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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大米产区加快恢复农业生产
黑龙江省五常市以大米闻名于世。2022

年，五常优质水稻产量达 130 万吨，生产成品

五常大米 70 万吨。8 月 2 日以来，受持续强降

雨影响，五常市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部分

农田被淹，引发社会关注。五常市受灾对我

国粮食安全影响几何？记者近日在五常市进

行实地探访发现，目前，五常市境内河流水位

已经下降，各方在积极进行灾后重建，农业生

产恢复有序展开。

洪灾影响正在评估

记者来到五常大米核心产区龙凤山镇，

东兴村潘家屯村民裴凤波领着记者来到自家

被淹的水稻田，掐断一把稻穗说：“现在水稻

正处于扬花灌浆期，最怕水淹，你看这些水稻

粒都是瘪的。”

裴凤波种植 150 多亩水稻，其中被淹的 80

多亩地块主要处于牤牛河沿岸，剩余地块的

水稻长势良好。“村里 80 多岁的老人说他们从

来 没 见 过 持 续 下 这 么 大 的 雨 ，发 这 么 大 的

水。沿河的农田基本上都受灾了，低洼地块

也有内涝。”裴凤波说。

东兴村党支部书记裴凤双在牤牛河堤坝

上指着远处的稻田告诉记者，通过水稻颜色

就能大致判断受灾轻重情况。“你看那些远处

泛着绿色的地块，水稻只是过水，没有长时间

被淹，顶多影响产量。你再看看近处发灰的

地块，是水稻被淹后污泥残留在叶片表面，这

些水稻受灾就很严重。”裴凤双说。

五常市境内有牤牛河、拉林河过境，正是

充足的水源、肥沃的黑土、优良的生态，造就

了五常大米的优质口感。不过，持续的强降

雨让牤牛河、拉林河的水位上涨，冲破堤坝，

导致河道两侧农田受灾严重，水稻、玉米大面

积倒伏。但一些地势较高或排水较好的地

块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据悉，五常市水稻种植面积约为 250 万

亩，这次洪灾造成一定程度减产，但具体损失

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评估。

尽量减轻农户损失

在民乐朝鲜族乡民乐村的水稻种植示范

园区，水稻长势喜人，颗粒饱满，种植户正在

喷施叶面肥。尽管还能从稻株上看见水渍痕

迹，但目前稻田内并没有明显积水。

“这里并没有发生内涝，得益于良好的排

灌系统，田间沟渠相连，稻田内的积水能够及

时外排。”民乐村党支部书记沈洪燮告诉记

者，民乐村共有 9576 亩水稻田，其中 1400 亩稻

田不同程度受灾，沿河地块受灾严重。村里

将动用农机免费为受灾农户进行秋收，保证

来年正常耕种。

“损失肯定是有，但具体损失情况还要观

察今年的秋收数据，和往年数据进行对比。

不能光看受灾地块的多少，还要看最终的影

响程度。”五常市的一位干部认为，农田抗旱

排涝工作要摆上更重要位置，未来要加大高

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实现“旱能灌、涝能排”。

针对农户关心的保险理赔等问题，目前

五常市 70%的地块都投了农业保险，在一定程

度上能减轻农户损失。“灾情发生后，我们立

即启动了种植业保险大面积灾害应急处置预

案，24 小时接受农户报案，开展灾情查勘定

损，及时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启动预赔付机

制。灾情发生后第 3 天，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

司五常支公司已将 355 万元预赔款发放到 971

户农户手中，为受灾农户恢复生产生活提供

资金支持。”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五常支公

司经理关秋艳说。

哈 尔 滨 市 也 加 大 了 对 五 常 市 的 帮 扶 力

度。8 月 10 日，按照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统一

部署，121 名市直机关干部下沉到五常市，并

连夜分成 60 个工作队进驻受灾帮扶村。连日

来，工作队入户查灾核灾，统计地块、基础设

施受损情况，帮助受灾户进行修整，全力开展

灾后重建的组织协调工作。

努力实现以丰补歉

目前，五常市农业生产正在有序恢复，当

地成立灾后技术指导组深入受灾地块“一对

一”帮助恢复生产。“我们正通过加强灾后自

救尽可能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五常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守欣告诉记者，目前，当地

对受灾区域和地块全力抢排田间积水，已抢

排 42 万亩。全面加强田间管理，提早落实防

早霜促早熟措施，科学防控病虫害，力争少减

产或不减产。未受灾区域水稻长势良好，对

未受灾区域和地块，要满足肥水供应，力争多

增产，努力实现以丰补歉。

“灾情会对五常大米的供应和价格造成

一定影响，但影响有限，不太可能产生太大波

动。”五常市大米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张野认

为，五常大米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抗风险能力

强、韧性足，不会因为局部受灾而影响整体产

业良好发展态势。围绕巩固提升大米产业

链，五常市将有针对性加强帮扶力度，帮助农

户、企业渡过难关，推动五常大米产业行稳致

远。行业企业也自发捐款，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 62 家大米企业捐赠 317 万元用于抗灾救灾。

针对农田受灾可能导致粮价大幅上涨的

传言，五常市地大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磊

给出了不同答案。“一方面，受灾地块有限，部

分水田受灾来水快、去水也快，对五常市整体

粮食生产影响有限；另一方面，今年以来，粮

价虽呈现上涨趋势，但涨幅空间有限，暴涨

的可能性更低。五常市水稻主栽品种稻花香

2 号价格一直处于高位，不太可能因为局部受

灾而出现价格大幅上涨的局面。”张磊说。

五常市振禾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立龙

认为，五常大米的种植面积在全国稻谷播种

面积中所占比重很小，局部受灾不会影响全

国粮食生产的大局。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农业

生产自救，但从长远来看，还要提升五常大米

品牌美誉度，保证五常大米品质，赢得更多消

费者青睐。“作为企业，我们要力争生产更多

的优质五常大米，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周立龙说。

□ 本报记者 吴 浩

东北暴雨对粮食作物影响几何
本报记者 郭静原

连日来，东北地区受持续性强降雨影

响，吉林北部和西部、黑龙江南部、辽宁

西北部等地部分稻田遭洪水重创。其中，

黑龙江省五常市、吉林省舒兰市等地，一

些处在低洼处或沿江河地块的稻田被水淹

没，部分稻田水深达 3 米多。

中央气象台正研级高级工程师赵秀兰介

绍，8月份以来，接连两个影响东北的台风

打乱了水稻的正常生长节奏。当前，大部分

水稻正处于抽穗扬花阶段，最怕被水淹。如

果稻田水位过高，超过水稻耐涝程度，极易

引发花药败裂、柱头过湿等情况，导致水稻

授粉不良或无法授粉，容易形成空壳，增加

空秕率。同时，多降水天气还伴随日照偏

少，对水稻开花授粉也有不利影响。所以，

受涝严重会造成水稻减产。

暴雨给其他粮食作物带来的威胁也不

容小觑。黑龙江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

程师曲辉辉表示，此次强降水导致黑龙江

部分低洼地块出现内涝，内涝区域内，玉

米播种面积最大。日前，黑龙江北部部分

地区玉米正处于吐丝期，黑龙江全省大部

分地区玉米进入灌浆乳熟期，长时间的积

水浸泡会让玉米植株根系养分吸收受阻，

生理活动受抑制，吐丝和籽粒灌浆速度都

有所减慢。

大豆的处境与玉米相似。“当下正处

于结荚至鼓粒期的大豆，在遭受渍涝灾害

后 ， 将 发 生 结 荚 缓 慢 、 长 势 偏 弱 等 情

况。”曲辉辉说，台风“卡努”带来的风

雨影响范围与前期部分农田渍涝灾害区高

度重叠，会加重农田湿涝灾害。玉米、大

豆等旱地作物根系通气不良容易缺氧，少

数低洼地块作物可能受淹严重，导致植株

早衰或死亡。

风雨天气下，粮食作物还容易发生倒

伏。曲辉辉告诉记者，湿涝农田土壤水分

饱和、土质松软，若同时伴随大风，作物

倒伏概率将增大。倒伏后，田间环境郁

蔽，作物营养输送和后期灌浆速度都会有

所减慢，进而影响作物生长。

积水时间越短，粮食作物存活和挽救

的希望就越大。黑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站

研究员杨微表示，涝害偏重地区要加大排

涝力度，要尽快分次排水，查苗洗苗扶

苗，及时追肥。

近期，国内一些景区的摆

渡车服务出现与门票捆绑销

售、收费过高、起点和终点规

划不合理、分段乘坐等问题，

引来不少游客的吐槽和质疑。

景区摆渡车究竟是载客还是

“宰客”？

景区摆渡车的出现有其合

理性，主要是为了解决景区周

边停车困难的问题，缓解因自

驾游客过多导致的停车压力，

保护景区自然环境。此外，因

部分景区路况复杂、驾驶难度较高，统一的摆渡车和有

经验的司机团队也便于保证游客安全。不过，个别景区

强制游客乘坐摆渡车，甚至挪动大门位置，其目的不是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舒适便捷的服务、保护核心景区资

源，而是为了增加收入故意增加游客交通成本，这违背

了设置摆渡车方便游客参观的初衷。

近年来，在有关部门严格控制景区门票价格过快

上涨的情况下，一些景区无法从门票收入中获得更多

利润。为了扩大营收，一些景区将景区交通作为新的

盈利点，甚至故意延长游客集散中心到核心景区的距

离，或将景区交通和门票捆绑销售，迫使游客购买车

票，以此来提高摆渡车的价格和上座率，变相提高景

区经营收入。

摆渡车行驶距离和收费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上述

行为不仅损害了游客利益，也有违相关法律规定。我国

旅游法规定，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有

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利用公共资源建设

的景区的门票以及景区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

收费项目，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严格控制价

格上涨。也就是说，游客拥有自主选择徒步或乘坐景区

摆渡车抵达参观地点的权利，景区不能强制或变相强制

其乘坐摆渡车，也不能对景区内的项目和交通工具随意

定价。

事实上，利用摆渡车“宰客”无异于饮鸩止渴，

虽 然 短 期 内 增 加 了 景 区 收 入 ， 但 长 期 来 看 不 仅 不 利

于 增 加 收 入 ， 还 会 引 起 广 大 游 客 的 反 感 和 抵 触 ， 导

致 客 流 量 下 降 。 从 长 远 考 虑 ， 景 区 应 想 方 设 法 降 低

游 览 门 槛 ， 合 理 控 制 门 票 价 格 和 交 通 费 用 ， 丰 富 景

区 产 品 和 服 务 ， 深 入 挖 掘 景 区 自 然 和 人 文 资 源 ， 提

升 核 心 竞 争 力 。 应 努 力 围 绕 核 心 景 点 完 善 附 近 餐

饮 、 住 宿 、 文 化 等 配 套 设 施 ， 激 发 游 客 在 景 区 内 二

次 消 费 的 潜 能 。 文 旅 和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也 应 加 大 监 管

力 度 ， 依 法 处 置 景 区 变 相 强 制 游 客 乘 坐 高 价 摆 渡 车

的 行 为 ， 引 导 景 区 转 变 经 营 思 路 ， 规 范 经 营 行 为 ，

确保长期可持续运营。

别让载客变

﹃
宰客

﹄

李和风

利 用 摆 渡 车“宰

客”短 期 可 能 会 增 加

收 入 ，长 期 则 会 损 害

景 区 声 誉 ，无 异 于 饮

鸩止渴。景区应通过

丰 富 产 品 和 服 务、深

入挖掘景区自然和人

文资源等手段提升核

心 竞 争 力 ，激 发 游 客

在景区内二次消费的

潜能。

全方位提升能源供给能力
今 年 以 来 ， 北 半 球 连 续 遭 遇 高 温 热 浪 袭

击，我国北方也出现了历史罕见的高温天气。

在高温天气下，生产生活用电增加将对能源供

应和能源结构产生哪些影响？如何进一步做好

能源保供工作？

在传统能源供应方面，高温带来夏季空调

等负荷需求大增，对电力总需求和峰谷需求都

会产生明显影响，不仅加大了传统能源电力供

给压力，也带来更大的长短周期调峰需求。

为做好能源保供工作，在供给侧方面，要

做好燃料供给保障，以满足负荷短期大幅增长

所带来的燃料需求；加强备用电源建设，在大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的同时加强

天然气管网和 LNG 接收站优化布局，加强天然

气调峰电站建设以及燃煤电站调峰改造，做好

极端气候事件应急响应储备工作；加强电网间

的互联互通，以进一步提高电网调控能力；大

力推动智能电网建设，提高电网的数字化智能

化调控水平；加强设备管理和维护，在需要时

最大限度发挥既有设备的供给能力。

在需求侧方面，进一步强化节能和提高能

效工作，特别是推进系统节能，从源头上降低

需求侧能源消费；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加强生产工艺的短链化和柔性化技术研发与应

用，努力提升需求端对能源供给波动的响应和

适应能力；加快东部需求侧抽水蓄能、重力储

能等大规模调节设施建设，加强新型化学储能

的技术研发与示范，以应对短期极端天气对需

求端的影响；在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的基础上，

开展 V2G 试点示范，充分挖掘电动汽车在需求

侧的调峰潜力；优化阶梯电价和峰谷电价制

度，以价格手段加强需求侧调节。

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比重的快速提升，极

端气候对可再生能源稳定供给的影响也越发明

显。从近年来西南地区情况看，极端气候对水

电发电量影响明显，不仅对本地电力供给产生

了冲击，也对西电东送输入省份产生了明显影

响。同时，夏季高温使空调等用电负荷需求大

幅增长，进一步加剧了电力供给紧张状况。

对同为西电东送主要基地，水电占比均为

八成左右的四川、云南两省而言，目前还缺乏

解决极端气候带来的能源供给影响的手段和措

施，不论是抽水蓄能还是化学储能等储能调节

技术，都只能用于短期调节。

对此，除进一步与西北电网以及临近的东

南亚国家电网等加强联通和协调外，增加天然

气发电、煤电调峰改造等调节及备用电源建设

是当前能采用的应对措施。

风电、光伏等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受

极端气候影响同样明显。研究显示，气温超过

25 摄氏度时，温度每升高 1 摄氏度，光伏电站

的发电量会降低 0.5%左右。晶硅太阳能电池在

温度为 20 摄氏度左右时，其输出功率要比在 70

摄氏度时高大约 20%。夏季高温天气不仅会导

致空调等电力负荷需求明显上升，同时也会降

低光伏电站的发电效率，进而产生更大的电力

供应缺口。同样，极端气候也会对风力发电产

生明显影响。

相对水电而言，风电以及太阳能发电受极

端气候影响时间期限更短。因此，其供给调节

主要是短期调节。

面对极端天气的影响，要如何做好应对？

在 加 强 天 然 气 调 峰 电 站 建 设 、 煤 电 调 峰

改造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抽水蓄能电站

的建设力度，加快化学储能技术研发，并尽

早实现商业化。储能技术已成为制约光伏等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瓶颈。除传统的抽水

蓄能、化学储能技术之外，加强高效重力储

能、液流储能、固态储氢等新型储能技术研

发及示范应用也很重要。此外，加快第四代

核电机组的技术研发和商业化应用也是未来

的主要应对措施之一。

面 对 极 端 气 候 与 能 源 供 给 之 间 的 复 杂 关

系，要未雨绸缪，进一步加强各种电力调节技

术的研发与应用。在未来能源转型过渡期，极

端气候的频度与强度仍会进一步增加，因此，

在储能瓶颈未得到明显突破之前，要努力做好

发展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之间的平衡，针对

我国不同区域的电力结构特征，以及短中长期

的不同特点及问题，提前谋划，做好超前规划

和布局，尽最大努力降低极端气候对能源供给

的影响和冲击，保证电力供给的稳定持续。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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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浙江省温岭市东部松门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现场，工人将预制桩压入滩

涂。该光伏电站是温岭市南海涂 70 万千瓦容量滩涂渔光互补项目的一期工程。项目全部完工

后，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滩涂光伏电站，年发电量预计达 7 亿千瓦时。 刘振清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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