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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荚 山 上 送 水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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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中旬，江西省启动了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早稻放开收购——

早稻收购忙 仓储压力大
本报记者 杜 芳 徐 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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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自 抗 旱 一 线 的 报 道

8 月 8 日下午 4 时，太阳依旧火辣，连续 45 天的晴热高
温，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在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政府，
彭总管村的驻村干部包昌源、向仕丽、印书生把 90 桶纯净
水装上小货车后，准时出发了。

持续的高温酷暑干旱，给泸溪县的一些乡村带来了饮
水困难，驻村干部这番是去给村民们送水。车出墟场，道路
崎岖，一路颠簸。约莫半小时后，终于来到豆荚山。

豆荚山，形如豆荚，村寨位于山腰上，地势陡峭，距镇政
府 6.5 公里，目前在寨上生活的有 27 户 110 多人，多是留守
儿童和老人。其生活用水依靠一口水井维持，若未遇大旱，
水够用。今年，碰上持续干旱，15天前断流了。

“大家排好队，按照花名册一个个来，都会领到水。”车
刚停稳，驻村组长包昌源一跳下车就向等水的群众说。近
40摄氏度的高温，还未忙活开来，就已汗流浃背。

看着焦急的村民，向仕丽和印书生马上取出花名册，帮
忙发水。按照人口的多少，每户可领到 2桶至 4桶水。

“寨上 66 亩稻田，旱了 40 亩，玉米栽得早的有点收成，
其他的叶子点火即燃。”发水间隙，说起旱情，村长康兴国黝
黑的脸上一脸愁容。

“老人家，再给你加一桶水。”向仕丽说。“只有我与孙子
两个在家，两桶水够用了，把水发给家里人多的吧。”干旱还
在持续，旱情还在蔓延，63 岁老人康茂平朴素的一句话，让
大家心生敬意。

一时间，大家忘却太阳的毒辣，用背篓背、用肩扛、用水
桶挑⋯⋯寂静的山村一下子忙碌起来，送水的、分水的、挑
水的就像一个个音符在山寨跳动。

夕阳西下，霞光满天。包昌源对大家说：“镇里已拨出
专款 2000 元，准备在井边 15 米远的山洞里新修水池，扩宽
井容，然后引水进井，大家要坚持，战胜旱灾。”

8月 6日，贵州镇远县舞阳镇鸡冠岭的山间号子声响彻
山谷，供电员工搬运着水泥电杆向谷底的水源点前进。

“运杆、立杆、架线、安装变压器等工程四天内就可完
成，两公里外的黄桑田村小塘组 80 多户村民在本周内就用
上抽出的泉水了。”工程负责人邓家强介绍。

据了解，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当天还有
20项这样的抗旱用电工程正在进行。

贵州电网公司把全力做好抗旱保电作为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采取措施积极支援地方抗旱救
灾，做到抽水设备在哪里，电就通到哪里。

自贵州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 IV 级干旱灾
害应急响应以来，贵州电网公司对水火电运行方式进行合
理安排，确保电网运行安全，做好重点设备的运行维护，确
保设备可靠运行，同时要求各地区供电局主动配合政府做
好抗旱救灾工作。

目前，在灾情最为严重的遵义、黔东南等地区，70 支青
年志愿者服务队和党员服务队、近千余名员工奋斗在保电
一线，系统内志愿者深入农村田间地头 5500 余人次，投入
车辆 400余台次，为灾区群众解决饮水问题；开辟抗旱保农
业生产灌溉、保人畜饮水用电的专用绿色通道，为抽水、灌
溉用电做好优质服务；维护变压器 960 余台，安装抗旱变压
器 35 台、临时抗旱低压线路 37.5 公里，以确保各级各部门
的抗旱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贵州电网公司还安排专人负责 2011 年修建的 11 口
“南网井”、5 条“南网渠”、2 座“南网池”的供电、维护
和使用，确保这些设施为当地居民提供安全、卫生的饮
用水。

贵州电网：抗旱保电保民生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王春山

江西全力抗旱保生产

江西省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今年的早稻生产全面丰收，单产增加 10 公
斤左右，总产增加 4 亿斤以上，达到 172 亿
斤以上。自 10 天前开始，这里的早稻收购
进入高峰期，尽管气温高达 40 摄氏度，每
天仍有大批农民到收粮点排队交售粮食。

在通往江西南昌横岗粮食储备库的大
路上，一辆辆满载早稻的卡车排了一条长
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横岗粮食储备库
主任姚美云说：“这些天平均每天要排 80
辆车交粮，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150 辆车。
有装载几百斤早稻的三轮车，也有装载十
来吨的大车。”

往年，南昌的早稻收购在 8 月上旬就
会基本结束，但今年尽管已经进入 8 月中
旬，早稻收购仍然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去
年横岗粮食储备库总共收了 1400 万斤早
稻，而今年截至目前已经收了 2000 万斤
了。”姚美云说。

为什么今年的早稻收购如此火爆？南
昌县粮食局副局长姜建辉介绍：“由于今年
国内早稻市场收购价普遍偏低，市场主体
入市不积极，早籼稻托市政策启动。7 月
中旬，江西省启动了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政
策，按照 132 元/百斤的收购价格对早稻放
开收购。”托市价格犹如一剂强心剂，让面
对低价市场不知所措的粮农重振信心。

农民积极交粮的首要原因正是市场低
迷期的托市政策执行。去年稻谷市场价格
较高，农民惜售等价，结果价格高开低走，
造成部分存粮。本来期待过年粮食市场价
格上涨，但年后价格持续下跌，至今部分农
民仍在出售去年的晚稻。今年早稻价格不
景气，托市价一执行，农民便赶紧将早稻脱
手，粮食惜售变抢售。

农民踊跃交粮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
“交晚了不收”。因为交粮的农民太多，南
昌县向塘镇、南新乡、东新乡的粮管所已经
满仓，农民不得不到仓容量更大的收购点
交粮。向塘镇的辜武军开了 20 多分钟车
程赶在早上 7 点到横岗粮食储备库排队，
结果排到下午第 4 个。“有些人半夜 1 点就
把车开过来排队了，粮库门卫 24 小时上

班。”辜武军说。
为了保证粮农利益，各个代储点都加班

加点敞开收购。在位于南昌市进贤县的中粮
江西米业代储点，为了让农民都能当天交粮
当天拿钱，工作人员每天从早7点半工作到
晚上10点多。此外，粮食局、中粮等的收购点
还特意为售粮农民安排了空调休息室和防
暑药品。截至目前，中粮江西米业的代储点
已执行国家早籼稻收购1.4万多吨。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粮食收购企业都
门庭若市。除了国有粮库，一些粮食加工
厂、收购企业等民营企业只有些零零星星
的收购。“往年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国有控
股企业都活跃在收购市场，收购主体多元
化。但是今年早稻收购农民扎堆国有粮
库，收购主体变得单一。”南昌县粮食局局

长应真伟说。
辜武军曾经试图将早稻卖给粮食加工

厂。“粮食加工厂收购价格 120 元/百斤，国
有粮库收购价 132 元/百斤，我的 5100 斤
早稻，卖给粮食加工厂要少收入 600 多元，
当然卖给国家。”自从粮食最低收购价启动
后，南昌市粮食系统通过电视、手机报等各
种渠道宣传托市政策，农民基本上都知道
托市价格，因此售粮会避开价格喊低的企
业。“南昌县 9 亿斤早稻，预计国有企业托
市粮可以收到 6 亿，今年新增的 5 个民用
加工网点按照托市价可以收 2 亿斤，剩下
的被民企等零散收走。”姜建辉说。

良美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粮食加工企
业，以往每年都要收几百斤早稻，但是今年
一斤都没收。除了农民不来交的客观原

因，也有自己不愿收的主观因素。“去年的
晚稻还有 300 万斤库存待加工出售。每百
斤 130 元至 140 元收上来的晚稻，现在价
格下降到 120 元，年后一直在亏本，开工也
断断续续，现在忙着处理晚稻，无力收购早
稻。另一方面，早稻生成的副产品价格也
在走低，粗糠每吨下降 200 元，碎米一斤下
降 2 毛，受副产品价格影响，企业也不想收
购早稻。”公司经理钟玉根说。

在南昌县粮食批发市场，去年以来进
口大米明显增多，据企业反映，进口大米的
冲击是国内市场大米及副产品价格走低的
重要原因。“进口大米比当地大米一斤便宜
7 毛钱。内外价格差异造成市场倒灌。以
往是南昌运粮食到广东、福建、浙江等地，
现在南昌一些加工厂要去买广东、广西到
岸的进口大米。”姜建辉说。

企业的行为直接影响当地的粮食收购。
本地早稻市场上的收购量减少，粮农聚集国
有粮库，造成国有粮库仓储压力加大。

“南昌县粮食局有 10 亿斤的仓储容
量，储备粮占了一部分库容，有些仓库年久
失修不宜存粮。早稻如果持续交售，再过
半个月左右仓库会全满。现在我们抢修了
一部分年久失修的仓库用于减轻仓储压
力，但是还有 5 万多吨的仓库需要修。因
此早稻仓储还是比较紧张。”姜建辉说。

目前，江西省晚稻栽插全面结束。截
至 8 月 1 日 ，江 西 省 晚 稻 已 栽 插 面 积
2398.5 万亩，比去年增加 7.5 万亩。这些
晚稻预计 10 月底开始收购。届时将用什
么仓容存放晚稻是可以预见的危机所在。

“只能希望到时候市场好转，各级收购主体
积极参与晚稻收购，或可减轻中晚稻收购
仓储压力。”姜建辉说。

上图：8 月 10 日，江西省南昌县粮食储

备库，早稻入库。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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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 胥摄
下右：8月10日中午，南昌横岗国家粮食

储备库外排满交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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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多地暴雨，山洪频发。洪水肆

虐之际，堤防总嫌单薄。不少地方将防洪

标准规划为一两百年一遇。那么，防洪标

准是否越高越好呢？

堤防标准是否适当，首先要算风险

账。客观地讲，洪水灾害不可完全避免。

防洪标准无论是百年一遇，还是千年一

遇，都仍有遭遇超标准洪水的可能。防洪

标准越高，水位往往相应抬高，工程风险

相应加大。一旦出现超标准洪水，或者一

旦工程出现纰漏，灾害风险将加倍放大。

由此可见，防洪标准并非越高越好。一般

而言，防洪标准可适当低一点，能防范常

遇性洪水就可以了。

其次要算效益账，综合考虑经济效

益 、 社 会 效 益 、 生 态 效 益 。 总 的 原 则

是，所避免的损失要远大于堤防投入，

就是适当的。如果降低防洪标准，所节

省的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值不及灾

害损失，那么，防洪标准显然过低了。

如果提高防洪标准，区内生产增值反而

不及工程折旧，那么，防洪标准显然过

高了。比如一处江堤，背后人口千万，

良田无际，工厂连片，防洪标准就应大

幅提高；假如其护卫的仅是少许田舍，

就可适当降低防洪标准，以节省的防洪

开支，补偿洪灾损失。

最后要算财力账。当前，不少地方

将 堤 防 标 准 ， 普 遍 提 高 到 百 年 一 遇 、

200 年一遇。由于近 30 年来水利投入欠

账较大，目前我国江河防洪标准仍普遍

偏低。局地过高标准投入，势必影响其

他区域建设。鉴于财力有限，防洪工程

建设宜统一规划，按轻重缓急，逐步推

进。在多数发达国家，防洪标准并不算

高，工程建设投入也量力而行。比如飓

风灾害频发的美国，通用防洪标准为百

年一遇。暴雨多发的日本，农业区堤防

为 50 年一遇，城市为百年一遇。日本

每年治河开支占其财政预算的 1.7%。

实际上，借助于综合调度手段，一样

可以达到提高防洪标准的效果。比如三

峡工程竣工后，通过三峡水库调度，长江

中下游干流依靠堤防和蓄滞洪区，基本可

防御 1954 年那样的洪水。最为险要的荆

江河段，遇百年一遇洪水，不需分洪也能

保平安；遇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借助荆江

蓄滞洪区，可保证行洪

安全。

那么，防洪标准多

高才算好呢？答案是：

经济适用就好。

防洪标准并非越高越好
黄俊毅

农民致富，需要借助资金的力量。但
农业生产具有风险高、成本高、收益慢的
特性，农民缺乏抵押担保的问题也制约着
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如何解决？山东省
菏泽市农信社从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变为农
民致富的合作者，为农信社如何更好服务

“三农”趟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新路。
刘保健在菏泽市巨野县苏集村小有名

气，几年前，家里穷，三个儿子甚至都找
不到对象。如今，合作农户 100万以下的
贷款，他考察合格后就可以直接放贷，他
创建的六顺养鸭专业合作社，合作养鸭户
年均收入能够达到十三四万元。

能有如今的经营规模，刘保健很感激
农 信 社 的 “ 百 千 万 ” 富 民 工 程 。 2010
年，他在农信社资金支持下扩建了养鸭大
棚，请来专业技术人员，凭借自身的勤劳
朴实以及近年来稳定的市场行情，他在短
短几年内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百千万”富民工程是菏泽市农信社推
出的一个支农惠农品牌，即在全市 9 个县

（区），用 3 年至 5 年，实施“一百个专业村、
一千个致富带头人、一万个专业户”培育扶
持计划，农信社为农民提供信息、资金、技
术，重点扶持农民当家人和致富带头人，让

先富起来的带动更多人致富。
“我们的思路是让农民先得‘渔’再

得‘鱼’，农民手头有钱了，自然不愁还
钱了。”山东省农村信用联社菏泽办事处
主任张效节说。农民穷主要是因为缺乏信
息、技术、人才、市场等，为此，菏泽市
农信社牵头，组织村支书到寿光等地学
习，参观农资会，聘请资深专家定点授
课、现场讲解等，把信息、技术送到农民
家门口和田间地头。

据统计，截至 2012 年末，全市已扶
持各类专业示范村 861 个、致富带头人
1.01 万人、专业示范户 7.48 万户，发放
富民工程贷款 41.8亿元。

缺乏抵押、担保是农民贷款的“老大
难”。菏泽市信用社因地制宜，开展信用贷
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本地农民以
小额贷款为主，依靠担保还款的不到十分
之一，大部分仍然是个人信用还款。因此，
我们抓信用建设，加强信用评级，提高信用
额度，推广信用贷款。”张效节说。

农信社挨家挨户做好调查、评级、授
信工作，建立档案，鼓励农民进行贷款，
并对“百千万”富民工程范围内的客户适
当优惠。致富后，不少村的群众主动提前

偿还贷款。目前，菏泽市农信社的不良贷
款占比稳定在 4%以内。

2007 年 时 ， 菏 泽 市 农 信 社 还 号 称
“省尾”，综合排名全省垫底，随着发展观
念由“坐门等客”变为“用户培育”，菏

泽市农信社也由“服务者”转变为农民致
富“组织者”和“引领人”，农信社发展
也登上了新台阶，有 20 多项工作经验被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银监会和全省农信系
统推广。

做农民致富的“助推器”
——记山东菏泽市农信社“百千万”富民工程

本报记者 徐 胥

给农民找教授、组织村支书考察学

习，这些事情听上去，似乎与金融机构不

搭边。但是菏泽市农信社的实践表明，农

民对这样的农村金融机构信任，为农着想

的农村金融机构生命力持久。

农村金融能否发展，不仅是农民能否

解决担保、抵押等障碍的问题，也是农村

金融机构能否解放思想、不断自我改革、

不断创新的问题。

其实，很多专家都预测农村金融将是

一片“蓝海”，农村金融机构在扎根农村，

服务“三农”的同时，也有着丰厚的利润空

间。比如，随着城镇化推进，外出务工人

员与留守家庭之间的资金往来频率、数额

也会不断增加。随着农业不断向规模化

经营发展，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等扩大

生产对资金有更高要求，这些市场都值得

挖掘。

长期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村

信用社发挥着金融支持“三农”的主力

军作用。但部分农村信用社服务还存在

“脸难看、门难进”、“吃、拿、卡、要”

等情况，这种风气坚决要不得。农村金

融机构应该放下架子，不断开拓创新，

切实服务“三农”、小微企业。根扎得有

多深，路走得就有多远。

金融支农更给力

堤 防 标 准 是 否 适 当 ： 要 算 风 险 账 、

效 益 账 、 财 力 账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 刘兴报道：8 月 9 日，记者从江
西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获悉，仍在持续发展的严重干旱已经
造成江西 512.81 万亩农作物受旱，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增至
约 152 万人。针对严重旱情，江西各地各部门迅速动员，积
极应对，全力做好抗旱保生产，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江西各级农业部门充分发挥抗旱服务队、专业合作社、
农机服务队等组织的作用，发动群众广辟水源、引水抗旱，
着力加强田间用水管理，推广农田节水技术，全力保障中、
晚稻生产用水和蔬菜等旱地作物的抗旱保苗用水。对于因
缺水导致严重受旱甚至绝收的田块，及时引导农民调整种
植结构，改种秋播耐旱作物、秋季速生蔬菜等。同时，认真
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及时发布病虫害防治措
施，指导农民科学合理用药，防止旱灾可能诱发的重大病虫
害暴发流行。

为充分发挥机械抗旱的优势，有效缓解旱情，江西省农
业厅和财政厅紧急出台了《新增抗旱设备购置补贴方案》，对
抗旱常用的离心泵、潜水泵等设备补贴 500 元至 700 元不
等。为加快补贴政策的实施，使抗旱设备能够尽早投入农业
抗旱工作，两部门在2012年纳入补贴范围的62家农机生产
企业中选择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产品，并及时公布补贴标准和
名录，引导农民积极购机，提高抗旱设备的补贴效率。

江西省防办、减灾办和农业、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加强
协作，加大抗旱投入，积极组织群众抓紧修复水毁灌溉工程
和机电灌溉设备，清淤疏浚灌溉渠道，提高渠道输水能力；
通过外江、外湖引水和打机电井抽水等措施，千方百计增加
抗旱水源；根据天气变化情况科学研判，做好人工增雨的准
备，只要天气满足增雨条件，就适时实施人工增雨，缓减旱
情，切实保障老百姓的利益。

目前，江西各地已经动员 243 万多人次参与抗旱，启动
了 3.29 万眼抗旱井和 3.6 万座机动抗旱泵站，全省投入抗
旱资金 2亿多元，解决 21万多人因旱饮水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