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米袋子” 粮食供应足
眼下，正是春耕生产重要

时节，在黑龙江各地，种粮大
户戴着口罩忙碌着，农业服务
公司“蚂蚁搬家”运送农资进
村，用“微物流”打通“最后
一公里”，农技人员把集中培
训变为“对点对户”分散交
流，“线上”教种田、地头忙
指导……

黑龙江为当好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的“压舱石”，接连出
台政策指导防疫、备耕工作，
积极协调各方为销粮户排忧解
难，全力帮助粮食企业复工复
产，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米袋
子”。目前，全省备春耕资金
筹措已超八成，农机具检修任
务完成超七成，培训农民170
余万人次。

在桦南县梨树乡圣杰农业
水稻育秧大棚基地，记者通过
视频连线看到了一片火热繁忙
的景象：积雪很快被大型拖拉
机清理干净，苗床土在人工和
机械碾压下变得平整、细腻，
人机齐上阵只为最大限度抢抓
农时，为今年的水稻生产奠定
基础。

圣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吕塞峰介绍，今年备春耕
比往年要早10天左右。“备耕
能这么顺利，多亏了县里帮助
我们做足了防护准备。县里要
给我们开通绿色通道，生资、
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所需
就都备齐了。”吕塞峰说。

在农业大市佳木斯，科技培训“线上”惠农、“指尖
对指尖”信贷支农、“订餐式”“预约式”购物资便农，各
项新农事在“线上”热起来。

“不用挨家跑，线上就能办理真方便。”汤原县竹帘镇
永全村村民崔卫学通过手机线上办贷，申请农户互保贷款
20万元用于18公顷水稻种植。“有了这笔钱买农资、农
具就不犯愁了。”崔卫学高兴不已。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黑龙江出台了“惠农黄金十条”
等政策，支持农业稳产保供。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备
春耕生产视频会议，明确全省发展粮食生产、稳固“压舱
石”的工作思路，预计今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将保持在
2.1亿亩以上，稳定1500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绥化市开展乡村两级错峰作业，以村为单位，加快开展
玉米脱粒、余粮销售、清雪扣棚、秸秆离田、农资购置；七台
河市设立24小时备耕生产应急热线电话，做到种植计划、
物资下摆、贷款服务、答疑解难服务“四到位”；鹤岗市成立
备春耕生产工作专班，实行“日报告”制度。

经过体温检测，司机驾驶着满载货物的大货车驶向库
房；货车停靠完毕，工人赶忙跑出来搬运货物；挑选结束
装车，一辆辆三轮车开往佳木斯的各个超市……每天清
晨，佳天国际农副产品物流交易中心都是这样的忙碌
状态。

一边市民不愁买，另一边也要农民不愁卖。
为统筹解决农民卖粮难，黑龙江专门召开了省政府视

频会议，强调要突出解决好因疫情防控导致的收储慢问
题，多措并举加快余粮销售变现。要摸清农民余粮底数，
指导所有粮食收储企业开库收粮，还要畅通粮食收储运输
通道，确保有人收、有人运。特别是要组织和引导农民通
过网上预约、网上排号等方式卖粮，错时、错峰销售，拿
出实际举措，尽快解决卖粮难题。

在黑龙江，各大粮食加工企业也陆续投入生产，加快
原粮消化，保障“米袋子”供应。

为保障粮食供应，促进企业复工复产，黑龙江成立企
业服务生产工作专班，建立全省种子、化肥、农药生产经
营企业等7大类微信群，并重点监测510家省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的复工复产情况，每五天调度一次，及时掌握
企业生产运行情况。截至目前，黑龙江规模以上农产品加
工企业开复工率约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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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聚焦保
供稳价目标，全力做好省内粮源调度，积极组织粮油加工
企业复工复产，统筹配置资源，切实发挥粮食和储备应急
物资保障体系作用，多措并举保障粮油产品供给能力，确
保了疫情防控期间全省粮油产品库存充沛、供应充足，市
场持续稳定。

一个多月以来，安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密切关注疫情
变化，持续增强粮油市场供应保障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立
足早部署，强化应急调度。1月26日即要求全省200多家粮
油加工、销售监测点启动日报告制度。对粮食应急保障体系
梳理调度，严格按照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的要求，充分发挥
好粮食应急保障体系作用。目前，第一批省级、市级、县级保
供稳价重点应急加工企业分别为42家、84家和265家，日加

工能力9万吨。根据疫情变化和粮食应急需要，正在申报、统
计第二批省级应急加工企业。

立足抓调度，强化复工复产。1月28日，安徽对省级重
点监测的287家应急粮食加工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调度推进，
做到应开工尽开工，同时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门为应急粮油
产品运输开辟绿色通道。截至2月20日，复工194家，复工
率提高到68%，日加工能力近7万吨。对疫情严重的地方，大
中城市、消费量大及价格易波动地区，加大粮油应急保障供应
力度。安徽进一步提高应急加工能力，对重点加工企业实行
日调度；进一步提高应急配送能力，全省粮油市场体系和配送
供应网络健全，其中省级、市级、县级应急网点分别为97家、
606家、2133家；进一步提高应急供应能力，根据交通半径，
明确粮油配送时间。

在保障工作中，安徽立足重点统筹，强化协调落实，印发
了《做好定向销售粮食出库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物资
保障的紧急通知》，帮助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解决生产
消毒酒精原料。为保障粮油市场供应，印发了《做好有关粮油
加工企业复工复产的紧急通知》，安排有关企业复工复产。

另外，安徽发挥粮食主产省资源优势和毗邻湖北省的区
位优势，谋划制定工作方案，全力支持湖北省粮油市场供应，
积极协助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来皖调运粮油工作。

据介绍，安徽省下一步将继续严格执行粮食应急工作日
报告制度,加大预警监测力度，全面准确掌握粮食市场供应、
市场价格等情况。继续组织粮油应急加工企业在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前提下,应开工尽开工，应加工尽加工，增加成品粮油
供应，确保粮油供应不脱销、不断档。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
督促粮食企业守法诚信经营，严厉查处以次充好、囤积居奇、
操纵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止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
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确保粮油供应充足、质量良好、价格
稳定。

与此同时，安徽将继续加大粮食仓储设施项目建设力度，
支持皖北地区、粮食主产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稻麦兼作
区仓容缺口较大的县（市）建设一批粮库，缓解区域性粮食收
购仓容压力，优化全省粮食仓储基础设施布局。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截至
目前，河南省地方政府储备粮达
到68亿斤，储备油1.1亿斤，全省
粮食应急加工企业已开工 160
家，成品粮油日加工能力达到
7400万斤。据不完全统计，全省
粮食应急加工企业的面粉大米等
商业库存量近4亿斤。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省，近
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持续打造
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推
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方面展现新担当新
作为。

作为全国小麦主产区，河南
省今年小麦生产总体较为顺利，
播种面积8550万亩，继续保持稳
定。其中，优质专用小麦1350万
亩，比上年增加146万亩。

当前，河南省小麦陆续进入
起身拔节期，麦苗长势较好，群
体合理、个体健壮、根系发育
好。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最新农情
调度显示，河南省小麦返青期苗
情明显好于冬前，也好于去年和
常年，一、二、三类苗和旺长苗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56.9% 、
34.6%、7.4%、1.1%，其中一二
类苗所占比例为91.5%，较冬前
增加4.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
增加2个百分点，比常年同期增
加2.1个百分点；三类苗所占比
例为7.4%，较冬前减少4.4个百
分点，比去年同期减少2.5个百
分点。

分区域来看，河南省各个麦
区苗情普遍较好，豫北豫中东麦
区一二类苗平均比例92.1%，其
中鹤壁市、漯河市超过 96%；
淮北平原南阳盆地麦区一二类苗
平均比例93.1%，其中驻马店市
超过95%。豫西麦区一二类苗
平均比例87.8%，豫南麦区一二
类苗平均比例86.6%。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河
南省小麦苗情好，主要原因是气象条件整体有利，麦播基础
较好。2019年麦播期间土壤墒情基本充足，小麦适期足墒
播种，关键技术落实到位，基本实现“一播全苗”。麦播后
各地积极开展田间管理，培育冬前壮苗，冬前苗情是近几年
较好的年份，为确保小麦安全越冬奠定了基础。

开春以来，河南省各地不误农时开展春季农业生产，统
筹疫情防控和麦田管理，积极疏通农资运输销售渠道，千方
百计保障农资供应，创新指导服务方式，组织指导广大农民
落实麦田管理措施。截至目前，河南省中耕1642万亩、追
肥3893万亩、化学除草5459万亩、浇水1758万亩，分别
比去年同期增加98万亩、297万亩、646万亩、17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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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做好调度 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吕 兵

广东是全国最大的粮食主销区，粮油“米袋子”市场
供应保障备受关注。来自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信息
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东目前粮油库存充足，
粮油市场供应畅顺，价格平稳。疫情发生后，广东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第一时间下发通知，要求增加供应，保障市
场供应，迅速抓好粮油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并主动与粮食
主产区沟通对接，确保关键时刻粮源找得到、调得快。广
东省多举措有效地确保“米袋子”市场供应。

注重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压实“米袋子”责任。广
东坚持对各地级市以上粮油供应网络建设、粮食应急体系
建设、成品粮油储备、粮食产销合作等工作实行考核，并
结合实际动态调整考核指标，不断充实粮食市场供应保障
工作考核内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把做好粮油市场保供
稳价工作作为一项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之一。省长
马兴瑞对粮食市场供应保障工作开展调研，要求全面落实

“米袋子”等生活必需品保供工作。
注重夯实保供物质基础，筑牢保供稳价“第一道防

线”。广东不断提高成品粮油储备规模和比例，成品粮储备
数量远高于国家关于“成品粮油储备要达到10天至15天
市场供应量”要求。针对疫情初期个别地区可能出现的粮
油供应短缺问题，广东要求各地精准把握控制储备粮轮换
操作，确保储备粮库存充足、适时增加成品粮储备库存、
加大储备粮轮换投放市场供应等措施，为粮食市场保供稳
价筑起“第一道防线”。

注重依托重点骨干企业，构建应急保供闭环。疫情期
间，广东粮食重点骨干企业在全省粮油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结合市场需

求情况紧急销售出库5800吨省级储备粮增加市场供应。各
级粮油应急保障企业从1月底开始陆续复工复产，严格履
行“不停业、不涨价、粮油米面产品供应不断档”承诺，
持续稳定向市场供应粮油产品。

注重健全产销合作机制，畅通粮源采购渠道。疫情防
控初期，广东省内粮食企业曾遇到外省来粮受阻困难。依
靠稳固的产销合作机制，广东第一时间与黑龙江、江苏、
安徽、江西、湖南等产区粮食和储备部门协商。有关省份
给予大力支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当地粮食企业加大对粤
粮源供应，打通了上下游产业链条。

注重服务基层，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疫情期
间，广东省粮食和储备局进一步强化对粮食企业服务工
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一方面，细致梳理全
省粮油企业复工开业遇到的困难，采取清单制逐一协调
解决，先后帮助企业解决办理运输车辆通行证、采购防
护用品、采购大米包装袋等一系列困难。另一方面，全
面摸查参与防疫粮油企业资金需求量、用途等情况，积
极帮助相关企业申请进入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重点保障
企业名单，切实解决粮食企业资金需求。目前，已有17
家粮食企业被确定为全国性重点保障企业、161家被确定
为地方性重点保障企业。

注重信息监测与发布，主动发声引导市场预期。广东
启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I级响应期间，广东省粮食和
储备局坚持做好市场日监测、舆情日扫描、信息日报告工
作。同时，通过官方网站主动发声，发布或转载粮油市场
保供稳价相关信息，及时准确报道本地粮油市场供应和价
格情况，稳定市场预期。

广东：产销合作 保障供应
本报记者 张建军

上图 在黑龙江大庆
一家粮食加工企业，收购
的粮食堆放在厂区内等待
加工。

（资料图片）

右图 在安徽合肥包
河区社区超市，粮油供应
稳定，保障居民日常需
求。 李文琦摄

上图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赵庄
镇袁庄村村民驾驶农业机械为麦田喷洒
除草剂。 何五昌摄（新华社发）

广州市越秀区天润粮油集团直营店内，粮油品种丰
富。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