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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本报北京 2 月 27 日讯 记者周琳报
道：今年，国家粮食局将在粮食消费、流
通、立法等多个领域采取措施，改变落后
的粮食收储方式和消费方式，进一步形成
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全民参与共同行动
的节粮减损机制，大幅减少粮食损失浪
费，提高粮油资源利用率，切实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

国家粮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
深入开展全社会节粮减损宣传教育活动和
消费领域节粮行动，围绕节粮减损、反对浪
费的主题，组织好“世界粮食日”暨“全国爱
粮节粮周”宣传活动，宣传节约粮食的成效
和典型。

在粮食消费领域，国家粮食局将推出
“节粮减损行动”，包括在餐饮业和机关、学
校、企事业单位食堂“节约一粒粮”为主题
的节粮活动，引导消费者文明就餐、适量用
餐，探索建立节粮义务监督员、志愿者，有

效减少餐桌浪费。同时，将积极开展创建
爱粮节粮示范单位、示范家庭活动。此外，
开展“节粮减损中国行”社会调查活动，组
织粮食产后损失浪费情况的典型调研，研
究提出各相关环节节粮减损的具体措施，
并加强督促落实。

在粮食流通领域，国家粮食局在有关
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从 2013 年
起至 2017 年，实施以“打通粮食物流通道、
修复粮食仓储设施、完善应急供应体系、保
证粮油质量安全、强化粮情监测预警、促进
粮食节约减损”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收储供
应安全保障工程，推进节粮减损。

一方面，加强粮油物流设施建设，打通
粮食物流主通道，以提高“四散”比例为核
心，加大“北粮南运”、西南、西北等通道建
设力度，缩短运输周期，减少跑冒滴漏。另
一方面，减少储存环节损失浪费，全面修复

“危仓老库”，加强粮食主产区新建仓容建

设，改善粮食储存条件。
该负责人表示，为减少农户家庭储粮

损失浪费，国家粮食局将加快推进农户科
学储粮专项建设，扩大专项实施规模和范
围。同时，将加强粮油加工改造升级，支持
企业发展先进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开发新
型营养健康产品，引导企业适度加工，提高
成品粮出品率 2%以上。

在立法及机制构建方面，粮食部门将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抓好餐饮消费和粮食收
获、储存、加工、运输等环节的节粮工作。

国家粮食局还将编制《粮食行业节粮
减损行动实施方案》，制订节粮减损的技
术标准和设计规范。各级粮食部门正结
合实际制定节粮减损、反对浪费的具体方
案，并切实抓好组织实施。此外，将探索
在《粮食法》中明确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
条款，用法律手段约束和整治浪费粮食的
行为。

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提高粮油资源利用率

国家粮食局将构建节粮减损机制

我国每年的粮食损失浪费量大约相当

于 2 亿亩耕地的产量，比第一产粮大省黑

龙江省一年的产量还要多。

粮食从生产出来到摆上餐桌，过程很

长，每一环节都存在损失浪费。据测算，我

国粮食产后仅储藏、运输、加工等环节损失

浪费总量就达 700亿斤以上。

我国农户存粮约占全国粮食年总产量

一半左右，由于储存设施简陋，缺乏技术指

导服务，损失比例在 8%左右，每年因虫霉

鼠雀造成损失 400亿斤以上。

我国粮食物流方式落后，散粮运输比

例约为 15%，大多采用包粮运输方式，抛

洒、遗留损耗大。全国粮食企业有近 1800

亿斤仓容属危仓老库，储粮条件差、损失

大。这些环节损失损耗逾 150亿斤。

1月29日，应记者要求，黑龙江双城市国
土资源局工作人员以及相关监理和建设单位
人员与记者一同实地踏查土地整治情况。

来到双城市朝阳乡土地整治工程现
场，双城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介绍说，双
城这次土地整治工程建设规模达 2821 公
顷，总投资 3906万元，尚未全部完工。

朝阳乡工程第二标段，地上白雪覆盖，
一条笔直的斗渠呈现在眼前，记者着重实
地踏查水泥砼板是否符合设计、施工标
准。水泥砼板是水渠底部和周边的衬板，
起到固定水渠和防止渠水外渗的作用，对
整个土地整治工程质量至关重要。

记者拿出卷尺测量了一块砼板厚度，

是 5.9 厘米。“这个就符合设计标准，设计标
准是 6 厘米，差 0.1 厘米在允许误差值范围
内。”工程监理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踏着积
雪边走边量边询问，长约 1.5 公里的斗渠，
测量水泥砼板近百块，符合标准的砼板约
95 块。在现场，记者还看到有的砼板虽然
铺好，但出现了破损，监理人员表示这个肯
定要更换，因为现在天冷无法施工，等开春
后将统一更换。

为什么会有不合格的砼板？记者询问
施工人员和监理人员。他们介绍，主要是
工期短、工程量大，部分施工人员在生产过
程中存在一味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的现
象，将不合格的砼板继续使用。监理人员
表示，后期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着手进行
纠正，对不合格的砼板一律甩出，不予计算
工费并由负责的工人承担材料损失。

为保证踏查情况的准确性和真实性，2

月 21 日清晨，记者再次乘火车来到双城，
没有通知双城有关方面。朝阳乡工程第六
标段有支渠 2 条，斗渠 5 条，记者采取随机
抽查的方式，根据设计标准，实际测量了支
渠铺设砼板 70 块，符合设计标准的 65 块。
斗渠铺设砼板 278块，符合标准的 245块。

记者在支渠边看到一个堆满砼板的工
地，就询问看守人员这些砼板的作用。看
守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砼板一部分是还没
有铺设的，另一部分是不合格待处理的。
合格和不合格砼板之间间距很窄，没有明
确标示出哪些是合格的，哪些是不合格
的。据看守人员说，可能是工人嫌砼板太
沉，挪来挪去比较费事。

几日后，双城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打来电话，表示废弃的砼板虽然不符合工
程要求，但是要是砸碎了实在可惜，他们打
算在整个土地工程验收合格之后，把这些

砼板无偿捐赠给村子里铺路，整个过程会
进行影像记录，这就避免了资源浪费。

对于记者测量的结果，黑龙江省国土
资源厅土地开发整理处副处长孙忠孝和高
工刘云霞表示，从目前看，该工程水泥砼板
大部分是符合设计标准的，误差都在《渠道
防渗工程技术规范》允许值之内，待工程竣
工时，要把好验收环节，确保工程质量。

一次明察，一次暗访，表面上是水泥砼
板加工和工程施工中存在着加工粗放、浪
费较大、管理不规范和不到位等问题，其实
是土地整治工程中，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支
撑和相关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土
地整治工程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土地资
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民的切身利
益，政府应促使土地整治工程更加规范有
序地开展，真正把土地整治工程这项重大
惠民工程办好办实。

双城市土地整治探访记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张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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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经济运行中，按照价值规律和

供求关系调控农产品价格是政策理论的重

要基础。产量、进口和库存是供给的构成

因素，消费、出口和新增库存是需求的构成

因素，成本收益是价格形成的基础。因此，

产量、消费量、贸易量、库存量、成本收益值

和价格形成了一个互动有机的数据链条，

可以说是农业经济调控不可或缺的六大核

心数据。

农业经济六大核心指标是密不可分的

整体，是总量调控政策制定的基础。任何

一个指标准确性的偏差，都会对决策造成

巨大影响。

虽然我国众多政府部门参与了六大核

心数据的监测统计工作，但这六个核心指

标在数据采集、发布、应用等方面与决策需

要存在较大差距，数据采集和发布还处于

初级阶段，亟须从体制层面进行改革。

近年来，一些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主

要原因是农民无法及时获得全局性的供求

信息，凭经验种田陷入盲目生产的困境，既

造成巨大的物质浪费，也加大了农民持续

增收的难度。各部门监测统计的数据，对

外公开程度不足，难以满足市场的实际需

要。具有法定效力的信息，却存在时效性

差的问题，事后发布对指导生产没有任何

作用。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不能准确地判断

目标市场和市场容量，必然是盲目的乱

撞。我国没有专门的部门全面收集全球农

产品市场信息，比如主产国的种植面积、预

期产量、出口动态、贸易政策等；没有建立

自己的全球农业数据库，完全依赖联合国

粮农组织、美国农业部、棉花咨询委员会等

机构的分析预测和动态资讯。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数据已

经成为一种生产力和竞争力。多年来，美

国依托其健全的数据监测发布工作，建立

了全球领先的农业数据库，为其农产品贸

易政策提供了支撑。

重构农业信息采集工作体制是增强数

据话语权的根本办法。增强我国的农业

数据话语权，必须下大力气做好顶层设

计，在农业部门内设立专业的统计部门，

避免数出多门。在国内建立完整的信息

采集队伍，在国外增加专业的农业信息采

集官员，统一对外发布完整的供求预测信

息，形成国内外全面覆盖的数据采集分析

发布工作机制。农业决策要坚持数据支

撑，除面积产量外，消费量、贸易量、库存

量、成本收益值和价格数据是生产管理、

经济调控、科学决

策 不 可 或 缺 的 六

大核心数据。农业

部门要关注六大核

心数据的监测、分

析、发布、管理的体

制机制创新。（作者
系农业部市场与经
济信息司司长）

重视农业核心数据采集
张合成

黑龙江省作为我国粮食总产

第一大省，进行土地整治，关系到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到黑龙江

粮食生产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是

一项重大惠民工程。这项重大民

生工程施工质量如何？记者在双

城市进行了明察暗访。

西北麦区冬前苗情好，壮苗比例大，
但部分地区降雨偏少，旱象抬头，小麦条
锈病见病早，春季防控压力大。春季麦田
管理要以保墒、提墒及病虫草害综合防控
为重点，确保稳产高产。

顶凌耙耱，保墒提墒。各类麦田都要
进行顶凌耙耱蓄好墒，保住水，清除枯叶、
杀伤杂草，建立丰产苗架。

顶凌追肥，促弱转壮。对底肥不足、
苗黄苗弱的麦田，结合顶凌耙耱或小雨后
趁墒追肥，亩施 4 至 5 公斤尿素，促转化

升级。
碾压提墒，预防倒伏。早春小麦返青

前后碾压可提墒保墒，促进小麦根系发
育，并能抑制小麦主茎旺长。

防治病虫，化学除草。要做好小麦条
锈病、纹枯病、麦蚜等病虫害预测预报和
防治工作。

西北冬麦区春季田间管理技术

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2 月 26 日，全国渔政工
作会议在京召开，对 2013 年工作进行了部署，将继续完
善渔政制度建设，着力加强应急管理、执法检查、通信保
障等方面制度化建设。

会议提出，除了继续完善渔政制度建设，2013 年还
要重点做好 6 项工作。继续强化渔政队伍建设，继续推
进渔政队伍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快装备建设
前期准备和规划修订工作，继续做好各项基础性、保障性
工作；大力争取政策和项目，切实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全
面开展保障渔业发展秩序的执法工作，在水产养殖质量
安全执法、海洋和内陆水域渔政执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管理和执法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渔业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认真做好双边渔业协定执行和对外执法合作
工作。

渔政工作今年重在制度建设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广西日前召开全
区农业工作会议确定：今年要把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农村
工作的第一位任务抓紧抓实，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11%以上。

今年，广西将推动实施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
划。围绕这一计划，广西以“万元村屯”建设为载体，将尽
快出台《万元村屯建设实施方案》，推动 100 个村实施万
元增收。广西还将继续抓好农业产业化“339 工程”、农
户“万元增收工程”和三个千万亩行动计划，全区粮食面
积要稳定在 4600 万亩以上；继续大力推广超级稻，力争
全年推广面积 1500 万亩；重点抓好 255 片国家级粮油高
产创建示范片建设和整建制高产创建以及 80 个自治区
级粮油高产创建项目，力争高产创建带动面上平衡增产；
糖料蔗面积稳定在 1600万亩左右。

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一成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广东日前印发关于进一
步推进华侨农场地区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各华侨
农场地区积极探索实施“同富裕工程”，促进侨场群众共
建共享幸福。

广东鼓励华侨农场兴办同富裕工业项目，通过安排
部分土地收益，划出部分土地，投资兴建工业项目，将经
营性收益通过“福利股”、“人头股”等形式分红给职工，为
被收地职工和困难华侨生产生活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
解决其长远生活保障。同时，对兴办同富裕工业项目且
项目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华侨农场，广东省每
年给予安排专项建设用地指标。广东还鼓励华侨农场探
索建立同富裕现代农业示范产业园，将“口粮田”集约利
用，建立经济合作组织，符合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条件
的，广东省还会在相关专项资金扶持、政策覆盖、项目安
排等方面给予倾斜照顾。

广东华侨农场实施同富裕工程

春节刚过，制琴户刘师文就开始忙起来了。黏合、做
板⋯⋯制琴的各种机械在刘师文的手中摆弄着，廊道中
整齐码放着上百把琴体。见到记者，刘师文才放下手中
的活。

刘师文家住在“中国电声乐器之乡”——山东省昌乐
县鄌郚镇的东庄村。乐器是镇里的支柱产业，镇上每年
可生产乐器 300 万把，产值 30 多亿元，产品销往韩国、日
本、美国等 30 多个国家，这些销往世界各地的乐器都出
自像刘师文这样的农民之手。

热情大方、开朗健谈是刘师文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然而他那双粗糙的大手却让人很难与“抚琴弄弦”联系在
一起。

当初刘师文在当地制琴厂上班，看到厂子用的琴体都
需要从江浙等地进货，胆大心细的他便出资数万元，购买
设备，自己做起了琴体，如今他生产的琴体，因为质量好，
且省去了物流成本，在当地颇受欢迎，订单络绎不绝。

从 2004年做学徒到现在“单干”，刘师文制作乐器已
有 10 个年头了。“学徒那会一天只挣十块钱，苦、累，但学
到了本事，一把整琴的十几道工序我都做得来，现在经我
手的吉他已经有几万把了，大部分出口到国外，赚了外
汇。”说到这，刘师文很自豪。

他顺手拿起加工好的琴体向记者逐一介绍起来。“这
是来自匈牙利的订单，客户要得急，我从年初五就开始忙
活，到现在才完成一半。”刘师文说。

“我做吉他不仅是为了挣钱，更是一种爱好。看到自
己制作的吉他奏出美妙的声音，那是一种享受”。制作完
成一把琴体有近十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要求极为精细，很
少有工人能将这些程序一气呵成，所以刘师文制琴作坊
常年只有他一个人在忙活。

“我打算今年建起乐器工作室，纯手工制作吉他，根
据国外客户要求量身定做。”讲到这里，刘师文笑了，灿烂
的笑容中透出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

忙碌的制琴户
本报记者 徐 胥

本版编辑 刘 佳

节 后 访 农 家 ④

左：近日，宁夏

各地天气晴好，气温

回升。宁夏灌区春

耕、春播正在紧张开

展，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的春耕景象。

据了解，2013年

宁夏春耕计划播种

面积 320 万亩，其中

小麦播种面积约为

90 万亩。图为宁夏

吴忠市马莲渠乡农

民在田间播种小麦。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右：2 月 26 日，工商执法

人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

港市港口区光坡镇一农资经

营店现场指导前来购买种子

的农民识别伪劣种子。

廖开军摄 （新华社发）

▶ 产量、消费量、贸易量、库存量、成本收益值和价格形成了一

个互动有机的数据链条，是农业经济调控的六大核心数据。

▶ 重构农业信息采集工作体制，增强我国的农业数据话语权，

必须下大力气做好顶层设计，在农业部门内设立专业的统计部门，

避免数出多门。

▶ 统一对外发布完整的供求预测信息，形成国内外全面覆盖

的数据采集分析发布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