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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聚焦三农

今年我国夏粮有望再获丰收，目前全

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其中，五大主

产省中河北、山东两省因小麦成熟期推

迟，小麦收获和玉米播种也相应推迟。黄

淮海主产区的小麦机收率已达到 95%以

上，要将“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到

手”，关键是在未来一周左右时间里，组织

好农机跨区作业全力抢收。

今年“三夏”机收面临许多有利条

件。一是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拉动和

去年小麦机收利好驱动下，农民购机积极

性持续高涨，机械数量充裕。预计投入的

联合收割机将达53万台，比去年增加近1万

台。二是全国各类农机合作社蓬勃发展，农

机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当前机收已经结束

的河南省，超过80%的小麦由各类农机合作

社收获。三是柴油储备充足，价格也比去年

同期略低。目前，石油、石化企业农用柴油

储备充足，还启动了农机作业“优先加油

卡”机制。

今年的机收也存在“三难”。一是气候

条件不确定。夏收期间恰逢雨季，今年北

方冬麦区小麦收获期推迟，夏收农时非常

紧迫。一旦抢收不及时，将会影响下茬作

物播种。二是稳定机收价格难度大。随着

机收成本上涨和机械总量增长，既要保证

农机手合理收益，又要防止机收价格过

高。三是“散机”调节市场余地减小。跨

省作业机械逐年减少，省内跨区作业成为

主流，主干道沿线地区依赖过往“散机”

的风险增大。

今年跨区机收作业的一个新特点是跨

区机收的结构不断调整，长途跨区在减

少、中短途跨区在增加。跨区作业市场上

农机数量增加、作业成本上升、作业时间

缩减，导致单个机手收入有所下降。针对

跨省作业机械减少的实际，要引导各地积

极开展订单作业，避免农机盲目流动，拓

宽作业服务领域，提高农机作业的组织化

和规模化程度。

针对今年部分麦区夏收推迟的情况，

要科学制订夏收方案，精心组织跨区机

收，加强信息引导，加快收获进度。近

期，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雨天气，要抓住

晴好天气组织抢收，确保小麦品质，并启

动全部烘干机械，以备应急，确保进仓小

麦不变质。同时，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

保障重点地区、重点群体抢收需要，确保

收割机有序流动、安全转移。

如今“三夏”变“两夏”，夏收同时夏播已

经展开。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北

方冬麦区大部将出现小到中雨过程，虽不利

于小麦成熟收晒，但有利于土壤增墒，对夏

玉米、夏大豆等作物播种出苗十分有利。农

业部门要加强夏播物资调剂调运，提前制订

技术方案，组织好跨区机播，扩大机播面积，

确保适期播种和面积落实。针对河北、山东

等地夏播推迟的情况，尤其要加强农机调

度，指导农民选择合

适 的 优 质 夏 播 品

种。夏种之后马上

迎 来 夏 管 ，要 做 到

“种子一下地，管理

就上马”，确保苗齐、

苗全、苗壮。

将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到手
乔金亮

全国麦收工作正在顺利

推进，在未来一周左右时间

里，将“丰收在望”转化为“丰

收到手”,其关键是科学制订夏

收方案，精心组织跨区机收，

加强信息引导，加快收获进

度，全力抢收。

我国是水资源短缺国家：年平均缺
水量 500 多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只
有 2100 立 方 米 ， 是 世 界 平 均 水 平 的
28%；近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
的缺水⋯⋯

生活中，我们不断上演着“大手大
脚”的用水行为：农业方面，全国每年
3600 亿立方米左右的农业灌溉取用水量
中，未有效利用的水量相当于几条黄河；
工业方面，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是
发达国家的 3 至 4 倍；生活用水方面，城
市供水管网漏损率约为 20%⋯⋯

节约保护水资源，应是

一种发自内心认可的理念

天津是我国严重缺水城市之一，加上
外调水源，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 370
立 方 米, 远 低 于 世 界 公 认 的 人 均 占 有 量
1000 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意识到水
资源的严峻形势，认可节水理念，是节
水行动的第一步。”天津市节约用水管理

中心副主任魏云说。
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的路面上，不仔

细看很难发现一条条细细的勾缝。参与生
态水系统设计的吴昊说，勾缝是线性排水
沟，作用是收集雨水。按照传统的水系统
设计，一旦下雨，雨水排入管道，再流入
河道。汛期时，雨水排放不及时还会造成
大面积积水。

“本来是很好的水资源，处理不好还
会带来麻烦。”吴昊说，在水资源日益紧
张的今天，巧妙利用雨水、再生水等非
常规水资源的理念越来越受重视。文化
中心广场运用生态水系统，把大部分雨
水通过沉淀管井预处理、湿地净化等一
系列流程收集进入中心湖，可以满足中
心湖 40%的水量，其余的 60%靠再生水
补给。

和天津不同，无锡是丰水地区。“南方
水网交织，随处可见小河道、小水塘，取
水非常容易，老百姓的节水意识并不强
烈。丰水地区节水，更要从改变意识开
始。”无锡市水利局局长王鸿涌说。

在无锡市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每天
有 5 万吨规模的再生水输送到周边的工
厂、市民广场及周边景观环境中，用于生
产、市政环卫、绿化等。“再生水的利用
面临两方面的考验，一是铺设管网的成本
较高，二是老百姓的心理接受度较低。”
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副厂长谈振娇坦言，
投入巨大成本建设再生水利用示范工程，
希望唤起大家的节水意识。

不仅要算生态账，还可

以算出经济账

无锡益家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南星很愿意与人分享他的节水经。坐在
办公室，周南星通过物联网启动智能节水
灌溉系统。“公司投入 100 多万元对杨西
园灌区 512 亩蔬菜大棚实施了微喷灌工
程。别看一时投入多，带来的效益也是算
得出的。”周南星说，项目实施后，每年
节 水 21.76 万 立 方 米 ， 节 水 率 可 以 达 到
85%，亩均增产 1000 公斤，亩节省 1.5 个

工作日，节水、增产、省工的效益总和为
45.31 万元。“现在，节水技术还配合上了
物联网，可以实现大棚温湿度等参数的自
动监测、自动感知、自动调控。种菜讲究
科学化、精细化，种出的菜品质好、产量
高，算下来，效益更好。”

高德 （苏州） 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
从事各种印刷线路板生产、加工和销售
的公司。 生 产 印 刷 线 路 板 需 要 将 近 40
道 工 序 ， 有 一 多 半 需 要 耗 水 。 高 德

（苏 州）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厂 长 王 宏 介 绍 ：
“ 当 我 们 意 识 到 节 水 越 来 越 重 要 ， 就 更
用 心 于 生 产 过 程 的 管控，让每一道工艺
的参数更加优化，减少耗水量，还尝试
把后续工序产生的废水再次利用。”仅仅
是工艺管理的精细化，投入成本可以忽
略不计，却可以让公司产品的单位面积
耗水量降低近一半。对于公司来说，节
约成本也是提高效益。王宏说，他们还
在探索提高节水空间的可能性。“虽然需
要投入不少资金，但从长期来看，还是
划算。”

节水从改变观念开始
本报记者 张 雪

节水中国行节水中国行

据农业部监测，今年第 24 周（2013 年 6 月 10 日-6
月 16 日）“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99.36（以
2000年为100），比前一周上升0.09个点；“全国菜篮子
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99.62（以2000年为100），比前
一周上升 0.31 个点。重点监测的 50 家批发市场 60 个
品种交易总量为53.11万吨，比前一周减少11.2%。

猪肉价格继续上涨。鸡蛋、猪肉和牛肉周均价每
公斤分别为 7.97 元、19.74 元和 51.14 元，环比分别涨
0.6%、0.2%和 0.1%，其中猪肉价格连续 6 周上涨。白
条鸡和羊肉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3.73 元和 53.00 元，
环比分别跌 1.2%和 1.0%。重点监测的以上 5 种畜产
品上周交易量（50 家重点批发市场交易量合计，下同）
为 1.45万吨，环比减少 5.7%。

水产品价格下跌。大黄花鱼、鲤鱼、白鲢鱼、花鲢
鱼和草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33.37元、10.75元、7.85
元 、12.20 元 和 15.02 元 ，环 比 分 别 跌 3.6% 、1.4% 、
0.9%、0.8%和 0.8%。重点监测的 7 种鱼类产品上周交
易量为 1.33万吨，环比减少 3.4%。

蔬菜价格稳中略涨。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中 13
种 价 格 上 涨 ，周 均 价 每 公 斤 为 3.14 元 ，环 比 略 涨
0.3%。分品种看，菠菜、菜花、白萝卜、莲藕、大白菜、
油菜、生菜和冬瓜上涨 5%-20%；土豆、南瓜、茄子、大
蒜、胡萝卜、大葱、西红柿和葱头下降 5%-20%；其余
品种波动幅度在 5%以内。28 种蔬菜上周交易量为
40.49万吨，环比减少 12.2%。

(农业部市场信息司供稿)

价 格 周 报价 格 周 报

蔬菜价格稳中略涨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由经济日报社主办、经
济杂志社承办的“首届中国现代农业战略发展峰会”将
于 10 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次峰会旨在为我国现代
农业发展建言献策，搭建一个政府、学界和企业间的高
端权威沟通平台。

据介绍，本次峰会以“转型升级——寻求农业发展
新模式新途径”为主题，分别就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
代农业的投融资渠道、现代农业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等
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峰会将开辟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
设、现代农业的投融资渠道、探讨家庭农场发展模式等
6 个专业性分论坛，推出中国现代农业示范县（市）、中
国现代农业示范企业、中国现代农业杰出人物等 6 个
奖项。

现代农业战略发展峰会将办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通讯员崔柏报道：为保护渔
业资源，从 6 月 11 日至 7 月 15 日，黑龙江、乌苏里江的
干流水域进入伏季禁渔期。

据介绍，在此期间，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国水域
禁止一切捕捞行为，渔船网具撤出作业场所，做到机船
分离、网桨入库、渔民上岸、专人管理。禁渔期间，双鸭
山边防支队船艇大队将派出船艇沿江进行巡查，会同
相关涉边单位开展联合检查，坚决取缔任何形式的违
法捕捞活动，确保鱼类休养生息。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入禁渔期

本报讯 为扶持生猪养殖业发展,山西省昔阳县
农村信用社累计为全县万头规模养猪户发放贷款
8300多万元，支持新建标准化猪舍近百座。

昔阳县农村信用社采取简化贷款手续、适当放宽
贷款额度和期限以及利率优惠的方式积极为生猪养殖
户发放小额农户信用贷款，解决养殖户在良种猪繁育、
生猪养殖、购买饲料、扩大规模等方面资金不足问题。
在贷款发放后，昔阳农村信用社还从仔猪购进、生猪喂
养、生猪屠宰加工等方面进行信贷跟踪服务，积极引导
和帮助养殖户走生态化、规模化发展道路。（郭燕平）

山西昔阳积极扶持生猪产业

本版编辑 刘 佳

目前，西北内陆棉区棉花生长缓慢，苗
情差于去年同期。对此，农业部棉花专家
指导组建议因田因苗因品种分类管理，利
用棉花对迟发有一定补偿能力的特性，促
进转化，力争迟发年景争早熟，夺高产。主
要技术措施如下：

一、合理划分苗情类型

真叶在 3～4 片/株、株高<20 厘米的，
划分为“迟发弱苗”型；真叶 5～6 片/株，株
高 20 至 25 厘米的，划分为“迟发偏弱”型；
真叶 6～7 片/株未见蕾，株高>30 厘米的
划分为“迟发旺苗”型；已达到蕾期，株高
20至 30厘米的划分为“基本正常苗”型。

二、依苗情分类管理

“迟发弱苗”、“迟发偏弱”型，以促为
主，采取先促进、后控制措施。“迟发旺苗”
型，先控后促，使用缩节胺轻控，结合中耕、
适时揭膜等措施，协调营养与生殖，促进营
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化。“基本正常苗”型，
要促控结合，用缩节胺、赤霉素和叶面肥，
结合中耕等措施进行调控，适量增施钾肥，
促进多现蕾、早开花，多结优质成铃。

三、适时早打顶

遵循“枝到不等时，时到不等枝，高到
均不等”原则，适时早打顶。早发棉田有果
枝 7～8 个/株，或棉花株高超过 80cm 时，
要及时打顶。

四、防治病虫害

前期各地棉蚜防治效果很好，主要
防棉蚜、棉铃虫、红蜘蛛、枯黄萎病为主
的病虫害，要加强测报不放松，早发现早
防治。

西北内陆棉区

棉花促早管技术

“这是农产品质量追溯查询服务机，把
贴有条形码的蓝莓在查询机上扫一下，其生
产加工过程的全部信息就显示出来，你看，
这是它浇水、施肥、采摘的记录⋯⋯”6月 17
日，正在山东省乳山市利群超市了解食品安
全情况的市农产品安全办公室基地管理科
科长王琰给记者演示了农产品的质量追
溯过程。乳山市提出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
化管理的概念后，在全国率先将农、牧、渔所
有农产品生产按国际标准进行规范，成为山
东省首批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乳山市先后投资 3250 万元建成农副
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实现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追溯，筛选了苹果、

大姜、蓝莓、草莓、茶叶、蔬菜等 14个标准化
基地，在基地安装了农残速测等仪器，安装
了监控摄像头。

乳山花生制品出口龙头企业华隆食品
工业公司经理张文镨告诉记者：“我们公司
一年出口 700 多个集装箱，每个集装箱和
每包产品都有条形码,如有需要，立即倒
查，各个环节责任人一个不落。”如今,乳山
95％的农产品加工生产企业已建起质量可
追溯体系和以自检自控实验室为核心的农
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各大农产品交易中心
和各镇也都配备了农残速测设备。

农产品残留超标，大都是违法违规使用
农业化学投入品造成的。为此，乳山牢牢抓

住农业化学投入品这个入口，从源头堵住违
法违规药品。市农安办主任冷振腾介绍说，
乳山市把农资经营集中到供销、农业和邮政
三大系统，在全市设立了配送中心 36 处。
经农安办审核符合标准的农资才能进入乳
山农资市场。全市430家农资店与3家骨干
经营单位签订了挂靠合同和承诺书，实行定
点供货、专营专供，从源头上控制了农资进
货渠道。目前，乳山市已备案各类放心农资
2321种。

通过努力，乳山市成为全国、全省出口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和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全市绿色无公害基地
达到 45万亩。

山东乳山按国际标准生产农产品
本报记者 单保江 通讯员 刘国贤 任现辉

日前，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樱桃沟村的樱桃

植物园正式开园。由于 6 月上旬正值樱桃成熟的关键

时期，遭遇了连绵阴雨，造成优质樱桃比往年减产九成

左右。“以前也遇到过天气冷造成樱桃减产，村民们想

上商业保险，但保险公司不愿意。我们迫切希望能推

出针对小品种果蔬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樱桃沟村村支

书李全军说。图为游客在樱桃植物园内采摘。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影报道

近日，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宣恩县农民种

植的千亩树莓喜获

丰收，农民正抢抓

时节采收、冷冻，准

备外运销售。

图为湖北省宣

恩县椒园镇凉风村

农民在树莓基地采

摘树莓。

宋 文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