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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宁强县舒家坝镇宝珠观
村技术员李振在现代农业科普馆内给食
用菌喷水。

近年来，舒家坝镇积极争取项目资
金，建成现代农业科普馆，汇聚了当地
众多优势特色产业，采用“土培、水培、
雾培”等方式，集新品种引进、种苗研
发、科研成果转化、现代农业技术应用
展示、研学培训科普等于一体，为全县
农业产业振兴增温赋能。

通讯员 刘炳林 摄

食用菌进了科普馆

目前，正值防汛抗旱的关键时
期，也是抓好秋粮生产、夺取全年
粮食丰收的关键时期。上半年粮
食生产情况如何？怎样确保全年
粮食丰收？下一步有何举措？在 7
月 21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农
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夏粮获得丰收
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较好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
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今年以来，农
业农村部狠抓生产保供给，上半年
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夏粮
获得丰收，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较好。

他介绍，入夏以来，农业农村
部门紧盯“割、晒、收、保”关键环
节，努力克服“烂场雨”等灾害影
响，全力保障夏粮适时收获、颗粒
归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夏

粮产量 2923 亿斤，比上年减 25.5 亿
斤，下降 0.9%，产量居历史第二高
位，仍是丰收季。

同时，早稻丰收在望，秋粮作物
长势正常。预计早稻面积 7100 万
亩以上，基本保持稳定，目前收获已
过七成，呈增产趋势。秋粮面积稳
中略增，长势与常年大体相当。

“大豆油料扩种成果巩固。大
豆面积小幅增加，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面积扩大到 2000 万亩、比上
年增加 500 万亩。冬油菜面积增加
较多，产量创历史新高。”曾衍德说。

小麦库存充裕
价格基本稳定

今年夏粮产量稳中略减，但仍
处于较高水平。

“夏粮遭遇多年不遇的‘烂场
雨’，能够再获丰收实属不易，经过

艰辛的努力 ，这个结果是抢回来
的。”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
长潘文博说，面对今年麦收的严峻
形势，有关地区和部门围绕着“割、
晒、收、保”，迅速打响了抗灾夺丰
收大会战。

他 介 绍 ，中 央 财 政 紧 急 下 拨
5.46 亿元支持河南、陕西等地抢收
抢烘，多部门联合设立跨区作业接
待站 3200 多个，紧急调集履带式收
割机、组建 6000 多支农机应急服务
队，设立 1100 多部热线电话，“三
夏”期间共投入 60 多万台联合收割
机，昼夜不歇、争分夺秒抢收抢烘
小麦，日最高收获 2400 多万亩，主
产县 3 至 5 天就结束了，往年需要 5
至 7 天。

如何看待夏粮略减对市场的
影响？

潘文博表示，这些年来，我国

小麦年际间产需是平衡有余的，特
别是前 4 年小麦连续增产，目前小
麦库存充裕 ，可满足近一年的消
费，略有减产不会对粮食市场产生
大的冲击，目前小麦市场价格基本
稳定。

多措并举
确保全年粮食丰收

“我们国家粮食分夏粮、早稻、
秋粮。夏粮、早稻这两季加在一
起，占全年粮食的四分之一；秋粮
是全年粮食的大头，夺取全年粮食
丰收关键在秋粮。”潘文博说，当前
秋粮生产形势的基本面是好的，秋
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加大
对粮食生产的扶持 ，保护调动农
民种粮积极性 ，有利于粮食播种
面积落实。据农情调度 ，初步预

计秋粮播种面积超过 13 亿亩。其
中，玉米面积是增的趋势，大豆面
积稳中略增。

根据相关会商预测，今年夏秋
季农业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
气复杂严峻 ，病害虫灾多发。近
日，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部、应急
管理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召开全国
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推进视频会，要
求把防灾减灾作为当前“三农”领
域压倒性任务，全力以赴打好抗灾
夺秋粮丰收这场硬仗，确保全年粮
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据了解，四部门对抗灾夺丰收
作出进一步部署安排，要求一手抓
防灾抗灾减损失，一手抓大面积提
单产增产量。重点落实晚稻和晚
秋作物面积、防灾减灾措施、大面
积提单产措施和精细指导服务。

（据新华社）

7 月 21 日早晨 7 时 30 分，老梅
火急火燎地赶到村委会。

老梅一手接着电话，一手从抽
屉拿出几份资料。“我马上过来，你
先让老康和老李消消气。”说罢，他
开着私家车“变身”的宣传车，沿途
开着大喇叭，直奔李家屋场，就这
样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老梅并不姓梅，名叫李梅松，
是平利县洛河镇丰坝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也是远近闻名的
懂法明理人。在村里工作多年的
他，因工作勤勉、熟悉法理、处事公
道，获得了群众的信任。2021 年，
洛河镇启动“法律明白人”培育工
作时，村民一致推荐了他。

康、李两家的争执还得从几年
前说起，当时李某某将老房子卖给
康某某，房前一块大约 0.1 亩的土
地由康某某耕种。近年来，因土地
权属和耕种问题，不断激化的矛盾
让两家的关系彻底破裂。

老梅赶往现场后，立即拿出事
先准备好的土地确权相关法律条
款，从法律、政策规定等方面讲理
说 法 、明 辨 是 非 ，接 着 从 情 感 道
德、利益得失等方面思想疏导、感
情 说 和 。 经 过 四 个 多 小 时 的 调
解 ，双方最终解开心结达成一致
意见。协议签订后 ，老梅当即带

领村组干部和双方当事人现场勘
查，确定好分界木桩。至此，一起
长达三年的土地权属纠纷得到圆
满解决。

下午 2 时许，老梅顾不上酷暑
的炎热，带着巡河队员去河道几处
深滩的地方查看了一遍。夏天防
溺水一直是他的心头大事，“要看
好屋里的娃 ，不准私自到河坝游
泳，也不要到水库、堰塘跟前玩，这
个事大意不得。”老梅逢人便说。

“ 陌 生 信 息 及 网 络 链 接 不 要
点，天上不会掉馅饼，千万记得不
转账、不汇款……”傍晚时分，估摸

着村民已吃过晚饭，老梅召集村民
宣传防诈骗知识，现场氛围轻松而
热烈。

夜色已深，老梅还在忙碌着。
原来，他有自学法律知识的习惯，
正在细致地准备演讲稿，要在第二
天村里的党支部会上讲给党员听。

近年来，平利县洛河镇不断强
化“法律明白人”队伍建设，广泛
吸纳村两委干部、致富带头人、返
乡大学生、网格员等热心普法工
作的群众充实队伍，在人民调解、
社会治理、普法宣传等工作中贡
献力量。

多措并举确保全年粮食丰收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解读粮食生产情况

“法律明白人”老梅的一天
通讯员 张雅丽 本报记者 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