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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损等于增产。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节粮减损，多措并举，加强农户储

存环节科学管理。一方面，推进环保烘干设施应用，鼓励支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粮食企业、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等为农户提供粮食烘干服务。另一方面，

继续加强农户科学储粮技术培训和服务，加大相关政策优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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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涉企“三乱”行为

粮 食 要 种 好 还 应 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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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粮丰收在手、夏粮收购的有序

开展，在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带动

下，农民种粮信心进一步受到鼓舞，种粮积

极性得以充分调动。种粮大户带动广大中

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

全贡献力量。然而，眼下农民要做的，不仅

要多种粮种好粮，还要管好粮，减少干燥储

存环节损失，实现种粮收益最大化。

今年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尽管农资价

格上涨抬高了种粮生产成本，但在全球小

麦价格高位波动、国内小麦价格保持较高

价位的情况下，农民种粮收益普遍比往年

强。一些农户看涨预期强烈，并不着急卖

粮，把粮食储存起来，想根据市场行情选择

卖粮时机。

干燥储存是农民能否实现增收的“最

后 一 公 里 ”。 农 户 储 存 粮 食 面 临 产 后 损

失 增 加 的 风 险 。 夏 粮 获 得 丰 收 ，农 民 在

高 兴 之 余 ，不 得 不 为“ 晒 粮 难 ”“ 储 粮 难 ”

等问题发愁。现在农村普遍缺乏晒粮场

地 ，储 粮 条 件 差 ，农 户 储 存 环 节 损 失 惊

人 。 据 有 关 部 门 的 抽 样 调 查 测 算 ，由 于

储 粮 条 件 差 ，全 国 每 年 仅 农 户 储 存 环 节

损失率高达 8%。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

户 储 粮 环 节 损 失 ，那 么 农 民 为 粮 食 增 产

所做的努力就白白浪费掉了。减损等于

增产。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节粮减损，

多 措 并 举 加 强 农 户 储 存 环 节 科 学 管 理 ，

尽可能减少损失。

刚收获的小麦比较潮湿，需要晾晒、烘

干，才能进行储存，否则容易发霉变质。现

在，农村普遍缺乏晒谷场，一些农户为了省

工省时，在田间地头就把小麦卖掉了。一

些农户无奈选择公路晒粮，容易受到天气

变化的影响，还会影响交通秩序，而且粮食

经过车碾人踩，难免影响品质，卖不上好价

钱。各地应充分利用村里的活动中心、文

化广场等公共场地优先用于小麦晾晒，以

解农民燃眉之急。

与传统人工晾晒相比，机械化烘干可

以 摆 脱 天 气 和 晾 晒 场 地 的 影 响 ，随 时 烘

干，脱水速度快而均匀，粮食品质好，损失

小 。 近 年 来 ，我 国 不 断 改 善 粮 食 烘 干 条

件，将烘干机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范

围，推进环保烘干设施应用，加大绿色热

源烘干设备推广力度；鼓励支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粮食企业、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等为农户提供粮食烘干服务，助农减损效

果明显。

一次性干燥并不能一劳永逸解决农户

储粮安全问题。农村储粮方式落后，一些

农户往往把干燥后的粮食直接装入麻袋、

编织袋、竹围囤中，或者随意堆放在简易仓

库中，很容易发霉变质，被虫咬鼠吃。有关

部门通过实施农户科学储粮专项，为农户

建设经济、适用、防虫、防霉的标准化储粮

新装具，加强农户科学储粮技术培训和服

务。据测算，如果农户正确使用科学储粮

装具，能将损失降至 2%以下。

针对农户长期面临的“晒粮难”“储粮难”

等难题，有关部门强化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

设，在全国产粮大县建设了 5500多个粮食产

后服务中心，为农户提供代清理、代烘干、代

储存、代销售、代加工等专业化服务，一站式

解决种粮农户丰收后的烦恼。但粮食产后服

务中心建设成本高，投资回报率低，企业不敢

投、不愿意投，普通农户又用不起，推广难度

大。国家还须加大支持力度，在用地、用电等

方面给予政策

优 惠 ，加 大 粮

食烘干机购置

与应用补贴力

度 ，调 动 企 业

投 资 积 极 性 ，

降低产后服务

成 本 ，真 正 确

保 颗 粒 归 仓 ，

更好地保障粮

食安全。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

全大局，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

息和商业秘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

能 实 体 经 济 ，加 快 构 建 数 据 基 础 制 度 体

系。这是日前审议通过的《关于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的题中应有之义。深刻理解数据基础制度

的功能与作用，把安全贯穿数据治理全过

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数据是国家基础战略性资源和重要生

产要素，正在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

式的深刻变革。每一次社会经济形态变

革，都伴随新的生产要素出现，并带动社会

生产力跃升。随着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加

快 ，数 据 对 提 高 生 产 效 率 的 作 用 日 益 凸

显。对此，须加快构建我国数据基础制度，

形成与数据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将进一步推动我

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提供有力制度保

障。建立起符合发展规律、适应发展趋势

的数字基础制度，形成制度框架下的数据

行为范式，有助于促进数据要素健康有序

流动。同时，这还事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有利于数据充

分发挥要素作用，健全数据市场规则，降低

交易成本，激发社会创新活力。

进一步提升数据基础制度的安全系

数，须加强各方统筹协调，多措并举。

一是要以安全促发展，筑牢数据基础

制度发展的安全保障。数字安全作为数字

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核心内容，基本内

涵在于数据要素及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法

利用。应把安全贯穿于数据开发的全过

程。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基于加密、区块链等技术对数据

源进行保护、记录等。企业要坚持系统性、持续性的数据安全治

理，覆盖数据、业务、技术、管理等多个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将

数据安全治理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全过程，激活数据市场的活力与

张力。应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强化分行业监

管和跨行业协同监管。应打通技术与治理的双重通路，为数据安

全保护提供技术支持及法律、政策保障。

二是要以发展促安全，进一步增强安全防护能力。安全与

发展是一体两面，既要在安全的前提下激发数字经济潜能，又要

加强制度和安全技术建设，着力化解安全问题。一是探索合理

有效的数据要素产权、交易、分配制度，充分发挥数据生产要素

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二是依靠数字经济发展带动网络安全产业

增长，加强数据保护和监管的技术能力建设及研发投入；三是加

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和使用，增强全民数字素养，提升国家网络

和数据安全防护能力。

三是要探索监管与市场服务相结合的安全治理体系。应建立安

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安全治理制度，为数字经济夯实前行道

路。比如，有的城市通过立法积极鼓励数据安全产品与服务业发展，

提高数字安全投入水平。同时，有关部门应明确强化数字经济安全

风险防范的职责，促进数字经济均衡有序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高端智库
咨询专家）

近日，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

行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

开，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开展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全面

排查交通物流、水电气暖、地方财经

等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坚决整

治涉企“三乱”行为。一段时间以

来，各地对涉企乱收费、乱罚款、乱

摊派等现象进行了有效治理，但仍

存在落实降费减负政策不到位、借

疫情防控违规设立收费项目等问

题。各地应进一步加强督导检查，

广泛搜集企业对违规收费问题的反

映，跟踪专项整治行动的成效，形成

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切实维护企

业权益。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