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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发其华，秋收其实。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信息显示，截

至 9月 27日，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两成，进度与上年相当。其中,

西南地区收获过六成，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收获过三成半，

西北地区收获过三成，黄淮海地区收获过一成半，东北地区收

获近一成。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今年全国秋粮已经丰收在望。

秋粮面积增加长势较好

“当前，秋粮丰收很有基础，体现在面积增加、长势总体

较好上。”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魏百刚介绍，全国秋粮种植

面积超过 12.9 亿亩，春播以来，大部地区秋粮作物生育进程

正常，土壤墒情适宜，病虫防控到位，丰收的基本面好。目

前，玉米、中稻、大豆等秋粮作物都已进入成熟末期、部分已

开 始 收 获 ，双 季 晚 稻 处 于 抽 穗 至 灌 浆 期 ，长 势 较 好 ，丰 收

在望。

今年是我国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第一年，年度粮

食生产任务分解落实到各省份，分品种、分区域制定粮食稳

产增产方案。春耕期间，化肥、农药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增

长，中央财政及时安排 200 亿元补贴粮食生产。此后，财政

部、农业农村部明确支持粮食生产一揽子政策，加大对粮食

生产的支持力度。各地整治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复垦

撂 荒 地 ，秋 粮 面 积 有 所 增 加 ，特 别 是 高 产 作 物 面 积 增 加

较多。

近期，北方出现多轮降雨天气。综合各地反映和专家

分析，黄淮海地区玉米已进入成熟期，东北地区进入完熟

期，降雨对产量影响有限，没有改变全国秋粮丰收大局。但

降雨导致局部土壤偏湿，机械下地困难，给秋粮收获带来一

定影响。对此，相关产区抓住降雨间隙，调度机具，抢收已

成熟作物，及时烘干晾晒；对尚未完全成熟的田块加强后期

田间管理，促进灌浆成熟；对有明水的地块抓紧抢排田间

积水。

粮食生产更加注重节粮减损。今年，中央财政将粮食烘

干成套设施装备等纳入农机新产品补贴范围。各地开展粮食

机收减损行动，推广玉米机械化籽粒收获和花生机械化收获，

秋粮主要作物玉米和水稻的机收水平分别超过 78%和 93%。

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关键

种子是农业发展的“芯片”，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抓住了种子和耕地，就抓住了粮食安全的根本。

今年以来，推动种业振兴的举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从

顶层设计出台到法律法规完善，从科研新成果涌现到种企兼

并重组频频，从种质资源普查到知识产权保护，从种业基地建设到核心技术攻关⋯⋯一

幅种业振兴的画卷徐徐展开。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认为，从提出打好

种业翻身仗到种业振兴行动方案谋篇布局，必将加速种业现代化进程，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注入强劲动力。

各地投身种业的热情高涨。黑龙江应用优良品种，每个积温带都推荐适区优良品

种，大豆新品种选育更加注重高产，推广了东农 252、黑农 87 等一批高产品种。湖北推

广 9 种“吨粮”模式，引导农民看禾选种，取得良好社会效应。截至目前，审定水稻品种

90 个，其中优质稻品种 58 个，占比 64.4%；稻瘟病中抗以上品种 59 个，占比 65.6%。

“按照规划，今年要在全国建设高标准农田 1 亿亩，在东北地区实施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 7000 万亩，实施耕地轮作休耕面积 4000 万亩以上。”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

长郭永田说，从各地实践看，高标准农田建成后，一般能提高 10%到 20%的产能。

黑土地是耕地建设的重头。今年，内蒙古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1116 万亩，实施

黑土地保护项目 50 万亩；辽宁在中央财政拨款 1 亿元基础上，省财政专门安排 2 亿元用

于黑土地保护，实施 160 万亩黑土地保护项目。此外，还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975 万

亩，提高了粮食产能。 （下转第二版）

为 人 才 发 展 夯 实 体 制 机 制 基 础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

本报评论员

事业能否快速发展，关键在人才；

人才活力能否充分释放，关键在体制

机制。在日前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

新时代人才工作提出明确目标，围绕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重要

部署，对于我们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以人才发展的制度化建设加快形

成人才竞争的比较优势，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体 制 机 制 是 管 根 本 、管 长 远

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放

权 、松 绑 ”为 重 点 ，着 力 打 通 人 才 培

养 、流 动 、使 用 、发 挥 作 用 中 的 体 制

机制障碍。中央层面出台我国首个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综合性文件

《关 于 深 化 人 才 发 展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的意见》之后，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

配套出台政策 140 余项，各省区市出

台 改 革 政 策 700 多 项 。 从 改 革 人 才

管理体制到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

改 革 ，从 改 革 人 才 激 励 机 制 到 改 革

科研经费使用管理⋯⋯人才发展的

障碍被不断破除，规模宏大、素质优

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出的

人 才 队 伍 得 以 建 立 ，中 国 特 色 人 才

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

成 绩 固 然 可 喜 ，问 题 也 不 容 忽

视。在人才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制约

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一些深层次障碍

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人才管

理行政化、“官本位”、体制不顺、权责

不清，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人才

流动不畅，人才评价、使用、激励机制

不科学、不完善，等等。

当下，我国正处在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机遇前所未有；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世界各

国都在抢抓风口，国际人才争夺日趋

白热化，挑战前所未有。我们比历史

上 任 何 时 期 ，都 更 加 渴 求 人 才 。 同

样，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急需

把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纵深推

进，持续调动人才积极性，充分发挥

人才创造性，充分释放人才活力，为

实现既定目标提供坚强人才保证和

智力支持。

改什么？怎么改？以体制机制

的梗阻点作为突破口。对此，习近平

总 书 记 作 出 科 学 部 署 ——“ 根 据 需

要 和 实 际 向 用 人 主 体 充 分 授 权 ，发

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

中 的 积 极 作 用 ”“ 积 极 为 人 才 松 绑 ，

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完善人才评价

体 系 ”。 各 地 区 各 部 门 各 单 位 要 在

充 分 理 解 、深 刻 认 识 中 央 精 神 的 前

提 下 抓 好 贯 彻 落 实 ，以 政 策 突 破 带

动 体 制 机 制 创 新 。 一 方 面 ，要 因 地

制 宜 ，切 实 增 强 责 任 感 、使 命 感 ，统

一 思 想 、加 强 领 导 ，部 门 协 同 、上 下

联动，打破不必要的限制，打通政策

落地的“堵点”；另一方面，也要根据

遇 到 的 新 问 题 ，根 据 新 式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不 断 涌 现 的 新 趋 势 ，跟 上 时 代

步 伐 、强 化 问 题 导 向 、注 重 精 准 施

策，聚各类英才而用之。

把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纵

深推进，必然要求转变人才管理部门

职能，消除对用人主体的过度干预，

凡是行政部门应当下放的权力都应

当下放，凡是用人单位可以自己解决

的事情都应当由用人单位决定。但

是，放权不等于放任，有关部门要加

强监管与服务，用人主体要增强自我

约束，确保下放的权限接得住、用得

好、见实效。惟其如此，改革的初衷

才会落地见效，人才工作的新局面才

会生动丰富。

上半年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6 月末我国对外净资产 19860 亿美元
本报北京 10 月 2 日讯（记者姚进）国家

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的《2021 年上半年中

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6 月末，我国对外金

融资产 90278 亿美元，对外负债 70418 亿美

元，对外净资产 19860 亿美元。上半年，我

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外汇储备稳定

在 3.2 万亿美元左右。我国经济基本面长

期向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将继

续为国际收支平衡奠定坚实基础。

秋粮丰收在望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快递小哥的奋斗与收获

10 月 1 日早上 6 点半，位于北京市大

兴区群英汇大厦的京东物流北京泰中营

业部，快递小哥刘晓伟已经忙碌起来——

他 擦 拭 着 快 递 电 动 车 ，为 全 天 工 作 做

准备。

37 岁的刘晓伟老家在河北承德，11

年前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一名京东物流快

递员。现在，他负责的是北京市南五环外

金苑路附近 3 个片区。

“以前，快递没有这么多，整个金苑路

几乎都是我跑。现在，快递需求量越来越

大，分工也越来越细。”刘晓伟说，10 年

间，快递设备越来越智能，业务也越来越

多元，比如有了次日达、极速达、夜间配、

限时达等。

正和记者聊着，从北京大兴京东魏

永分拣中心驶来的货车抵达站点。刘晓

伟迅速回到岗位，把车上的包裹一一卸

下，包括刘晓伟在内的 10 多名快递员分

列传送带两侧，根据包裹上打印的地址

和编号，将自己负责片区的快递包裹分

拣 出 来 。 不 到 半 小 时 ，一 车 货 物 分 拣

完毕。

借着两辆货车卸货交接的间隙，京东

物流北京泰中营业部负责人潘广代召集

大家开了个短会。“客户放假了，但我们的

思想不能放松。假期更要踏踏实实，不能

出任何问题。”潘广代叮嘱说。

开完短会，大家又忙碌起来。嘀嘀

嘀，巴枪扫描，整理，装车，一座座快递“小

山”被陆续搬进电动车的“铁盒子”。上午

8 点半左右，刘晓伟再次清点一遍自己要

送的快递物品，确认没有遗漏，就准备出

发了。记者也搭上刘晓伟的电动车，一起

前往派送点。

“ 刚 开 始 送 快 递 时 ，感 觉 把 货 送 到

客 户 手 里 就 行 了 ；现 在 ，送 快 递 就 像 跟

客 户 交 朋 友 ，不 管 客 户 有 什 么 需 求 ，能

帮 忙 解 决 就 尽 量 帮 忙 解 决 。”刘 晓 伟 告

诉记者。

上午 9 点多，刘晓伟到达第一个站

点——集“众创空间+孵化器+新基建”

于一身的格雷众创园。一进园区，熟识

的工作人员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刘晓伟

介绍，这家园区入驻的大多是孵化中的

中小企业。虽然企业众多，刘晓伟却轻

车 熟 路 ，哪 家 企 业 在 哪 栋 楼 ，他 都 门 儿

清 。 因 为 是 节 假 日 ，公 司 值 班 员 工 不

多。刘晓伟每送一个快递，都要跟客户

打电话仔细确认，按照客户意愿将快递

放到指定位置。

为提高派送效率，每天送件路线，他

一早就在心里计划好，都是最省时的。和

记者交谈时，刘晓伟接到好几个客户打来

的电话，“很多客户都认识我，比较信任

我，有什么需求也会主动找我帮忙”。

上午 10 点半，刘晓伟完成上午的派

件任务。回到站里，他又收到几家企业揽

件的派单。中午，在配送站稍休息后，刘

晓伟又要准备送下午的货了。

刘晓伟是快递员队伍中的佼佼者。

在公司综合评比中，他总是排名前茅。10

余年来，刘晓伟保持零投诉纪录，并获得

京东派送之星、优秀员工等荣誉。

工作多年下来，收入增长不少，刘晓

伟对京东也很有感情。“京东与我们签订

劳 动 合 同 ，有 五 险 一 金 ，并 提 供 商 业 保

险、通信、防寒防暑、交通工具等多种福

利及补贴。春节期间，子女来京还有团

聚补贴。”2016 年，妻子吴彦华也加入京

东，目前在京东物流北京团南营业部担

任运作主管，负责站点运营、回复工单等

工作。

妻子的加入，让刘晓伟觉得不再孤

单。夫妻俩每天尽可能多地送快递，努力

攒钱，供两个孩子读书，将来考大学。刘

晓伟对夫妻俩的职业收入也挺满意，“只

要肯干肯吃苦，工资还是蛮高的”。

送完最后一个快递，已是晚上 7 点 40

分。数据显示，这一天，刘晓伟派件 91

单、揽件 116 单。刘晓伟下班回到家时，

妻子仍在工作岗位上。

刘晓伟夫妇的奋斗已经有了成果，今

年他们在老家承德购置了房产。“希望靠

自己的打拼在大城市扎根。”刘晓伟说。

湖北枣阳实施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强链培优孵化

﹃
隐形冠军

﹄

本报武汉讯（记者董庆森、柳洁）近年来，湖

北省枣阳市着力实施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开展

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和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行

动，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多个行业培育

出多家“隐形冠军”企业。

以锂电池产业为例，枣阳近年来从无到有、

快速发展，目前已集聚 75 家相关企业，日产能

500 万只，年产值近 20 亿元，可提供 5000 个就

业岗位。在枣阳市兰博万新能源有限公司涂

布生产车间内，机器高速运转，工人紧张忙碌。

“每天有 100 万只锂电池发往广州、深圳等地。”

公司总经理马红印介绍，近期将投资 3000 万元

新 上 6 条 涂 布 生 产 线 ，日 产 能 有 望 达 到 150

万只。

“产业与企业构成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撑。

产业强、企业强，则县域经济强。”枣阳市委书

记孟艳清表示。

通过大力实施“技改提能、智造焕新”三

年行动方案、新一轮企业技术改造三年行动

计划、科技型企业“小升高”计划，枣阳市还培

育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枣阳市经信局统

计数据显示，2020 年枣阳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30 家，同比增长 173%。

为增强发展后劲，枣阳市支持企业加强与

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推动建立科技创新平台，

并加快培育具有特色优势的产业集群，联合产

业链上下游制造、研发、应用企业及相关高校和

科研院所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以枣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跻身“国家队”为契机，枣阳将加快引进产业链头部、龙头企业，

培育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等七大优势产

业集群，重点打造汽车及零部件、农产品加工两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

产业横向成群、纵向成链、县域成块，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 本报记者 韩秉志

10 月 2 日，山东港口青岛港外贸集装箱码头，货轮在装卸集装箱。国庆长假期

间，青岛港生产依然繁忙，进出港口的货轮不断，运送集装箱的车辆在集装箱堆场

与码头间川流不息。港口各部门加强调度协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持

续优化服务，满足外贸企业需求。 俞方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