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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萌

春分时节，东北地区最后一丝寒意
伴随着热火朝天的收储工作渐行渐远。
随着气温的回升、春耕的临近，玉米收储
迎来又一个高峰期。自2023年9月新季
粮食上市以来，玉米收储格外牵动人
心。为了稳定农民种粮信心，今年1月中
旬起，国家有关部门在东北等玉米主产
区增加国产玉米收储规模，中储粮加大
在这些地区的国产玉米收储力度，积极
发挥稳市场、强信心的作用，切实守住农
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近日，记者深入中储粮东北地区粮
食收储点，见证科技利器支撑实现藏粮
于库，贴心服务保障农民舒心售粮，切实
感受大国粮仓的底气和农民幸福感、获
得感的提升。

存粮卖得出，春耕不误时

“大叔，您带身份证了吗？”在吉林省
舒兰市中储粮舒兰直属库收购一站式服
务中心，购销科工作人员刘冰正耐心地
向水曲柳镇路家村粮农杨德强介绍入库
流程，“用身份证到窗口登记制卡，然后
拿着一卡通扦样、化验、检斤，之后就可
以进入库区卸粮。”

舒兰直属库的热心服务让杨德强感
到温暖：“我来这里卖粮10多年了，这次卖
了8000斤左右，钱款很快就收到了，购置
春耕农资完全赶趟，不耽误4月种水稻。”

春节过后，政策稳市效果逐渐显现，
带动深加工、大型贸易商主动入市，玉米
市场呈现企稳回暖态势。目前，中储粮
在东北等地区启动国产玉米增储收购库
点100余个，中储粮收购价格高于同一地
区其他市场主体并保持阶段性稳定，积
极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购，促进农户余
粮销售变现，投入春耕备耕。

舒兰直属库相关负责人程瑾华介
绍：“收购高峰时，每天送粮车辆 150 余
车、6000 吨左右。为了让农户把手里的
粮卖出去，不耽误接下来的春耕生产，我

们加班加点延长收购时间，增加卸粮口，
尽量保证农民当天卖粮、当天卸车。”

除了加班加点干，在辽宁省沈阳市
中储粮沈阳直属库的租仓库点广隆达库
区，每个工作人员都是多面手。中储粮
沈阳直属库仓储科负责人刘杰，自 1 月
19 日驻库以来就一直驻守在租赁库点
内，没有回过家，除了承担本职工作外，
还会到库门口为粮农提供宣讲服务。

“这边粮农的储粮方式大多为‘地趴
粮’，我们会给予一些粮食储存的建议，如
果达不到中储粮收储标准，也积极帮忙协
调到其他收粮点卖粮，这样农民来年种粮
依旧有信心。不仅‘回头客’越来越多，还
有农户主动帮忙到村子里宣传。”工作得
到认可，刘杰觉得荣誉感满满。

吉林省永吉县口前分库一站式服务
中心内，口前镇五里河村粮食经纪人方
伟在等粮食卸车的间隙，抽空与农资供
应商打了个电话。“之前卖粮，粮贩子会
拖欠粮款，特别是这个时候，等着钱买农
资，只能干着急。来这里卖粮，粮款到账
有保障。今年的农资已经预定好了，春
耕进度提前，还能休息几天。”方伟觉得
很踏实。

智能化扦检，“认粮不认人”

“排排高大平房仓，仓前粮车排
成行，机声轰鸣金龙舞，玉麦欢歌飞入
仓……”这不仅是赏心悦目的收储景象，
更是一场严峻的“收储大考”。

在口前分库门前，一辆辆满载玉米
的大型货车排成长队，工作人员细心指
引售粮人做好登记。口前分库相关负责
人张波介绍：“我们十分注重服务，每个
库都建有一站式服务中心。”

在库点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这边
工作人员加紧收购玉米，忙得脚不沾地，
那边一站式服务中心里，售粮人一派悠
闲。从入门取卡到称重检斤，十几分钟
时间，方伟的这车粮已经开始卸车，他只
需待在暖和的一站式服务中心里，通过

“惠三农”App查看售粮信息。

“早年卖粮只能在外面冻着，现在不
仅可以提前在网上预约卖粮，等候时还
能在这里充电、喝热水、吃简餐。”方伟非
常满意这里的服务。

在舒兰直属库门口，家住莲花乡黄
金村的种粮大户杨跃忠正看着自己的第
21 车玉米驶入库内，准备进行扦样检
验。“我这车粮已经登记完了，基本不需
要再做什么了，这里‘认粮不认人’。”杨
跃忠打趣道。

舒兰直属库相关负责人李明解释：
“‘认粮不认人’就是入库之前秉持盲检
原则，避免人为因素干扰，更好地防风险
保安全。”盲检的实现，有赖于中储粮自
主研发的智能扦检设备，该设备首次实
现小麦、稻谷、玉米、大豆四大粮食品种
的无人智能扦检。

在广隆达租库点，中储粮沈阳直属
库的驻库人员——仓储科分管检验工作
的负责人郑阳每天早上 6 点就会到达检
验室提前做准备工作。6点半，伴随着抽
风管道的呼呼声，第一份“匿名”扦样玉
米被输送至检验室，一天忙碌的工作就
这样充满仪式感地开启了。

“收购中，我们逐车检测食品安全指
标，在检验中采用更准确的试纸进行检
测，一车的检验成本约120元。”郑阳一边
操作仪器一边介绍。

“检测过程中，我们逐车留存样品，
以便之后的抽检。”中储粮沈阳直属库派
驻在广隆达租库点的相关负责人许昌宝
说，“除了入库之前的逐车质量检查，入
仓后还会根据货位形成的进度，在仓容
达到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和满
仓时进行跟踪检验。”

技防加技控，保障“安心粮”

“中储粮直属库在2023年实现了‘技
防技控’信息化建设项目全覆盖。”中储粮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通过引入物联网
新技术、智能化新设备及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算法，优化智能出入库、数字仓储、实时
粮情、AI预警等系统集成，有效避免“转圈

粮”，实现粮食收储全过程、全链条、全覆
盖信息化监管，保障收储“安心粮”。

舒兰直属库这批玉米收储已进入尾
声，随着玉米的陆续入库，满仓的玉米进
入到另一个关键期——静态储存期。

该库仓储科工作人员吴青松负责管
理的库在前两天已经满仓，他与这个“老
伙计”新一轮的相伴开始了。入库时盯
着装粮，静态储存期每周两次的定期会
面，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理，出库时挥手告
别，就这样，吴青松守护满仓的粮食，不
知不觉已有20多个年头。

吴青松负责的平房仓高8米，储粮量
6800 吨。沿着白色的梯子爬上粮仓，进
仓前要进行严格的人员登记。打开仓
门，伴随玉米香的凉气扑面，能够看到粮
面平整，玉米色泽金黄。沿着踏粮板走
了几步，吴青松先检查了粮食挂壁、仓内
密闭情况，然后蹲下身，从玉米中扒拉出
一条蓝色的线。

“这是粮情检测电缆，一个仓要埋120
余条，每条长度在 8米左右，玉米储存温
度控制好，就成功了一大半。”舒兰直属库
相关负责人陈维良介绍，粮情检测电缆形
成4层12行6列288个检测点位，通过信
息化技术，能够及时检测异常情况，并实
现智能降温，有效提高粮食品质。

“冷空气对于粮食储存而言是个‘宝
贝’。”中储粮沈阳库相关负责人王飞介
绍，“冬天寒冷的天气给了我们灵感，中
储粮首创了内环流控温技术。”

内环流控温技术是一种低温储粮技
术。在冬季，通过自然通风在粮堆内部蓄
积冷源；到了高温季节，这些冷源会通过
仓内安装的配套环流设备，经过仓内管
道、粮堆和通风笼进行循环，以均衡粮温，
实现低温准低温储粮，储粮绿色保鲜。

“内环流可以使平均粮温常年保持在
25摄氏度以下。”舒兰直属库仓储科负责
人郭德勇介绍，通过内环流的应用，能有
效控制储粮有害生物的生长繁育，延缓储
粮品质变化，该技术目前已经在东北等地
区广泛推广，为粮食安全筑牢防线。

种粮卖粮添信心 安全储粮有利器
——东北地区玉米收储一线见闻

河北涞源县：
农技小分队活跃在田间

□□ 肖淑静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听了你们的建议，我今年准备尝试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近日，在农技人员现场指导下，河
北省涞源县东神山村村民李小君一边查看自家田
块土壤湿度，一边满怀信心地说。

这是涞源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成立春耕备播小
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技培训和宣传的一个
场景。

“小分队从种植时间、种植要求、施肥种类等
方面给我们免费培训，有他们的技术保驾护航，我
们心里踏实。”李小君说。

连日来，涞源县农业农村局安排技术人员组
成农技宣讲小分队，对玉米单产提升、化肥减量
增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农业生产技术进
行宣传。截至目前，共派出技术人员 98 人次，宣
讲 56次。

据涞源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春雷介绍，目
前涞源县储备农家肥 9 万方、化肥 1.1 万吨、农药
75吨、农膜25吨、各类农作物种子60万公斤，春耕
农资供应保障充足。

在保证农资供应的同时，涞源县还同步开展
农资市场整治专项行动，出动 85人次对县内农资
市场进行检查，特别加大对流动农资摊点的检查
力度，并对农资市场经营主体开展法律法规培训。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诗瑀）近日，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国主产区各类粮
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 1.7 亿吨，整体收
购进度达8成半。

眼下，全国秋粮收购进度加快，玉米
等收购价格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在陕西
黄龙、江苏浦口、山东武城、四川盐亭等
地，粮食储备企业加大收储力度，深加工
企业、贸易企业开始多建库存，促进农户
余粮销售变现，更放心投入春耕生产。特
别是东北地区农民售粮节奏加快，上市量
不断增加，收购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玉米
单日收购量基本稳定在90万吨左右，总量

超过8000万吨。
“可以说，东北地区玉米收购‘大头’

落地。不少玉米深加工企业满负荷生产，
收 购 价 格 也 比 春 节 前 每 吨 上 涨 100
元-180元。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秋粮收购
量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秋粮收购预计于 4 月底结
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持续抓好
秋粮收购工作，指导东北地区和有关企业
认真落实各项收购政策，指导重点省份加
强产销衔接，引导农民有序售粮，确保秋
粮旺季收购圆满收官，坚决守住农民“种
粮卖得出”的底线。

全国秋粮收购过8成 总量超1.7亿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卫哲）又是一年好时候，荔枝红润满梢
头。3月 24日，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万
冲镇的“桂早荔”荔枝集中开采，这是我国
今年最早上市的荔枝。

目前，乐东荔枝种植面积 7000 亩，进
入收获期的荔枝有 5000 多亩。乐东县副
县长何国慧介绍，“桂早荔”每年 3月中旬
开采，比国内其他主产区提前上市两到三
个月，具有卖价好、供不应求的特点，开采
价一般在每斤50元左右，产品主要销往北
京、上海等各大城市。

海南是荔枝的原产地之一，具有丰
富的种质资源和悠久的栽培历史。近年
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发展，把它作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海南省农业农
村厅谋划建设了包括荔枝在内的 17 个全
产业链。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利强介
绍，在荔枝全产业链发展上，海南省农业
农村厅重点围绕四个关键词做好文章。
围绕“全”，建立全产业链工作机制，统筹
解决荔枝从产到销全产业链发展中的问
题；围绕“早”，加强早熟荔枝新品种选育
推广，同步推进配套关键技术研发应用；
围绕“种”，制定发布了荔枝全产业链技术
规范地方标准，建成30多家荔枝标准化生

产示范园和荔枝产业园，探索形成以生态
调控为核心的病虫害综合防控和统防统
治技术体系；围绕“销”，持续加强海南荔
枝品牌宣传，举办形式多样的产销对接活
动，努力把消费者舌尖上的“抢鲜”美味变
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据统计，2023 年，海南全省荔枝种植
面积35万亩，产值28亿元。张利强称，荔
枝在促进海南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
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南省农业农村
厅将加大培育发展力度，在早熟优质品种
选育、生产管理技术规范、产后处理和品
牌营销上持续发力。

乐东荔枝开采上市当天，海南省荔枝
产业技术体系正式启动。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副院长、海南荔枝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王家保说，乐东作为早熟荔枝的
重要种植基地，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荔枝
规模化上市的“第一枪”，开启了2024年荔
枝新的收获。下一步，产业体系将聚焦海
南荔枝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难点和堵点问
题开展科技攻关，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促进海南荔枝产业提质增效，推进海
南荔枝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
学家陈厚彬称，海南属特早熟、早熟荔枝
产区，产期早，可以争取有好的开头，发挥
价格标杆和后续带动作用。

最早上市荔枝在海南乐东开始采摘

湖南道县：翻耕水田备春耕
进入春耕备耕关键时节，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白马渡镇樟武坊村，村民忙着翻耕水田，准备进行早稻育秧。

何红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嘉伟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农优品牌 振兴先锋
广告

武汉农博会展

本报讯（李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范亚旭）春风正劲，春管正忙。眼
下，河南省睢县86.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拔
节期，正是小麦群体结构和产量形成的关
键时期，也是小麦水肥需求高峰期和病虫
害防治的重要时期。睢县农业农村部门
选派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因
苗施策，抢抓农时做好分类管理，促进小
麦苗情转化升级。

3 月 25 日，在睢县董店街道赵楼村，
商丘市科技特派员、睢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站长王中玉带领“农技服务小分队”4名队
员，对种粮大户李岗种植的麦田进行踏查
指导，同时科学指导李岗利用无人机为小
麦喷施预防早期病虫害的农药。

“过去老话常说‘庄稼活不用学，别人
咋着咱咋着’。我作为一名‘新农人’，深
信‘农业活必须学，学好科技好干活’。按
照专家的指导，我这100多亩地，用1架无
人机，不到 3个小时就打好药了，省工、省
时、省力，喷洒还均匀。”李岗高兴地说。

为加强春季麦田管理，睢县农业农村
局充分发挥“农技+农机”的作用，强化春
管技术服务，指导农民因地因苗施策、科
学分类管理，做到合理肥水、科学防控病
虫害，确保田管措施落实到位。

“目前，田间小麦要抓好肥水管理，以

‘促弱稳壮、促苗转化、促穗发育’为目标，
分区精准把控、分类精准施策，对三类弱
苗和叶片受冻麦田，突出‘早’字，抓住返
青起身期，早划锄、早追肥，促苗早发快
长；对一二类麦田，坚持促控结合，抓牢起
身拔节期，适时浇水追肥，保苗稳健生长；
对有旺长趋势麦田，做到以控为主，适当
推迟肥水管理，通过深锄断根、化学调控，
控旺转壮。”王中玉提醒。

除了利用植保无人机飞防田间病虫
害，农技人员还现场向10余名闻讯而来的
村民讲解了小麦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使
群众种田更加科学精准、方便省心。

截至目前，睢县86.5万亩小麦长势良
好，一二类苗占比为 96%，比冬前提高 10
个百分点，出动农技人员600人次、悬挂宣
传条幅 500 余条、发放技术明白纸 6 万余
份，追肥80万余亩。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我们将
科学指导农民因地因苗细化春季麦田管理
措施，视墒情浇好起身拔节水、施好拔节孕
穗肥，促穗大粒多，力促苗情转化升级。同
时，要做好小麦其他病虫害统防统治和拔
节期干旱、孕穗期‘倒春寒’异常天气防范
应对工作，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产丰收，为
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睢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传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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