被誉为“中原粮仓”。连日来，河

南的小麦收割情况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近期当地持续性阴雨天气，降水量大，造成

了豫南、豫中东部分地区麦田地块积水、小

麦点片倒伏、萌动发芽，给河南小麦成熟和

收获带来了不利影响。

面对几年不遇的“烂场雨”，河南各地

相关部门、企业和广大农民积极应对，全

力以赴，与时间赛跑抢麦夺粮，保颗粒归

仓。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6月

9日8时，河南省已收获小麦7950万亩，

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3.3%。

直击麦收现场

6月1日，在河南省中西部的洛阳市

涧西区，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

江凌走进田间，揉开麦穗，仔细查看小麦饱

满度，与基层干部、种粮群众深入交谈，详

细了解小麦抢收、烘干晾晒、收储、价格、保

险以及机收进展等情况。他叮嘱有关部门

要加强统筹、精心组织、科学调度，抢抓有

利窗口期，做到应收尽收、应收快收。

当日正午时分，记者在洛阳市汝阳

县菜店乡的麦田里看到，农人正在如火

如荼地抢收麦子。刚给农机手风尘仆仆

地送去肉夹馍和鸡蛋汤的乡党委书记

张天林告诉记者：“为切实抓好小麦抢收

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蔡店乡争分夺

秒，全力以赴做好小麦抢收工作。”据了

解，菜店乡在5月末已及时召开“三夏”生

产工作会议，动员全乡上下争分夺秒、抢

收抢种。当地组织机关干部全部下沉到

村，乡村干部划片分组，深入田间地头开

展抢收工作。同时，他们还通过微信群、

大喇叭广播等形式，及时转发气象信息，

动员群众抢抓雨停“空窗期”，及时开展夏

收工作。

此外，当地还全面摸排各村收割机数

量，想尽各种办法协调收割机到村。据了

解，菜店乡安排每台收割机一名村干部随

车服务，开展收割地块、收费等协调工作，

从而提高收割效率。乡政府统一为农机

手免费提供肉夹馍、鸡蛋汤，各村为农机

手协调住宿，解决食宿问题。通过协调村

文化广场、学校操场、闲置厂房、村内道路

等场所，满足农户晾晒需要。

6月2日，在洛阳市洛龙区东石桥村，

望着等待收割的麦田，村党支部副书记

白云峰说：“我们已经联系好收割机，等天

气放晴机械可以入地后，预计两三天全村

小麦就可收割完毕，你们看到道上晾晒的

麦子都是村民利用阴雨间隙采取人工方

式抢收的小块地小麦。能想的方法我们

都想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应收尽收

确保颗粒归仓，把种地村民的损失降到最

低。”巧合的是，在东石桥村，记者偶遇了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认证中心党委书记、主

任孙文生一行，他们正在该村调研价格监

测工作。

“你看这小麦成色多好，色泽金黄，

颗粒饱满。我县种植的小麦品种比较

好，虽然最近受接连阴雨天气影响，但发

芽率、霉变率、倒伏率不高，收成还是不错

的。”在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王店乡宋营

村，该县高级农艺师王振旭一边查看小

麦一边说。

豫东平原是河南粮食的主产区之

一，记者6月3~4日在商丘市多县区田间

看到一派忙碌的收割场景。与河南省南

部地区相比，商丘市小麦收割季略晚两

日，受灾较轻，农人在田间热火朝天地抢

收粮食。

在南阳，181个技术指导组、1203名

技术人员深入田间排查淤积堵点，疏通

排水沟渠，及时排除积水。履带式收割

机4105台、烘干机445台、应急作业服

务队64个时刻准备着……乡村党员干部

和农技人员下沉麦收一线，抢抓时机全

力出击。

抢麦，与时间赛跑。当前河南省正

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组织抢

收。派出多个省级专家指导组，指导服

务各地开展抢收。同时，引导各类市场

主体积极开展收购，最大限度保护种粮

农民利益。

统筹调度利用好农机，是大规模机收

作业的关键保证。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相

关负责人说：“在农机统筹调度服务上，我

们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好17万台

轮式收割机和3万多台履带式收割机，最

大限度地提高收割机的使用效率；对成熟

麦田实行网格化管理，定机手、定机器、定

地块，挂图作战，收割一块、销号一块；加

强日调度，及时解决好集中抢收时可能出

现的部分区域、部分时段农机供应不足问

题；每个县组建应急抢收小分队，做好机

收兜底保障。”

“中原粮仓”抢收逾九成 力争颗粒归仓

本报讯 记者荆文娜报道 截至 6

月8日17时，全国已收冬小麦达1.86亿亩、

进度61%，全国麦收全面进入作业高峰

期。其中，安徽麦收进入尾声，河南进

度过九成，江苏进度过半，山东进度过

两成。

农业农村部消息显示，进入6月份以

来，河南、安徽、江苏、陕西等地紧抓降雨

间隙和晴好天气，组织收获机械和农机手

昼夜不歇、连续奋战，加快抢收成熟小

麦，掀起“三夏”麦收高潮。截至6月8日

17时，全国日机收面积2170万亩，当日投

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8.9万台。

据中国气象局预报，未来几天麦收区

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抢收抢晒。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

要持续做好农机调度，抓住有利天气加

快收获进度，确保适收快收、应收尽收，

因地制宜做好已收小麦烘干晾晒和通风

储存工作。同时，紧抓农时及有利墒情，

高效推进收种衔接，确保成熟一块、收获

一块、播种一块，将秋粮播在丰产期。要

组织开展巡回技术指导，紧抓机具状态

良好、机手操作规范两个关键，努力提高

机收作业质量减损失、提升机播作业质

量促单产。

日前，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苗店镇八里苗村村民在抢收小麦。 新华社发（杨银鹏 摄）

全国“三夏”麦收进度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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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在京签约31个招商项目
本报讯 记者焦红霞报道 日前，以“新丝路·新产

业·新聚力”为主题的甘肃省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

会议旨在深入落实甘肃省委、省政府实施“引大引强引

头部行动”的重要部署。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程晓波出席推介会并致辞。

程晓波在致辞中表示，甘肃省将以最优的营商环

境、最好的保障服务，共同推动签约项目尽早落地、加快

建设、早见成效，并诚挚邀请与会企业家在甘布局新项

目、开拓新市场。

此次推介会聚焦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数字经济、

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旨在促进甘肃省与在京企业

深化拓展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合作，不断发展壮大

产业集群，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助推甘肃发展动能

大提升。

甘肃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主要负责人介绍了

该省重点产业发展规划、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嘉峪关市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作了

招商推介。中国华电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电信

集团、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投资重点，表达了合

作意向。兰州、酒泉、张掖、武威、庆阳、定西、陇南等

市和甘肃省直有关部门、省属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推

介会并现场签约，共签约31个招商项目，合同总金额

862亿元。

推介会由甘肃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政府驻

京办、甘肃文旅集团承办。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国家电

投、中金资本、百度集团、京东集团、国药集团、北京和生

堂等100余家行业头部企业、200余名企业家应邀出席

推介会。

今年以来，甘肃省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

和“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行动”，省级领导带头分片

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东部等省市举办省级招商

活动，举全省之力扩大招商引资为经济发展赋能，着力

打造西部一流、全国领先的营商环境，在全省上下树立

“以招商引资论英雄、以项目建设论成败”的鲜明导向，

大力营造重商兴商、亲商爱商、护商安商、利商富商的浓

厚氛围，以招商引资大突破助推发展动能大提升，以营

商环境大改善助力发展质效大跃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甘肃实践的崭新篇章。

□ 本报评论员 杨 禹

麦子熟了。收麦，是头等大事。

最近这些天，豫陕鲁皖鄂冀等地，正

全力抢收麦子。之前数日，河南出现大范

围持续降雨，恰逢小麦的成熟收获期。雨

来得不是时候。丰收已“在望”“在田”，关

键时刻，急需“龙口夺粮”。夏收夏播、抢

收抢烘，种田人正夜以继日。

“十九连丰”，哪一场丰收不是“抢”出

来的。去年夏收的那一茬冬小麦，在前年

播种时遭遇秋汛，三分之一晚播，收获时又

逢疫情点多面广频发。种田人们一路奋

战、悉心呵护，抢收抢种，最终实现夏粮丰

收。真正应了那句话，事非经过不知难。

对粮食，特别需要“时时放心不下”。

对丰收，千万不能“审美疲劳”。全国粮食

产量已经连续八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连年丰收，粮食问题过关了吗？

“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言粮食过关了。”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说。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这是中国农业界正忙的一件大事。凸显出

“1.3万亿斤”还不够，还得再上一个台阶。

为什么“还不够”？两个原因——

一是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充满不确定性，“手中有粮”显得愈发重

要。粮食安全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

历史上，春秋时期，齐国先是诱导鲁国弃

粮种桑，后来断粮降服鲁国；越王勾践把

种子煮熟进贡给吴国，然后趁其粮食绝

收，一举灭吴。今天，世界上一有什么风

吹草动，粮食，往往站在最容易受影响之

列。到时候在国际市场上有钱也买不到，

买到了也运不回来。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如果粮食出了

问题，谁也救不了我们。在粮食上，我们

必须做到不被“卡脖子”。粮食安全的系

数还得高一点，再高一点。

二是14亿多中国人对粮食的需求还

在提高，更高的质量，要求有更多的数

量。人每天张嘴吃饭，不仅吃五谷杂粮，

还要吃肉蛋奶。“一斤肉五斤粮”，粮食消

费需求正发生结构性变化。像玉米，在我

国的粮食产量中占了近四成，主要用途是

饲料粮，最终要转化成肉蛋奶。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吃饱、吃好，还

要吃出健康。

所以，自己的饭碗，必须自己把它端

牢。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提了三个“一起抓”：坚

持产量产能一起抓、数量质量一起抓、生

产生态一起抓，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和稳定性。

新时代十年，我国的粮食产能提升了

1400亿斤。再提升个“千亿斤”，难度会更

大。提产能，从全局说，关键还是抓耕地

和种子这两个要害。坚决守住18亿亩耕

地红线，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防止“非

粮化”，坚持良田粮用大原则。推动农业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种业振兴，把当家品

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从品种说，小麦、

水稻已“接近天花板”，还要努力提升，但

更多要依靠玉米和大豆，稳口粮、稳玉米、

扩大豆、扩油料。从手段说，聚焦提高单

产，向科技要产量、要产能，促进主要粮油

作物大面积尽快提高单产。

粮食产能，不是要不要提的问题，而

是必须提、加快提的问题。产能提一分，

粮食安全就稳一分。一边忙提升产能，一

边还要促节约降损。据有关机构估算，我

国每年损失浪费的食物超过 22.7%，约

9200亿斤，若能挽回一半，就够1.9亿人吃

1年。除了向传统耕地要粮食，还要体现

“大食物观”，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

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

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

关注粮食，就要体贴农民、帮助农民、

支持农民。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

有保障。按党中央部署，今年继续健全种

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格、补贴、保

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今年小麦最

低收购价格是每斤 1.17 元，早籼稻 1.26

元，都比上年提高了2分钱，分别是连续三

年、四年提高。

在河南，这些天，一边抢收麦子，一边

已开启农业保险的绿色办理通道，将小麦

萌动发芽致损纳入理赔范围。有关部门

要求对受灾损失尽快理赔、应赔尽赔。把

地里的麦子尽最大努力“抢”回来，也要把

农民兄弟的损失尽力减到最小。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

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

的头等大事。经过十多年持续努力，今天，

我国的口粮自给率在100%以上，谷物自给

率在 95%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约 480 公

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

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无论风吹雨打，我们的心是定的。同

时，围绕粮食安全，举国上下，也有着居安

思危的基本心态，有着从差距中看潜力、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状态。

麦子熟了。每一季的成熟，都是种田

人以及全社会，用心血浇灌出来的。

丰收，从来都得来不易。每一年的丰

收，都并不意味着，下一年度的丰收可以

自动到来。

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言粮食过关了

全国生产安全事故下降超八成
本报讯 记者吕书雅报道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有关情况。应急管理部部长王祥喜介绍，近年来全国

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保持总体平稳，2018年至

2022年，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比前5年分

别下降80.8%、51.4%，自然灾害死亡失踪人数比前5年下

降54.3%。

王祥喜表示，今年以来，应急管理部重点在健全责任

体系、优化指挥机制、完善法治体系、强化基层应急管理等

方面下功夫。按照“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

型”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在工作重心上更加注重防的工作，

突出抓安全风险的源头防控、常态管控、监测预警、工程治

理主动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目前，已实现对

6900余家重大危险源危化品企业、3400家煤矿、2400家

三等及以上尾矿库在线监测，出现异常自动报警，及时响

应处置。

王祥喜提到，2023年以来，全国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

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但重特大事故有所反弹。应急管理部

在全国部署开展了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

同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矿山安全、消防安全、危化品安

全突出问题集中开展针对性整治。

“为了提升整治效果，我们紧紧围绕切实提高风险

隐患排查和整改质量、切实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强

烈意愿和能力水平，紧盯电焊、切割等施工作业和露天

矿边坡超设计施工作业、现场管理混乱等突出问题。”

王祥喜表示，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多个执法小分队赴重点

地区“四不两直”暗查暗访，并在主流媒体公开曝光。

派出20个综合检查组赴各地督导检查，推动整治行动

落地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