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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增加种粮农民收入

在更高水平上保障粮食安全，持续增加种粮农民收入，需要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构建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加快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

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还要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种粮收入

高 不 高 ，直 接 影 响 农 民 种 粮 信 心 ，甚 至 影

响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 近 日 召 开 的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十 四 五 ”推 进 农 业 农 村

现代化规划，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民收入较

快增长。

对于种粮农民来说，增加收入主要有经

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资产性

收入和保障性收入等途径。种粮收入是广

大农民增加经营性收入的重要一项。对于

种粮农民来说，要持续提高生活水平，首先

要稳定粮食生产。然而，一个不得不面对的

现实问题是，当前种粮比较效益偏低，为了

过上更加宽裕的生活，很多农民会选择到城

市务工增收。这也是农村地区出现粮食生

产副业化、兼业化倾向的重要原因。

粮食价格上涨可增加种粮农民的经营

性收入。今年国内粮价基本上处于高位运

行态势，在夏粮收购期间，小麦和早籼稻价

格持续维持高位，主产区没有启动小麦和早

籼稻托市收购。然而，进入秋粮收购旺季

后，小麦、稻谷和玉米三大主粮价格走势出

现分化，小麦、玉米价格在高位震荡，中晚稻

由于大量集中上市，价格有所下降。为了切

实保护种粮农民收益，江西、湖南、湖北、黑

龙江等水稻主产区陆续启动水稻最低收购

价收购，充分发挥政策性收购托底作用，确

保农民种粮不亏钱。

今年以来，种粮成本急剧攀升，挤压了

种粮收益，对农民增收和粮食稳定供给造成

一定影响。为了提振农民种粮信心，国家采

取了一系列举措，健全粮食支持保护政策，

完善补偿机制，加大对粮食生产补贴力度，

扩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

点范围，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让农民种粮

有钱挣。特别是中央财政在向实际种粮农

民发放 200 亿元一次性农资补贴后，最近又

一次性新增安排 14 亿元资金，对晋冀鲁豫陕

5 省开展农田排涝、粮食烘干收储，购置燃

油、肥料、种子（苗）等农业生产恢复所需物

资材料及服务给予补助，保障秋收和秋冬种

各项生产举措落实落地。

对于种粮农户来说，持续提升收入和生

活水平，仅仅依靠粮价上涨和农业补贴是难

以实现的。各地实践证明，要在更高水平上

保障粮食安全，持续增加种粮农民收入，需

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现代化粮食产

业体系，加快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打

造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粮食全产业链，建立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联农带农利益

联结机制，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

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让小农户搭上现代

农业的快车。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更好地实现

家门口就业创业，分享粮食产业增值收入，

增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持续提高种粮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还

要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

务质量。当下，农村还有大量的“沉睡”资

源，是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潜力所在，需

要靠加快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来

激活。很多产粮大县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

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还需要做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工作，改善脱贫地区发展条件，最终实

现 粮 食 产 业 高

质高效发展、乡

村宜居宜业、农

民 富 裕 富 足 的

目标。

强化虚拟货币全链条监管

原

洋

虚拟货币价格坐过山车早已不罕

见，但从种种迹象来看，近期借由某部

热播网剧而蹿红的“鱿鱼币”更像是一

场“砸盘”骗局。

发行方原本声称“鱿鱼币”可用来

参与多重游戏，最终胜出的玩家还可

获得更多币作为奖励。然而，玩家们

还没等到游戏正式开放，就先等来了

疑似发行方兑币离场的消息。仅 5 分

钟，数百万美元市值蒸发，4 万余购买

者手中的“鱿鱼币”变得几乎一文不

值。还有交易所发出风险提示，称该

币并非网剧出品方官方认证 IP，只是

使用了同一名字。

从目前看，不少币圈“砸盘局”都遵

循雷同的套路：先是造币，之后通过包

装炒作、寻找投资、庄家操盘等手段，使

币价在短期内迅速拉升，最后高位抛币

进行“收割”。这些发币项目，看似在追

逐热点，实则为了圈钱套利。不少项目

因为急于发币，包装粗糙，有的完全不

提及技术层面，还有的弄虚作假，连项

目文书也不乏文法错误。

其实，一款所谓“货币”需要通过

蹭热点的方式营销，本身就令人觉得

荒诞。通常认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

物，本质上是解决交易流动性的信用

合约。货币要想实现自身的多种职

能，一是应有足够的信用背书，如国家

主权，二是应追求币值的基本稳定。

反观虚拟货币，一无信用支持，二无稳

定价格，虽被叫作“货币”，但购买者离场时还是会将其兑换为

主权货币，才算“落袋为安”。由此看来，“货币”二字只是形

式，虚拟货币的实质仍是资产，且具有高风险。

虚拟货币的两方面特性导致它极易被投机者利用，从事

炒作甚至非法活动。一是这类货币普遍没有实际价值支撑，

因此其价格涨幅受市场情绪影响较大，容易成为投机标的；二

是匿名性、去中心化和点对点交易的特性，使得开发者身份不

易明确，开发者的发币动机也难以分辨。

从某种程度上说，虚拟货币犹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

开，就成为滋生诈骗、传销、洗钱等非法行为的温床。类似的

非法事件频繁发生，不但严重危害个人财产安全，更极大地扰

乱经济金融秩序。对普通人而言，避免被骗的唯一方法就是

不参与交易。对监管部门而言，监管做到不留缝隙、不留余

地，颇为重要。

今年 9 月，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发布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

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同时构建对虚拟货币的全链

条监管。通知还明确，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

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

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等非法金融活动，一律

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由于虚拟货币交易和发行平台在境外，给根治其相关活

动带来诸多不便。下一步，监管部门应继续阻断境外虚拟货

币在境内落地的渠道，同时从切断支付途径、处置相关网站、

加强相关市场主体登记和广告管理等方面综合施策，将虚拟

货币可能带来的非法行为长久隐匿在“魔盒”之中。

优 化 智 能 客 服

王 琪作（新华社发）

近年来，智能客服越来越多出

现在人们身边，不过，24小时在线

秒回的智能客服却难以解决所有

问题，答非所问、回答不智能等情

况频发。用户想转接在线人工客

服，又需要一次或多次输入“人工”

或“转人工”字样才能实现，十分不

便。智能客服绝不能单打独斗，人

机协同才能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企业不能为了降低成本而过度减

少人工客服数量，而应思考如何优

化智能客服技术，并实现与人工客

服优势互补，为客户带来更温情、

更便利的服务。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