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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灵台县是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
的雨养旱作农业县，冬小麦是灵台县的主
要粮食作物。今年6月1日，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双国审小麦
品种‘中麦 175’灵台观摩研讨会”现场，甘
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副所长杜久元
告诉记者，灵台县选育推广种植的由中国
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培育的“中麦 175”
冬小麦良种，能在短短 3 年时间里，推广到
8万亩，足以说明这个品种的突出优势：“中
麦175”冬小麦良种叶片矗立，适于密植，主
要依靠群体增产；这种多穗型品种优势，打
破了群众“穗大颗重能增产”的传统认识，
可在河北、陕西渭北、甘肃陇东、青海东部
等地推广。

6 月 2 日，灵台县新开乡底庄村村民张

福林站在“中麦175”冬小麦田头，看着绿油
油的麦田，甚是欢喜，他告诉记者，“麦秆不
高全是穗，增产增收群众爱”。

灵台，是甘肃陇东小粮仓、甘肃省冬小
麦优势产区，连续多年来冬小麦种植面积
在 35 万亩以上。尽管近年来该县在种植
结构调整中对塬地冬小麦面积有所压缩，
但山台地种植面积逐年增长，2016 年底，
全县冬小麦播种面积 32 万亩，占全县良田
面积的“半壁江山”。

2015年，连续12天的阴雨天气，导致灵
台县20多万亩冬小麦发芽霉变，粮食减产。
当年，灵台县出台了《灵台县冬小麦品种布局
意见》，对县域各区的主推品种作了明确规
定。又于2016年6月份召开了“全县冬小麦
品种改良现场观摩会”，提出了冬小麦良种繁
育工程和冬小麦生产提质增效“1+1”两个工
程，明确要在加快品种改良上做到“1年见效，
3年实现小麦良种全覆盖”。

任务书如击鼓催征，灵台县的农业科

技人员带着一份责任、一份使命潜心投入
到全县冬小麦良种改良工作中。去年冬小
麦秋播时，该县农技中心在全县建立了 10
个 500 亩以上、3 个 1000 亩以上的冬小麦
良种繁育基地，并向 700 户科技示范户户
均发放 50 斤到 100 斤的冬小麦良种。目
前，全县“中麦175”冬小麦良种繁育面积达
到1万亩，推广面积达到8万亩。

“中麦 175”冬小麦良种推广面积能用
3年时间达到8万亩骄人成绩的背后，其实
有一支默默奉献的队伍，老百姓管他们叫

“小麦品种改良人”。
盛夏时节，站在灵台县什字镇冬小麦

试验基地，每个小麦品种的试验田都不足
一分地，分块成行，显得蔚为壮观。

在冬小麦品种改良领域摸爬滚打了22
年的灵台县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于建平坦
言，冬小麦在种植过程中，其品种是一个不
断更新换代的过程，一个品种要在当地大
面积推广，必须经过 3 年的适应性试验，确

保安全无风险、各项综合性状稳定的前提
下，才能大面积推广。

“早在2011年，我们引进‘中麦175’等
80 多个冬小麦良种，采取梯次发展、优中
选优的办法，反复从越冬性、抗寒性、抗旱
性、抗病性、抗倒伏能力、丰产性、籽粒商品
性和品质等方面进行比较试验，经过 3 年
的比较试验，优选出‘中麦175’冬小麦是适
合灵台生态气候条件下的理想品种。”于建
平说，“这种品种呈现出越冬性好、抗病性
强、抗倒伏能力强、早熟等明显特点，比当
地品种早熟 5 天左右，避免了干热风带来
的威胁，加之其籽粒商品性好，深受市场欢
迎”。他介绍，县里 2014 年推广 200 亩，
2015 年推广 3500 亩，采用全膜覆土穴播
技术最高亩产可达 604 公斤，宽幅匀播技
术最高可达485公斤，产量有了大幅提高。

灵台县副县长谢瑞峰告诉记者：“中麦
175”冬小麦的成功引进试验推广，有效解
决了全县冬小麦品种多乱杂、风险大的问
题，实现了冬小麦品质的转型升级和群众
的增产增收。“今年夏收结束后，县上计划
回收繁育基地生产的‘中麦 175’冬小麦等
良种200万公斤，用于秋播面积再扩大，到
2018 年实现良种全覆盖，并通过开展有机
小麦生产试点、有机认证、创建品牌等冬小
麦提质增效工程，力争把灵台建成冬小麦
良种产出大县、陇东原生态有机小麦生产
基地。”

甘肃灵台:

3 年推广 8 万亩优质冬小麦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王富强

如今，山东莘县的蔬菜
已进入北京、上海、天津等地
的上百家超市和农产品市
场，其中每天直销北京的蔬
菜就达 8 万多斤，产品抽检
合格率长期保持在 100%。
莘县蔬菜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中，山东莘县紧紧围
绕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按照“强优势，补短板，推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总
体思路，大力实施农业龙头
带动战略，抓龙头、带基地、
树品牌、增效益，现代农业发
展实现新突破，被评为国家
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中国蔬菜生产第一
县。目前，全县瓜菜菌种植
面积达98万亩，年产优质瓜
菜菌480多万吨。

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中，莘县立足产业基础和群
众意愿，按照“适宜种什么就
发展什么，什么赚钱就种什
么”的原则，实行“一村一品、
几村一品，一镇一业、几镇一
业”政策，扶持发展优势产
业，努力扩大特色产业规模，
搞好区域布局，从培养专业生产大户、专业村入
手，实施规模发展，绘制了一张多彩的莘县“蔬菜
地图”。当前莘县已经形成了以燕店、河店、魏庄
为主的香瓜生产基地；以十八里铺、燕店、魏庄为
主的大棚蔬菜生产基地；以王庄集、朝城、徐庄为
主的蘑菇生产基地；以董杜庄、俎店、妹冢为主的
西瓜生产基地；以王庄集、樱桃园为主的山药生产
基地；以大王寨、张鲁、王奉等乡镇为主的富硒苹
果、黄金梨、葡萄等果品基地；以莘亭、朝城、古城
等乡镇为主的大蒜、圆葱、香菜等露地菜基地。

“蔬菜地图”是莘县瓜菜菌产业集群化的体
现，促进了莘县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
展，最终带来的效果是农民增产增收。以董杜庄
镇为例，该镇以西瓜种植为主导产业，现有种植面
积 4 万亩，标准化生产种植 3 万亩，占全镇西瓜种
植面积的 71%。全镇农户 8501 户，西瓜种植户
7600 户，一年创收 32000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
1.5万元。

与此同时，莘县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狠抓
农产品质量监管，实现了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
的迈进。

莘县瓜菜菌历来就以品质走天下，这是因为
当地坚持“产出来”和“管出来”两手抓，实现了农
业生产化肥使用零增长、农药使用负增长、高毒农
药零使用，从而串起了环环相扣的产品安全链。
目前，全县24个镇（街）均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和检验检测设备，每
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农安信息员。全县新增农业标
准化生产基地 24 处，总数达 89 处。全县纳入县
质监平台监管的基地达75处，全年累计审核追溯
条码 4000 多条，销售蔬菜 2100 多吨。县农产品
检测中心在全市率先获得县级农业质检双认证，
去年共抽检蔬菜样品4580多个，合格率100%。

有了质量，还要重视品牌建设。近年来，莘县
注册了“莘县香瓜”“莘县蘑菇”“莘县西瓜”“莘县
韭菜”4个地理标志商标和“莘县蔬菜”集体商标；
加大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和申报力度，全县“三品一
标”认证品牌达176个。同时，莘县积极抓住“聊·
胜一筹”品牌标识推广宣传机会，规范企业农产品
生产、加工和经营，目前全县已有 27 家农业龙头
企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获得了“聊·胜一筹”品牌
标识使用权。

山东莘县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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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记者冒着高温酷暑，来到
山东枣庄市了解小麦收购情况。中储粮枣
庄直属库储备粮轮换收购工作已经结束，
一些分库以及委托库小麦收购还在进行
中。中储粮枣庄直属库仓库保管员张燕已
经在粮库工作了 16 年，每年夏粮收购期
间是一年最忙碌的时候，她每天早上6点
来到粮库，打扫所负责粮库的卫生，对装
卸工人进行例行的安全生产培训。然后在
作业现场检查粮食装卸情况，对入库粮食
进行复检，晚上八九点才能下班。粮库满
仓后，她还要花上 20 天左右时间打扫仓
房，整理粮食，并对粮食采取控温措施。
对每一个基层粮库保管员来说，收好粮，
储好粮，管好粮，就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保护农民利益做一份贡献。

粮食安全深层次矛盾凸显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居“三大经济安全”之首。党的十八
大以来，粮食收购规范有序，市场供应充
足，库存粮情稳定，没有出现大面积“卖
粮难”和粮价剧烈波动，没有发生重特大
粮油储存事故和生产安全事故。粮食安全
省长责任制全面建立，各地保障区域粮食
安全的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粮食流通基
础设施明显改善，大批危仓老库经维修改
造达到完好标准，高大平房仓、浅圆仓等
现代化仓型成为主流仓型；粮食行业信息
化水平明显提升，粮食物流、应急供应、
市场监测、质量检验检测能力不断增强。

但是，我国粮食形势发生了变化。当
前玉米、稻谷等品种阶段性过剩，粮食库存
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给粮食收购、仓储保
管、安全作业、质量安全、库存监管等带来
了巨大压力，增添了风险。粮食生产进一
步向核心主产区集中，国内外粮食市场深
度融合，保证供应、稳定市场特别是应急保
供的难度增加。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加快推
进，市场化收购比重不断加大，多元主体共
同收购的格局正在形成，从业单位和人员

构成发生深刻变化，市场调控、流通监管、
质量检验检测等复杂性明显增加。人民群
众对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关注度高、容
忍度低，舆论环境日趋复杂，涉粮舆情热度
高、燃点低、传播快，迫切需要我们提高预
期管理、新闻宣传、舆情应对的能力。

国家粮食局负责人表示，守住管好
“天下粮仓”“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
福”,既是经济工作和民生要事，更是重
要的政治任务。必须牢固树立粮食安全管
理理念，补齐粮食安全管理“短板”，提
高粮食安全监管能力。

确保不出现大面积“卖粮难”

在夏粮收购期间，江苏、安徽、山
东、河南、湖北、河北等地的政策性粮食
收储规模越来越大，收储库点越来越多，
点多面广，管理难度越来越大。守住管好

“天下粮仓”，需要坚持底线思维，精准施
策发力，突出抓好粮食储存安全和安全生
产，坚决守住粮食收购、粮食供应、粮食
质量和廉洁从政从业的“四条底线”，确
保不破底线，不越红线。

无论怎么改革，都不能影响粮食的生
产能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保护农民种粮
收益。今年安徽、河南、江苏、湖北、河北、
山东等6大小麦主产区全部启动小麦最低
收购价政策执行预案，一些仓容紧张的地
区，通过维修改造、跨省移库、省内集并、组
织粮食拍卖、利用社会仓容等多种措施，努
力扩大粮食收储能力。今年小麦质量总体
较好，收购进度明显高于去年。

保障粮食供应，严防脱销断档和市场
剧烈波动。今年3月份以来，在东北新玉
米逐渐见底的情况下，玉米价格连续几个
月上涨。国家粮食交易协调中心5月份以
来连续向市场大量投放库存玉米，确保了
玉米市场的稳定。国家粮食局调控司副司
长罗守全认为，确保粮食供应安全，还需
加强粮食物流通道建设，加强市场监测和
跨区域调运，管好用好储备粮，强化产销
合作，坚决防止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和价格

大幅上涨。
目前重金属超标、农药残留、霉烂变质

等粮食质量安全问题时有发生，成为影响
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确保粮食质量安
全，加快修订完善粮食质量标准，建立从田
间到餐桌的无缝对接质量安全检测体系，
从源头上杜绝不符合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
市场。加强质检机构建设，从今年开始，在
人口大县（市）、产粮大县建立粮食质量检
验检测机构，到 2020 年，新建 1000 个以
上市县级粮食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彻底改
变检不了、检得慢、检不准的现状。

构建粮食安全长效机制

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是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的根本举措。连续多年持续不断提
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格，使增
产的大部分粮食从农民手中收购后退出市
场，进入国有粮库，造成粮食产量高、进
口量高、库存高，国家却面临着“收不
起、储不起、补不起”的困境。去年实行
的玉米收储市场化改革，激活了玉米产
业，激发多元市场主体收购积极性，新上
市的玉米 80%被市场消化，粮食库存增
量大幅度下降。

继续大力推进“粮安工程”，为保障
粮食安全提供基础支撑。“粮安工程”自
从 2013 年实施以来，全国新建仓容超过

1500 亿斤，危仓老库改造超过 2400 亿
斤，安全保障能力大幅增强。去年，长江
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江苏、安徽、湖
北等省没有发生严重的淹粮坏粮事故。国
家粮食局计划再集中精力用 3 年左右时
间，基本实现政府粮食储备管理现代化，
2018 年建成 1 个国家粮食管理平台和 20
个省级平台，政策性粮食业务信息化覆盖
率达到50%，2020年实现全覆盖。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则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国务院关
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
见》下发以来，各地切实承担起了保障区
域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2016 年启动了
考核工作，天津、山西、吉林等省区市将
粮食安全责任落实情况纳入省政府绩效
考核。

构建粮食系统安全长效机制，还需要
建立健全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长效
机制。从 2017 年开始，结合每年春、秋
两次粮食储存安全大检查，集中排查整治
安全生产隐患。利用库存检查、汛期检
查、春节元旦两节检查等专项检查，强化
监督管理，坚持整改与惩防结合，持续保
持安全生产高压态势。完善舆论引导机
制，加强社会舆情监测和分析研判，完善
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及时恰当回应社会关
切，权威解读，澄清事实，减少负面影
响，努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完善应急处
置和信息报送机制。编制完善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演练，有效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建立粮食系统安全工
作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制度，防止出现迟
报、谎报、瞒报、漏报的情况。

构建我国粮食安全长效机制——

管 好“ 天 下 粮 仓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今年夏粮收购已近尾声。

在我国粮食库存处于历史最高

水平的情况下，粮食能否收得

进、卖得出、管得好、供得上？这

些问题拷问着国家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粮食收购、储存、供应

等各个环节，无论哪个环节出了

问题，都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大

局。在当前亟需构建粮食系统

安全长效机制，守住管好“天下

粮仓”。

中储粮宿
州直属库准备
跨省移库到外
省的运粮车。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严把粮食收购入库质量关，是确保粮食存储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图为中储粮宿州直属库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装卸小麦的质量。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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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玫、通讯员建军报道：来自温
州银监分局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截至今年 6 月
末，温州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首次
突破 2000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7.43%，在全部贷
款余额中占比67.01%。同时，全市农户贷款数也
有了明显增加，达到 633606 户。温州农村“村村
通”覆盖率已达 96.35%，有效打通了农村金融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温州银行业涉农贷款主
要投向3方面：一是支持粮食生产和菜篮子供应，
农林牧渔业贷款 127.56 亿元；支持粮食生产贷款
15.87 亿元，农业科技贷款 882 万元，农田水利建
设贷款 3.67 亿元；二是支持农户持续增收和生活
水平提高，农户贷款 152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2%，其中扶贫小额贷款 8.86 亿元、青年创业贷
款33.96亿元、农（渔）家乐贷款1.27亿元、农户消
费贷款350.4亿元；三是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贷款 114 亿元，农村住房改造贷款
207.6亿元，山区、库区、灾区移民搬迁1.84亿元。

目前，温州银监部门正结合温州地方特色，创
新设立“村级金融服务点”，支持瓯海农村合作银
行在全省独家试点，建设自助服务终端直接将金
融服务延伸到村（社区）。目前，温州市农村地区
布放各类金融基础设施7.06万台，村均14.71台，
每百人 4.51 台。截至今年 6 月末，全市共有便民
服务网点 831 家，助农取款服务点 3336 个，行政
村 POS 机 17855 台，还开办了移动终端和流动服
务车业务，“村村通”覆盖率已达到 96.35%，让广
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农合机构
柜面业务电子替代率达 90%，位居浙江全省同行
之首。

温州涉农贷款余额逾 2000 亿元

粮食出现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影
响粮食安全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
显，粮食流通改革发展面临诸多亟待
解决的课题，提高粮食安全保证能力
显得尤为迫切

当前正是我国深入推进粮食收
储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政策性收购
和市场化收购并存，农民卖粮面临很
多市场风险

全面建立安全保障工作机制和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形成基础稳固、
保障有力、协同联动、廉洁高效的粮食
系统安全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