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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郭诗瑀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在任何时候都是维护社会稳定
和经济发展的基石。

近日，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获悉，2023 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
结束，截至 4 月 30 日，主产区各类粮食
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 2 亿吨，收购总量
创近年新高。今年夏粮收购各项准备
已基本就绪，预计夏粮旺季收购量约
7000 万吨，较去年略有增加，其中小麦
约 6300 万吨。

秋粮收购创新高 优质优
价特征明显

秋粮收购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四分
之三，且涉及品种多、范围广、数量大，是
全年粮食收购工作的重中之重。

秋粮主要包括中晚籼稻、粳稻、大
豆和玉米，旺季收购期一般分别于 1 月
底、2 月底、3 月底、4 月底结束。整个
旺季收购过程中，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始终把抓好粮食收购作为保护种
粮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的重要抓手，作出全面安排部署；整个
旺季收购过程中，根据不同阶段不同
情况，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针对
性 政 策 措 施 ，保 障 了 收 购 工 作 顺 利
开展。

“目前，主产区待售余粮已经不多，
这部分粮食，农民朋友将根据市场行情
择机择价销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副局长秦玉云介绍。

秋粮上市后，主要粮食品种价格走
势趋稳。稻谷价格高开稳走、行情好于
上年，且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中晚籼稻、

粳稻收购均价一直高于上年同期，优质
品种价格普遍较普通品种每斤高 0.2 元
以上。

秦玉云表示，由于价格较高，南方省
份均未启动稻谷托市收购，黑龙江启动
时间较上年晚了一个月，且收购数量明
显下降。春节后，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
落地生效，玉米、大豆收购价格企稳回
升。以黑龙江玉米为例，春节前大体在
每斤1.05元左右，春节后上涨了0.05~0.1
元，近期稳定在1.1元左右。

夏粮收购靠前谋划 收购
量预计同比增加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主要
包括夏收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眼下，全
国夏粮正陆续成熟，全国即将进入“三
夏”大忙时节，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
展开。

在河南滑县小铺乡，种粮大户王付
强望着刚完成灌浆期浇水后的麦田，对
今年小麦丰产丰收信心十足：“这一次浇
的是灌浆水，同时加以适时适量施肥，今
年每亩能增产200斤左右。”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冬小麦和
冬油菜种植面积稳中有增，苗情长势好
于去年和常年，如后期不发生大的自然
灾害，将再获丰收。

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指导
下，各地围绕“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
收粮、有车运粮”等积极开展工作。

在安徽望江县雷池镇杨长村，约800
亩小麦已经开镰收割，杨长村种粮大户
周小林看着 6 台联合收割机作业满脸欣
喜：“以前小麦快到收获时，要提前找好
农机、烘干厂、销售公司，现在有了镇上
统一安排的麦收服务，省心多了。”

这只是夏收备战的一个缩影，在江

西，修订完善了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
基金管理办法，进一步降低市场化收购
企业贷款准入门槛；在湖北，准备收购
仓容近 600 万吨，是预计收购量的 3 倍，
完全能够满足收购需要；在四川，已建
成低温绿色仓容近 650 万吨、智能粮库
410 多个，优粮优储水平不断提高；在新
疆，参照最低收购价，政府出台小麦应
急收购政策，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
副司长唐成表示：“据调度，河北、江苏、
安徽、山东、河南、湖北6个小麦主产省共
准备小麦仓容近 8000 万吨；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初步安排夏粮收购资金 1100 亿
元。各地收购仓容充足，收购资金到位，
物流运输通畅，市场秩序良好。”

收购价格如何？唐成介绍，各地预
计 小 麦 开 秤 价 格 大 体 在 每 斤 1.25
元至 1.35 元，早籼稻在 1.3 元至 1.35 元，
高于小麦每斤 1.18 元、早籼稻 1.27 元的
最低收购价格。

提高安全储粮水平 确保
“颗粒归仓”

粮食收获后，农户一般会暂时短期
储存。如何提供优质服务、减少农户储
粮损失，是推进粮食产后减损的重要
一环。

近年来，国家通过投资引导，累计为
全国农户配置科学储粮装具 1000 万套。
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农户科学储粮
技术宣传和指导，引导农民在田间地头、
房前屋后搭建科学储粮装具，有效解决
农户“丰收后的烦恼”。

有了储粮装具加持，产后服务也要
到位。目前，全国建成了 5500 多家粮食
产后服务中心。各地加强运营管理指
导，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为农民提供

粮食清理、干燥等服务，促进粮食提档升
级，减少了粮食产后损失。据调查，我国
农户储粮损失率较10年前大幅下降。

除了加强农户庭院储粮技术指导，
持续强化仓储管理、推广应用绿色储粮
技术，也是提升粮食收储安全保障能力
的关键。

从规模上看，近年来，国家有关部
门加大投入力度，大力推进仓储设施建
设。“我国粮食仓储设施规模逐年递增，
有效满足粮食收储需要。截至 2023 年
末，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 7 亿
吨，较 2014 年增长了 36%。目前基本形
成与粮食生产、储备和流通相适应的粮
食收储保障体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周冠华
介绍。

从管理上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通过完善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制
度，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宣贯培训机
制等，加强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和绿色储
粮技术应用考核等，多措并举提升我国
粮食仓储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
智能化水平。

从技术上看，粮食入仓后，及时做好
通风降温和虫霉防治，是确保储存安全
的重要基础，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有
利于粮食保质保鲜储存能力提升。

“目前，机械通风、环流熏蒸、粮情
测控、谷物冷却‘四合一’储粮技术已成
为国有粮库的标配。我国粮食仓储更
加绿色、环保、节能，在确保粮食数量安
全的同时，粮食储存保质保鲜水平进一
步提升。”周冠华介绍。截至 2023 年末，
全国实现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 2 亿吨、
气调储粮仓容 5500 万吨；国有粮库储粮
周期内综合损失率控制在 1%的合理范
围内。

秋粮收购总量创新高 夏粮收购准备就绪

近日，学生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寨子街中心小学食堂用餐。为提升农村学生健康水平，我国于2011年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2012年开始，甘肃省逐步将原58个集中连片特困县和原28个非连片特困县纳入实施范围，向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目前，甘肃省实现了营养改善计划农村地区全覆盖，惠及8097所学校、152.8万名学生，受益学生数累计达
2026.4万人次。其中，7819所学校实行学校食堂供餐，学校食堂供餐率达96.57%。 新华社记者 张智敏 摄

（上接第一版）
除了种植农户的精心管护，在整地、播

种、病虫害防治、机收等环节也少不了更高
效便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针对小麦等作
物，我们制定了系列化多套高产管理方案，
积极开展无人机统防统治植保服务，形成了

‘高产方案+试验示范+飞防服务’的三效联
动模式。”涡阳辉隆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松介绍，“目前进入‘三夏’，我们已经着
手统筹收割机对接服务和粮食收购工作，确
保今年小麦颗粒归仓。”

小麦种得好，也要加工好、卖得好。小麦
精深加工，实现了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有效
衔接，促进农产品价值链延伸增值。在安徽金
沙河面业有限责任公司院里，来往运送小麦的
货车络绎不绝，一车车小麦被送进加工车间，
经过磨粉、和料、压面、切条、烘干、包装等一道
道流程后，制成了新鲜的挂面。“我们公司涵盖
主粮种植、面粉加工等产业，目前日处理小麦
3600吨、生产挂面800吨。”金沙河面业公司负
责人殷天慈介绍。

据了解，涡阳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超
185万亩，为实现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全县
派出170余名农技人员、300多名科技特派员
下沉一线、进村入户，到田间地头为种植户
进行统防统治、科学施肥等田间技术指导。
同时，该县按照“按图索麦”的思路，整村整
镇集中连片推进小麦订单生产，依托小麦产
业化龙头企业，推行“单种、单收、单储、专
用”小麦产加销专业生产模式，大力推广优
质专用小麦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管理。

□□ 刘希曼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岳海兴

“菜齐啦！您各位请慢用！”随着一声
响亮的吆喝，来到黑龙江省绥滨县福兴乡
同仁村满族民宿旅游的游客张洁一家围
上了餐桌，拿起了筷子，大快朵颐。餐桌
上由扒、焖、酱、烧、炖、炒、蒸、熘等烹饪手
法制作的菜肴一应俱全，民宿负责人林国
清介绍，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满族八大碗。
这种具有强烈满族文化特色的饮食方式
起源于清朝，流传至今，很多游客慕名而
来，与亲朋好友一饱口福。

“五一”假期，同仁村满族民宿的客房
被预订一空，游客在这里可以参观同仁古
城遗址、住“马尾房”、尝“八大碗”，在黑龙
江边垂钓、射箭，尽情享受着独特的满族文
化之旅。

同仁村位于绥滨县西北 50 公里处，北
临黑龙江，是满族村也是抵边村。

然而，由于地处偏远，来到同仁村参
观游览的人寥寥无几。“酒香也怕巷子深
呀！”同仁村党支部书记刘德涛说，“我
们同仁村好东西很多，就是没有展示的
机会。”

随着旅游产业的兴旺发展，各地涌现
出一股“民宿”风潮，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
和传统民居，顺应旅游产业发展新方向和
旅游消费市场新需求，盘活闲置资源，提升
产业内涵，把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融为一
体。刘德涛和村民看准了商机，也想发展
民宿经济。

说干就干，党员干部带头干。同仁村
党支部结合实际，打开了“党建+民宿”的发
展模式，向上争取资金，向下发动村民参与
民宿建设经营，既有效解决了村集体“无钱
办事”难题，也让基层组织重新焕发青春。
2021 年的“五一”假期，同仁村满族民宿迎
来了第一批游客。

“民宿产业市场非常火热，但是要想打

出名气，就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返
乡经营满族民宿的林国清说。同仁村有农
户 402 户 1158 人，其中 60%为满族，福兴乡
是绥滨县内唯一一个少数民族乡。“我们
在装修的时候添置了满族文化元素的摆
件、手玩件及读物，萨满鼓、嘎拉哈，还有从
村民家搜罗来的一些老物件。”林国清如数
家珍般地一一介绍。

“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坐在地面上”
一栋栋满族特色民居建筑，点缀在黑龙江
边的边陲小村。依托独特的人文资源，同
仁村着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穿于乡村振兴过程
中，积极打造富有特色的满族文化品牌。
2021年10月，同仁村被评为“省级乡村旅游
重点村”。

“这块地原来就是个废弃的大坑，谁也
想不到上面能盖出这么漂亮的房子。”年过
半百的村民苏凤琴激动地说。

除了占地面积近 3000 平方米的满族

民宿，同仁村还建设了室外烧烤就餐区，
附近的采摘园里，西瓜、香瓜、西红柿等
蔬果一应俱全。夏天，伴着滔滔的黑龙
江水和蛙叫蝉鸣，游客烧烤、垂钓、采摘
果蔬；冬天，屋外白雪皑皑，游客坐在热
腾腾的炕头上与亲朋好友把酒言欢。

源源不断的客源为村民带来了不错的
收入。农闲时间，苏凤琴和几位村民在民
宿餐厅当服务员，同时还把自家养的“小笨
鸡”、制作的黏豆包等农副产品带来销售。

“不出门、不费力，每年在家门口就能多挣3
万多元！”苏凤琴高兴地说。

每到年底，村里还把经营民宿带来的
部分收入变成白面、豆油等“福利”发放给
村民，让大家都尝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甜
头”。谈及民宿经济给村里带来的变化，苏
凤琴说，“以前就靠种地和打工过日子，村
里人越来越少，村子里也变得冷冷清清。
现在民宿发展起来了，一年到头游客不断，
村里是越来越热闹了。”

黑龙江绥滨县同仁村：

“掘金”特色民宿经济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夜幕降临，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
城关镇的“青海湖之夜”街区内灯火璀璨、
热闹非凡，走进街区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
文化味和满满的烟火气。

香姐说媒、马戏表演、千人汉服秀等
文化表演轮番上演；牦牛酸奶、生烤羊排、
洋芋酿皮等特色美食“一网打尽”……这
个“五一”假期，“青海湖之夜”街区以其独
有的魅力火热“出圈”。

去年以来，大通县依托城关镇便利的
地理交通位置，以河湟文化为背景，以河
湟文化元素为主线，融合了东部和西部地
区的资源和创意，打造出了具有鲜明地域
特色和古风文化氛围的“青海湖之夜”商
业步行街。作为江苏南京市雨花台区与
青海大通县的东西部合作项目、数字化农
文旅融合街区，从青海千年的历史文化中
汲取元素并将其贯穿于街区的每一个
角落。

据悉，该街区涵盖了20多个拍照打卡
点，可容纳65个商铺，原创开发了12个以
河湟文化为主题的舞台演艺内容。通过
场景化和沉浸式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
青海的“千年文化”和“人间烟火”。现场
除了演出、互动，还有正宗的当地美食，鞋
垫、荷包等青绣产品也成了炙手可热的

“伴手礼”。
“夜经济”给城市带来了生机，也为周

边村民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岗位、创造了就
业机会，促进了农村地区的产业经济发
展。目前，城关镇有80余户村民在家门口
做起了小买卖，直接带动了街区外 200 余

人增加收入。
附近村民马秀梅是街区的租户，从

街区开业她就一直在这里经营。随着街
区夜市发展，她也有了稳定的客源。“纯
手工制作的酸奶很受欢迎，也打响了我
们大通特色美食的品牌。‘五一’期间一
晚上营业额达到 2000 多元，‘五一’算是
开门红，期望今年的营收能大幅增加。”
马秀梅说。

“‘青海湖之夜’是全国首座高原不夜
城，以河湟文化为背景，打造农体文旅商
融合综合体，‘五一’假期期间，我们组织
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前 3 天吸引人流量超
5 万人，未来将打造成西北大环线一站式
旅游集散地。”大通县文体旅游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杜瑞芹说。

牦牛在大通农牧民增收和产业振兴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农文旅融合街
区，“青海湖之夜”巧妙融入了“大通牦牛”
文化元素，通过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
和相关餐饮连锁，丰富了大通牦牛产业的
业态，助推大通牦牛产业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此举还拓宽了大通牦牛肉的销售
渠道，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大通县境内有汉族、回族、土族、藏族、
蒙古族等20多个民族，并先后两次被文化
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近年来，大通县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
源，将皮影、剪纸、刺绣、农民画等融入旅游
中，整合东西部协作优秀资源，联合老爷山
非遗工坊研发特色生态旅游产品五大类60
多种。“五一”期间大通县还在县域内花儿
步行街、城关古街、“青海湖之夜”开展大通
农特产品、民族特色美食、文创产品、非遗
产品展销活动，开展戏曲和文艺演出。通
过丰富多彩的演出，展现大通地方特色文
化魅力，让群众感受到浓烈的节日氛围，提
高文化普惠度，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丰富群
众精神生活。

青海大通县：

深 挖 特 色 文 化 打 造 文 旅 品 牌

大豆能提升人体的免疫
能力吗？

大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人
体必需的氨基酸，是人体产生免疫细
胞和抗体、补体等免疫分子的物质基
础，能够促进细胞修复和生长。

大豆蛋白在体内水解后产生大
豆肽分子能够增强细胞的吞噬能
力，刺激外周血淋巴细胞的转化，对
于人体免疫系统功能有很好的调节
作用。

大豆所含有的黄酮类物质是生物
活性物质，具有多种生理调节功能，能
够通过活化免疫细胞、诱导产生信号
分子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大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
质，能够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伤害、
促进视神经的发育和骨骼健康、有助
于血液循环等。

大豆含有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
肠道蠕动，改善便秘，有助于降低肠道
疾病的风险，从而提高人体免疫力。

大豆含有大豆低聚糖，可以促进
肠道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改善肠道
微 生 态 ，从 而 有 助 于 提 高 人 体 免
疫力。

发酵豆制品比未发酵豆
制品更有营养价值吗？

发酵豆制品具有降血压、抗氧化、
预防癌症、抗糖尿病等作用。发酵豆
制品包括毛豆腐、豆瓣酱、腐乳、豆
豉等。

豆制品经发酵后，其蛋白质含量
下降，这说明在发酵过程中，蛋白质被
降解为多肽和游离氨基酸。而豆豉所
表现出的与降血压相关的特性，就与
大豆蛋白的水解和生物活性肽的生成
有关。此外，在腐乳中具有较多的疏
水氨基酸，这也使得腐乳具有与降血
压相关的特性。

豆制品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酚类物质，而酚类化合物的抗氧化性
能就取决于羟基和芳香基团的数量和
位置。在豆豉中的总酚含量高于其他
发酵豆制品，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性
能。一些发酵豆制品对各种肿瘤细胞
具有抗癌作用，大豆中的异黄酮苷元
可以抑制特定的酶活性，从而降低前
列腺癌发生的风险。

（稿件由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
发展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指导）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钰莹）5月 19日，大地流彩·第五届全国

“和美乡村健康跑”（村跑）在四川省宜宾
市长江村正式开跑。

本次活动是“大地流彩——全国乡村
文化振兴在行动”重点活动之一，也是
2024年“村跑”首站。活动以“奔向和美乡
村，跑出幸福生活”为主题，分设“和美乡
村组”和“三农情怀组”两个组别，跑步路
线设在南溪区长江村，途经青山环抱、绿
水环绕的“万里长江第一湾”，农文旅融合
示范项目，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和美丽庭院
示范村。

当日上午，来自全国 21 个省份和宜
宾本地的 3412 名跑步爱好者，在奥运冠
军杨景辉等“村跑体验官”的领跑下，在
奔跑运动中品味川蜀大地现代田园的美
丽风光。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
长唐珂在启动仪式致辞中表示，举办大地
流彩·第五届全国“和美乡村健康跑”，是
落实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的重要举
措，对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展示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弘扬健康向上乡村风尚具
有重要意义。要坚持农民主体，让农民作
主角、当主力，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文化体
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突出农
趣农味，把农民体育与农时农事、民俗节
庆结合起来，与农产品展销和乡村旅游结
合起来。坚持治理为基、体育搭台、文化
唱戏，把“和美乡村健康跑”等农民体育活
动办成展示乡村文化、促进乡村德治的重
要舞台。

据悉，除了线下活动，广大跑步爱好
者还可以通过线上参赛的方式参加“村
跑”活动。跑友们可以通过 Keep App 报
名“村跑”线上赛，通过完成总计11公里的
线下跑步，点亮四川11项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

大地流彩·第五届全国“和美乡村健
康跑”（村跑）宜宾站活动由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指导，体育总局群
众体育司、四川省体育局支持，中国农
民体育协会、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宜宾
市人民政府主办，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政
府承办。

第五届全国“和美乡村健康跑”（村跑）宜宾站开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