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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组织秋粮收购是关键
把种粮农民的“好收成”变成“好收入”，关键环节是收购。粮食收购企

业要做好售粮服务，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要充分发挥作用，有关部门要加强

粮源调度等协同联动，形成保供稳价合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锻造竞争力

刘

典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各地秋粮

陆续开镰，新粮也已陆续上市。秋粮产量

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三，是全年粮

食的大头，秋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的重

中之重。有关部门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

购量 2 亿吨左右。做好秋粮收购，确保秋

粮颗粒归仓，关系农民种粮收益和粮食生

产稳定，关系粮食安全，更关系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大意不得。

今 年 秋 粮 生 产 多 灾 多 难 ， 着 实 不

易。秋粮丰收是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

有 关 部 门 预 计 ， 今 年 秋 粮 面 积 13.1 亿

亩、同比增加约 700 万亩，其中高产作

物玉米面积增加 1300 万亩，为秋粮丰收

奠定基础。然而，秋粮生产遭遇高温、

暴 雨 、 洪 灾 、 台 风 等 极 端 天 气 轮 番 侵

袭，局部地区粮食生产受损严重。在中

央、地方和广大农民共同努力下，通过

科学防灾减灾，最大限度减轻了灾害损

失。从目前来看，大部分地区秋粮长势

良好，有望再获丰收。各地正在抢抓农

时收割，确保粮食“丰收在手”。

把种粮农民的“好收成”变成“好

收入”，关键环节是收购。粮食能否卖个

好价，始终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今年

粮食价格高位波动，有利于农民卖个好

价。当前我国粮食收购已经形成以市场

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为辅的格局，

优质优价的市场化收购成为主导力量，

过 去 5 年 市 场 化 收 购 比 例 均 超 过 90%，

且稳步提高，近两年均在 95%以上。经

过多年市场历练，农民市场意识普遍增

强，看市场种粮，看行情卖粮，不再扎

堆卖粮，售粮节奏更趋均衡。有关部门

会根据粮食价格波动情况决定是否启动

水 稻 最 低 收 购 价 ， 确 保 农 民 种 粮 不 吃

亏，托住农民信心，真正做到市场化收

购和维护农民利益并重。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稳定农民

种粮信心至关重要。农民售粮服务无小

事，粮食收购企业要做好售粮服务，从小

处着眼、细节入手，采取更多接地气、易操

作、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卖“明白

粮”“放心粮”“舒心粮”。要充分发挥粮食

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利用好社会粮食仓储

设施资源，及时向农民提供粮食清理、烘

干、储存、加工、销售等产后服务，帮助农

民减损增收。遇到雨雪天气时，要重点抓

好烘干收储，为农户提供科学储粮指导，

坚决避免发生霉粮坏粮。

秋粮收购关系保供稳价。粮食收购

和保供稳价关系密不可分，收购工作做好

了，保供稳价就有粮源保障；粮食市场平

稳运行，收购工作就有良好环境。秋粮收

购跨度时间长，从新粮上市到来年 4 月

份，横跨中秋、国庆、元旦、春节、“两会”等

重要时间节点。做好秋粮收购的同时，一

定要确保粮食供给、市场不出问题。加强

监测预警，做到苗头问题早发现、对策措

施早研究、处置应对早行动。要从粮食产

购储加销全链条着眼，加强粮源调度、加

工销售、库存投放、储备调节、应急供应等

协同联动，形成保供稳价合力。国家有关

部门要适时优化政策性粮食投放安排，保

障市场粮源供应。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引

导稳定社会预期，防止出现恐慌性抢购。

严肃查处压级压价或“打白条”“转圈粮”

“以陈顶新”等坑农害农违法违规行为，维

护粮食市场秩序。

秋粮收购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

局之年，前 8 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向

好态势，但也要看到，国际环境依然复

杂严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

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因素叠加，持续恢

复基础仍需巩固。抓好粮食收购，保持

市场平稳运行，有利于维护宏观经济回

升向好态势。今年粮食生产多番遭受自

然 灾 害 ， 粮 食 问 题 引 发 全 社 会 高 度 关

注 。 有 序 组

织 粮 食 收

购 ， 持 续 释

放 积 极 信

号 ， 有 利 于

稳 定 社 会 预

期 ， 增 加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

幸 福 感 、 安

全感。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整

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

产力的提出，深刻融入到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和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当中，引领经济

发展走向更加高效、智能、可持续和具有竞

争力的新时代。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核心在于促进生产力

与产业扩张之间的良性互动。区别于传统生

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新产

业为主导，以产业升级为方向，通过互联网和

数字技术等创新要素构建平台经济和产业数

字化、数字产业化等新的经济形态，加快推动

了我国前沿创新产业的一体化进程。例如，上

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等创

新载体，吸引和孵化高科技企业和创新项目。

新质生产力使得传统生产方式产生了质的变

化，促使产业加速实现转型升级，创造出新的

业态格局。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在经济活动

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在鼓励平台经济、

引领经济发展新方向的同时，也是迈向符合高

质量发展要求的新路径，为我国新兴产业发展

注入了新动能。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布局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未来产业作为新质

生产力驱动发展的趋势，对技术和产业模式的

颠覆性更强，很有可能成为战略新兴产业甚至

是主导产业。不过，这一产业还处于萌芽阶

段，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大，培育周期长，因此增

强对未来产业的布局和规划，就是对未来的战

略新兴产业的提前布局，为新兴产业做好接续

储备。比如，北京印发的《北京市促进未来产

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面向六大领域，意在打

造未来产业策源高地。为积极孵化人工智能、

5G 通信、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北京在海淀、朝阳、石景山、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等区域，提前布局区块链、物联网、量子

技术、细胞医疗等未来产业，让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前后衔接、有机结合。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鼓励

开创新领域、新赛道、新市场，加速打造支柱产业，取得了新兴领域的一

系列重要突破，释放出强有力的生产潜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迅速

壮大，尤其在 5G 通信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和卓越成就，使我国成为

全球最大的 5G 市场，推动了 5G 商业化进程，并在相关技术研发、设备制

造以及应用创新等领域保持了领先地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超过 13%，发展势头强劲。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目的在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兴产业

的涌现和蓬勃发展，离不开新质生产力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我国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和保障。当然，高质量发展并不仅限于单一维

度，而是涵盖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以及共享发展等多个方

面，这些目标的实现和引领都需要创新作为核心推动力，也需要新质生

产力作为稳固支撑。

基于此，我国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就要求形成良好的政策环

境和创新生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应合力发展、积极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为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动能。

近日，广东、福建、甘肃等地公安机
关侦破一批涉节日食品犯罪大要案
件，有力净化食品市场秩序，保障人民
群众节日餐桌安全。公安部公布了 10
起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公安部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准确把握当
前食品安全犯罪形势，紧盯月饼、肉制
品、调味品、酒水饮料等节日市场热销
食品，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表
示，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入推进“昆仑
2023”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食品安全
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对“两超一非”、
农兽药残留超标、掺假造假等各类突
出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重拳出击、露
头就打，积极协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
整治力度，坚决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