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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这
一目标和任务，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
粮食生产新突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河南考察时对河南农业提出的目标和
任务。
河南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在粮食

产量已经站在较高基点基础上，不再一
味追求产量的增加，而是走内涵式发展
道路，采取建设高标准粮田、强化农技
农机推广、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一
系列举措，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将中原粮仓越筑越坚实。
今年河南夏粮总产量为 710.8 亿

斤，比上年增产15.5亿斤，再创历史新
高，继续保持全国夏粮生产第一的地位。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河南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粮食产
量已经站在较高基点上，对保障粮食安
全而言，不能再一味追求产量的增加，
而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近年来，河南着力加强高标准粮

田建设，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产能。
按照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规划，2012

年以来，河南省累计投入 414 亿元，
建设高标准粮田 5622 万亩。预计到
2020年，河南省将在全省粮食生产核
心区的95个县（市、区）建成6369万
亩高标准粮田，总粮食生产能力超过
1300亿斤。
高标准粮田里，田成方、林成

网、路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
排，农业抗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与
此同时，成方连片的高标准粮田，为
现代化农机化作业提供了广阔舞台，
推进了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发展，有
效提高了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据
河南省农业厅提供的统计数据，去年
高标准粮田建成区夏粮平均亩产达542
公斤，比全省夏粮平均亩产高15.3%；
秋粮平均亩产达 583 公斤，比全省秋
粮平均亩产高15.2%。
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共有

3200多亩地，尽管收获前一场大风导致
部分倒伏，但今年小麦平均亩产仍上千
斤。沈家村的这片地，以前是“望天
收”，亩产不过七八百斤，如今被改造成
了高标准粮田。“地块大又平整，雇收割
机收麦每亩地能便宜五六元。”村党支部

书记石长锁说，小麦今年浇了两三次
水，地头有电机井，刷卡就能用，省时
省力省钱。
尉氏县农业局局长杜建霖告诉记

者，以前农民浇水用柴油机，既贵又费
事，高标准粮田能降低生产成本和灾害
影响，提高了土地生产能力。“高标田平
均产量比普通大田高约20%，每亩小麦
能多产一二百斤。”杜建霖说。

新粮农成种粮主体

“种地半年，不如在城里打工半
月。”农业的比较效益如此之低，谁来种
地？种粮如何让农民增收，是现代农业
发展的关键问题。
河南多措并举，大力培育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业龙头公司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这些新主体逐渐成长为全省粮
食规模生产的主力军。
8年前，在外干了20多年包工头的

唐全合决定回鹤壁市老家种地。“当时年
轻人出去打工，种地的多是老人妇女，
地种得不好甚至有撂荒，谁来种地让人
担忧。”唐全合说。

借助政策支持，唐全合从300个农
户手中集中了1万多亩土地，其中流转
1400多亩、托管8700多亩。与农户种
地不同，唐全合雇用种地能手进行科学
管理，注重先进农技农机的应用，在农
民中较早用上“星陆双基”系统，实现
种田从凭感觉到靠卫星的转变。
除了种植手段变化，新粮农也不再

单纯追求产量。“前两年我们种的高产小
麦‘周麦16’，农业部的专家来测产，
实打验收每亩710公斤！”鹤壁市浚县卫
溪街道办事处傅庄村党支部书记付太华
说，尽管单产这么高，去年他仍放弃了
“周麦16”等高产品种，种上了“西农
979”等优质强筋小麦。“‘西农979’
的产量虽没有‘周麦16’那么高，但可
加工成专用面粉，每公斤要比‘周麦
16’高出0.4元。”付太华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带来了粮食生

产方式的改变。荥阳市新田地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李杰有多年食品企业高管
的从业经历，他将工业化的标准生产模
式引入农业领域，也就是种子、化肥、
农药、农机、农技、收储为一体的封闭
式全程化服务。 （下转第二版）

中原粮仓越筑越坚实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林业现代化建设、林业改革
稳步推进，为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新贡
献。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林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无不
欢欣鼓舞。
“以前，我们塞罕坝林场收入全靠砍树卖木材，日

子过得紧巴巴的。在国家项目资金的扶持下，林场修通
旅游环路，开发了15个高品位生态旅游文化景区，现
在每年游客有50多万人。这日子别提有多美。”站在高
高的望火楼顶上，47岁的防火瞭望员刘军笑得合不
拢嘴。
“我现在在家门口上班，全家也脱贫了。”贵州省黔

东南州黎平县高屯镇八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吴瑞憨笑着
说。贵州省林业部门落实生态扶贫政策，将2万多名像
吴瑞这样的贫困户聘为护林员。吴瑞每天巡山8小时，
月工资800元，再抽空打点零工，年收入比外出务工强
多了。
对以后的日子，刘军、吴瑞这样的基层林业职工都

非常憧憬。他们相信林业一定会越来越好，生态一定会
越来越美，生活一定越来越幸福。
“我们要借党的十九大的东风，打造出更多更优的

林产品品牌。”贵州省林业厅厅长黎平说，贵州省安顺
金刺梨、关岭火龙果等10个林副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称号，凯里水晶葡萄、贵州绿茶、都匀毛尖
茶成为农业部第一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告诉记者，过去5年来，我

国年均新增造林超过9000多万亩。目前，全国森林面
积31.2亿亩，森林覆盖率21.66%，人工林保存面积
10.4亿亩，居世界首位。我们将继续按照全面保护、
科学保护、依法保护的原则，划定并严守林地和森林、
湿地、物种、沙区植被四条生态红线，努力维护自然生
态系统稳定性、完整性和原真性。

守好生态红线 推动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黄俊毅

9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8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8
月份，CPI 环比上涨 0.4%，同比上涨
1.8%；PPI 环比上涨 0.9%，同比上涨
6.3%。
专家表示，当前CPI同比涨幅升至年

内高位，主要与季节性因素带来食品价格
上涨有关；PPI同比涨幅扩大，与供需两
端的变动密切相关。总的来看，物价水平
符合预期，并不存在通胀压力，亦不会对
货币政策构成影响。

鸡蛋和鲜菜价格上涨影响大

8月份，CPI同比上涨1.8%，涨幅比
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处于年内高点，
仅次于1月份2.5%的涨幅，但仍处于“1
时代”。1月至8月平均，CPI同比上涨

1.5%。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

庆分析说，从同比看，食品价格下降
0.2%，降幅收窄0.9个百分点，影响CPI
下降约0.04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
下降13.4%，影响CPI下降 0.39个百分
点；鲜菜价格上涨9.7%，影响CPI上涨约
0.22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2.3%，
涨幅扩大0.3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
1.81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保健类价格上
涨5.9%，居住类价格上涨2.7%，教育文化
和娱乐价格上涨2.5%。
据测算，在8月份1.8%的同比涨幅

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
素均约为0.9个百分点。
8月份，CPI环比上涨0.4%，涨幅比

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处于年内高点，
仅次于1月份1.0%的涨幅。
绳国庆表示，从环比看，食品价格上

涨 1.2%，影响 CPI 上涨约 0.24 个百分
点。其中，鸡蛋产量减少，价格上涨
16.2%；高温多雨和强对流天气导致鲜菜
储运成本增加，价格上涨8.5%；鸡肉和猪
肉价格分别上涨3.0%和1.3%，上述四项
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32个百分点。应
季瓜果大量上市，鲜果价格下降4.2%；休
渔期结束使水产品供应增加，水产品价格
下降 1.1%，两项合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09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0.2%，
影响CPI上涨约0.18个百分点。其中，
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7%和2.9%，
医疗服务价格上涨0.9%，居住类价格上
涨0.4%，上述四项合计影响CPI上涨约
0.18个百分点。
“季节性因素影响食品价格上涨，是

带动8月CPI上升的主要原因。”交通银
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说，夏
天全国性高温和强降雨天气影响了蔬菜

等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使得食用农产品
价格出现了持续上涨。总的来看，物价上
升符合预期，并不存在通胀压力。

PPI较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

8月份，PPI同比上涨6.3%，涨幅在
连续3个月保持稳定之后，比上月扩大
0.8个百分点。
在主要行业中，涨幅扩大的有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29.1%；石油
加工业，上涨16.8%；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上涨16.3%；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上涨15.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
涨9.0%；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
涨8.4%。涨幅回落的有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上涨32.1%。上述七大行业合计影响
PPI同比上涨约5.1个百分点，占总涨幅
的81.0%。 （下转第二版）

8月份CPI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8%——

物价短期波动不会影响货币政策
本报记者 林火灿

9月8日，山西广灵县壶流河湿地，当地民众在表演广灵大号。当日，首届“2017中国广灵湿地文化节”开幕，文化节以“塞上水

城，域美广灵”为主题，旨在推介广灵县“北方水城、康养胜地、剪纸之乡”三张名片，打造大同旅游中心集散地和京津冀旅游度假承

接地。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田野里建起孵化器

金秋时节，杨凌农业高新
区，天高云淡，瓜果飘香。行
走在陕西杨凌职业农民创业创
新园内，130多座“智慧”大
棚次第排列，120 位来自甘
肃、贵州等地的农民“创客”
“学员”忙忙碌碌，穿梭其中。

由当地5家农业合作社联
合建设的职业农民创业创新
园，是远近闻名的农业新技术
培训基地和职业农民创业孵化
基地。园区以高级职业农民和
农业高校专家组成导师团队，
从建设、种植、作务到管理、
营销全程指导。园区内，由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研发的大跨度
双拱双膜保温大棚技术、袋装
基质有机栽培技术、设施蔬菜
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设施蔬
菜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植物
碳基营养肥料技术等多项专利
“绝活”和田野孵化教育模
式，让这片厚土更显生机
勃勃。
来自甘肃定西的农民蒋永

琛是园区的第一期“学员”。
“我承包了创业园的3个大棚
种植蔬菜，日常管理中既有大
学老师进行理论教学，还有园
区的高级职业农民手把手教操
作。现在我不仅学会了新技
术，还掌握了管理经营和开拓
市场的相关知识，相信以后大
棚的效益会越来越好。”
蒋永琛在大棚里耕耘梦想

的同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
士生姜义亮也在杨凌农业高新
区众创田园里，描绘出了“创
业”蓝图。
去年8月，姜义亮与几位同学在杨凌众创田园注册

成立了西安锦华生态技术公司，凭借独特的土壤生态修
复技术，很快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今年2月，姜义亮
的公司与上海麦腾创投达成500万元的投资意向。姜义
亮告诉记者，园区对于入园的初创企业，5年免租金，并
免费配套提供60平方米的住房和10万元的贴息贷款，
让创客没有后顾之忧；园区还建立了“预孵化—苗圃—孵
化器—加速器”孵化体系；聚集了创业咖啡、创客活动中
心、创业导师、互联网金融、财务会计、法律事务等创新创
业服务资源，形成了良好的“双创”生态。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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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31个金融中心
竞争力稳步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