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粮食生产大省，河南前不久遭遇洪涝灾

害，如今农业生产灾后恢复情况如何？记者日前

走访多地了解到，河南省符合条件的绝收地块均

已改种，受灾地块也统一加强灾后管理，加快作

物恢复生长，未受灾地区的粮食作物长势好于常

年，秋粮生产基本稳定。

加快速度改种补种

小雨淅沥，走在河南新乡卫辉市的土地上，

一个多月前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万亩农田，一片

汪洋。如今，洪水退去，农田早已变了模样。

在卫辉市上乐村镇琉璃堂村，目之所及，黄褐

色的玉米顽强挺立，补种的绿豆也冒出嫩芽，万亩

受灾农田正在恢复生机。

“水退后，我们第一时间对受灾农作物进行

排查、补救工作，为受灾地块农作物补充营养剂，

为绝收地块改种补种。”上乐村镇党委副书记高

帅告诉记者，政府邀请农技人员在分组入村指导

玉米、蔬菜灾后生产管理的同时，引导广大农户

积极补种改种。按照适种一块、补种一块的原则

补 种 改 种 ，鼓 励 种 植 蔬 菜 、绿 豆 等 早 熟 、短 季

作物。

在琉璃堂村绝收地块上，农民大多选择了补

种绿豆。谈及原因，卫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介

白梅告诉记者，早熟的高产品种绿豆，生长期只

有 60 天，不影响冬小麦种植，而且易存放，也不

必担心后期销售问题，是一种绝佳的救灾补种作

物。“我们把可以选择的作物品种及优缺点告诉

老百姓，具体种植什么由他们自己选择。”

在琉璃堂村，村民李保民选择套种早熟的萝

卜、白菜等蔬菜作物。在新乡市农科院的帮扶

下，李保民的 10 亩蔬菜田已是绿油油一片，很快

就能有收成。

起初，对于改种蔬菜，李保民是有些担忧

的。“我们种惯了小麦、玉米，对于早熟蔬菜真是

没有一点管理经验，怕种不好，更怕成熟了不好

卖。”李保民告诉记者。

不过，李保民的顾虑很快就被打消了。“农科

院提供种子、技术支持，三天两头来查看情况，还

保证在销售环节继续提供支持，这我就不担心

了。”李保民笑着说。

新乡市农科院副院长张栩告诉记者，李保民

的玉米如正常生长，每亩可获得 900 元收入，而

现在仅需两个月成熟期的白菜、萝卜，每亩可带

来 3000 元收入。

在新乡市农科院、卫辉市农业局等部门的全

力帮扶下，不仅上乐村镇的改种补种工作进行顺

利，李源屯镇东湾村 2400 多亩受灾土地的改种

补种工作也只用了 3 天！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卫辉市已经累计发

放灾后改种种子 1087.5 公斤，改种补种农作物

73000 亩，发放补种改种补助资金 910.89 万元。

因地施策减少损失

“水位最高时达到 3.5 米，农田简直相当于

‘海底’。”9 月 1 日下午，河南鹤壁市浚县农业农

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董文全站在受灾的

30 万亩高标准粮田示范方前，向记者描述着洪

灾时的场景。

记者见到，粮田周边同一高度的树枝上，整整

齐齐缠挂着玉米残叶，粮田里原本生长的玉米早已

不知所踪，一片绝收景象。

洪水退却，绝收地块为何没有进行改种？董

文全解释了原因。7 月中旬以来，浚县作为主降

雨区主泄洪区，遭遇了历史极值的强降雨过程和

行洪过程。“积水太深，排水占用了大量时间，刚

达到深耕条件又迎来了 8 月下旬的降雨，时间已

经不允许改种了。”

董文全说，浚县目前对未绝收地块实行统防

统治，喷施叶面肥等一系列举措，确保减产量控

制在 10%以内；对绝收地块进行排水晾晒，待 9 月

深耕后播种冬小麦。

在善堂镇丰盛农业浚县优质花生现代农业

产业园里，工作人员正在设置病虫害预测预警物

联网系统，大型喷灌滴灌机器下，上万亩生机勃

勃的花生正传递着丰收的讯息。

“善堂镇本身不属于蓄滞洪区，加之平原地区

沙土地结构，积水来得快，排得也快。”产业园负责

人柳存旺告诉记者，特殊的土壤结构决定了这场

降雨不会对万亩花生的生长造成影响。

说话间，柳存旺一路小跑，从花生地里拔出

了几颗新鲜的花生展示给大家看，花生已粒粒饱

满，鲜嫩香甜。“再过 10 来天就可以收获了，到那

时花生果要比现在更加饱满。”他满怀信心地告

诉记者。

作为国家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善堂花生已

实现从播种到收获到再次选果的全程自动化

操作。按照往年的情况，柳存旺预估，“今年花生

长势喜人，每亩产值将在 3200 元以上”。

秋粮稳产基础仍在

周口作为河南省第一粮食生产大市，秋粮生

产占全年粮食总产的四成以上，关系全年粮食生

产目标实现和农民收入。

8 月 28 日，在河南省加快灾后重建周口专场

新闻发布会上，周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华介

绍，今年周口市秋粮种植面积 957.6 万亩，比上年

增加 3.6 万亩，虽受灾害影响严重，但今年秋粮生

产持续稳定的基础仍然存在。

张华解释，一方面，今年高产作物玉米种植

面积达到 746.3 万亩，比上年增加 60.1 万亩，虽然

部分受灾，但玉米面积增加多、增产潜力大，仅此

一项预计可增加产量 4 亿斤以上。另一方面，没

有受灾的近 800 万亩秋粮作物长势喜人，呈现增

产趋势，如后期不再出现极端天气，有望部分弥

补受灾损失，以丰补歉。加之今年夏粮总产量达

110.81 亿斤，比去年增加 1.15 亿斤，因此今年仍

有望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记者走访多地了解到，卫辉、浚县、周口乃至

河南全省，符合条件的绝收地块均已改种，受灾

地块也由县级政府统一组织喷施叶面肥、杀虫杀

菌剂，加快作物恢复生长，未受灾地区的粮食作

物长势好于常年，有望弥补局部地区的粮食损

失，秋粮生产基本稳定。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7 日，河南全省绝收地块已改种农作物 257 万亩，

受灾地块肥药管理作业完成 888 万亩，无灾地块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1465 万亩、施肥 903 万亩。“没

有受灾的 6000 多万亩秋粮作物长势良好，有望

部分弥补损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

副处长杨亚军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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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灾 后 有 望 以 丰 补 歉
——河南秋季农作物生产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河南遭遇极端降雨引发的洪涝河南遭遇极端降雨引发的洪涝

灾害后灾害后，，人们十分关心农业生产灾人们十分关心农业生产灾

后恢复情况如何后恢复情况如何，，秋粮生产还能否秋粮生产还能否

保持稳定保持稳定？？近日近日，，记者深入一线走记者深入一线走

访访，，了解河南秋季农作物生产情况了解河南秋季农作物生产情况。。

今年上半年，素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广东东

莞 GDP 达 5000 亿元，同比增长 12%，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2283.61 亿元，同比增长 15.9%。近

年来，东莞积极由“世界工厂”向“先进制造业之

都”转型，但不少企业由于轻资产、缺乏抵押物

等，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等“烦恼”。金融如何在

服务上创新，助力企业破解融资难题？东莞的金

融机构展开了大胆探索。

深挖报表上的“不动产”

“非常意外，没想到我们用专利也能申请到

银行贷款！”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资

金部科长潘俊涛十分感慨地说。

作为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位于东莞市长安镇的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

公司是目前广东省研发能力最强的药企之一。

“在创新药研发上，我们十几年来投入 180 亿元左

右，累计获得 1600 多项知识产权专利。虽然有这

么多专利，但都是沉睡的无形资产。”潘俊涛说，

“是农行东莞分行率先推出的专利权质押贷款，让

我们真正把这块原本只能在财报表上体现的知识

资产，变成能直接使用的现金资本。”农行东莞分

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郭辉告诉记者，截至 6 月末，

农行东莞分行已向该公司累计投放纯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 2 亿元，累计投放追加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4

亿元。

农行东莞分行副行长韦翰华告诉记者，轻资

产是创新型企业的一大特点，这类企业往往拥有

巨大无形财富——专利技术。这些锁在保险柜

里或仅能体现在公司报表上的“不动产”，是金融

机构可以探索开挖的“金矿”。去年以来，农行广

东省分行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为抓手，积极挖掘

企业专利的潜在价值，助力企业变“知产”为“资

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与东阳光的合作就

是东莞分行的一次大胆尝试。

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近年

来东莞制造业贷款持续快速增长，2018 年至 2020

年制造业贷款年均复合增长 36.5%。截至今年 6

月末，全市制造业贷款余额 1980 亿元，比年初增

加 170 亿元，稳居各行业增量首位。

关注成长性企业

“不好意思，现在能看到的展品不多了，展厅

连样品都被买走了。”东莞市力星激光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姚玉东说。记者在东莞市东城区牛

山外经工业园力星激光车间看到，大型吊车正在

把重型激光切割机移位装车。

力星激光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

东莞市专精特新企业，主要业务为激光设备制

造。“今年的销量成倍增长，我们的货期排满了，

有些客户等不及就把展品提走了。”姚玉东说，

“受疫情影响，加上这两年原材料涨价，我们的资

金压力比较大。在我们无抵押物的前提下，农行

东莞分行及时给予的 2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还

真起了大作用！”

“力星激光拿到的这笔贷款是我行的‘科易

融’信用贷产品。”郭辉说，“科易融”是农行广东

省分行向粤港澳大湾区内科创企业发放的、用于

生产经营周转的信用贷款产品，着重关注企业科

技成果转化能力及未来成长性。

“处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的新兴科创企业，缺

乏土地、厂房等有形抵押物，虽然有不少专利技

术、商标权等无形资产，但估值困难，我们一直在

实践中探索如何创新更多类型的信贷产品，以便

更切合市场需求。”农行东莞分行信用管理部总

经理叶锡波说。

“科易融”等产品只是东莞金融机构精准服

务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在东莞金融服务市场上，

不少银行都针对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开发科技类

信用贷款等产品。”东莞银保监分局大型银行监

管科副科长杨瑜洁对记者说。

“截至今年 6 月末，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获

得的科技贷款信贷余额达 1377 亿元。”人民银行

东莞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科长陈福全说。

唱好助企协奏曲

东莞制造业企业获得有效金融供给，不只是

农行东莞分行等一两家银行在唱独角戏，而是由

一批银行、保险公司与地方工信、科技、财政等部

门积极参与、主动作为的八方共治协奏曲。

去年 12 月 16 日，东莞市科技局携手东莞人

保财险、东莞农商银行共同推行的首笔“科保贷”

项目正式落地。“科保贷”是面向高新技术企业的

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企业通过向保险分公司投保

一笔一定金额的保证保险作为主要风险措施，获

得银行授信。广东球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就通

过“科保贷”项目成功贷款 200 万元用于生产经

营，有效缓解了融资难问题。

金融系统探索与创新的同时，东莞市还积极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货币信贷政策相协同，

设立了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和贷款贴息资金，推动

科技、金融、产业“三融合”。

“为加大力度支持制造业，我们着力用好‘白

名单’机制，充分发挥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的杠杆作

用，2021 年上半年白名单企业新增贷款金额及新

增贷款笔数分别增长 123.44%、91.89%。”东莞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企业促进科主任科员丘珞珈告诉记

者，东莞设立了 10 亿元信贷风险资金池，通过提

供信贷风险补偿，为银行发生的信贷坏账“兜底”，

增加了银行“敢贷”的信心，引来更多“金融活水”

直达实体经济。

““ 敢 贷敢 贷 ””的 信 心 从 哪 来的 信 心 从 哪 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建军张建军

在 制 造 业 大 市 东

莞，众多金融机构正与

地方相关部门合力服务

实 体 经 济 ，拥 抱 制 造

业。通过创新信贷产品

服务科技型制造企业，

金融业在有力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找

到了支撑自身发展的产

业“支柱”，实现了对自

身发展的战略布局，可

谓一举两得。

这其中离不开东莞

对实体经济的厚爱，以

及 对 金 融 业 发 展 的 保

护。为解决金融机构“敢

贷”“可贷”“愿贷”问题，

当地财政拿出超 10亿元

真金白银，设立信贷风险

补偿金，增加了银行创新

开发新产品的底气。保

险机构也设立了科技贷

款的保险产品，为银行分

担风险。这种银行支持

实体经济贷款的风险共

担机制，为东莞科技型制造企业融资扫除了

障碍，支持了当地的创新发展。

在东莞调研，记者还发现一个有趣的

现象：科技企业通过无抵押担保所获得的

信用贷款，呆坏账最少。实际发生企业违

约需要补偿的金额，累计仅有几百万元，还

不到当地 10 亿元资金池的百分之一。科

技型、创新型制造业具有巨大活力与潜力，

金融业面向制造企业做好创新服务，既是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

双方获得共赢的有效途径。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2∶25 印完时间：3∶45 印刷：

河南鹤壁浚县优质花生现代农业产业园河南鹤壁浚县优质花生现代农业产业园

中的花生果实饱满中的花生果实饱满。。 申秋雨申秋雨摄摄

东阳光研发实验室东阳光研发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做实验研究人员在做实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建军张建军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