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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工作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赖雅芬

在渭南市临渭区阳光利民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几辆车正排队卸粮。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茬收获。
今年夏粮收购工作开展以来，我省各级粮食
主管部门提前谋划、做好服务，确保“有人收
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有车运粮。”

为守住“种粮卖得出”底线，让农民卖
“明白粮”、“舒心粮”、“满意粮”，全省准备仓
容 27.5 亿公斤，设立收购网点 821 个，协调农
发行陕西省分行落实 37 亿元信贷资金，全力
保障市场化收购需要。

颗粒归仓 群众卖粮舒心

登记、检测、过磅、入库……8 月 31 日，
渭南市临渭区阳光利民小麦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粮仓里机声隆隆，种粮大户刘鹏只
花了 2 个小时，就把自家的 93 吨小麦顺利通
过运输带颗粒归仓。

“我种了 200 亩小麦，产量还不错。在这
儿卖粮效率很高，一会工夫就结束了，卖完
钱会及时打到卡上。”平均每斤 1.23 元的收
购价格，让刘鹏感到很满意。

最近，虽然夏粮收购高峰期已过，但临
渭区阳光利民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仍
有农户陆续来卖粮。“今年我们是从 6 月 8 日
开始夏粮收购的，算下来平均价格 1.23 元，
目前已收购了 1.1 万吨。”合作社理事长柳路
路说，过两天还有一波卖粮小高峰，预计还
能收购 4000 吨小麦。

今年，我省持续执行“随行就市、敞开收
购、依质论价、优质优价”收购政策，充分发
挥市场配置粮食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各
类粮食收购主体积极入市开展市场化收购。

同时，各粮食收购企业严格落实“五要
五不准”要求，坚持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做
到标准上墙、价格上榜、样品上台，牢牢守住

“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提高为农服务意

识，切实保障农民利益，让农民卖“安心粮”、
“舒心粮”。

应收尽收 托底政策暖心

“咱这里收不收芽麦？啥价格？”最近这
段时间，合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经常有群
众咨询新产不达标小麦的收购情况。

“收呢，放心拉来。质量不达标小麦每
斤 1 元，食品安全不达标每斤 0.8 元。”每当有
人前来，公司负责人党虎奇总是热情接待、
耐心解答。

“今年，合阳新产不达标小麦有 89 吨。
按照保障农民合理收益、质价相宜的原则，
我们对县域内的受损小麦进行敞开收购、以
质论价。这些不达标小麦通过扦样化验、毛
重减斤等环节后就能卸车入库、扣减皮重后
结算付款。”党虎奇说，“收购工作开始前，我
们已提前和饲料企业联系好，农发行也全力
支持收购资金，随到随结，确保群众粮出手、
钱到手。”

政府托底收购、群众感到暖心。今年夏
粮收获季节，我省阴雨天气持续时间较长，
对新产小麦质量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为此，
我省按照“政府托底、属地管理、定点敞开收
购、专仓储存、定向销售、分类处置、财政支
持、全程监管”的原则，以及《陕西省粮食收
储企业超标粮食处置管理办法》要求，由各
地政府组织做好托底收购，最大限度保障农
民种粮利益，严防超标粮食流入口粮市场。

严查严管 护航夏粮收购

为强化粮食市场监督检查效能，维护粮
食市场秩序稳定安全，今年夏粮收购期间，

我省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深入开展督
导调研，全力护航夏粮收购。

从 5 月 开 始 ，省 粮 食 和 物 资 储 备 局 召
开会议对夏粮收购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
联合省发展和改革委等 6 部门及单位印发

《关 于 切 实 做 好 夏 季 粮 油 收 购 工 作 的 通
知》，要 求 各 级 粮 食 和 物 资 储 备 部 门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细 化 措 施 ，扎 实 做 好 夏 粮 收 购
工作。6 月至 8 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
关负责人多次带队前往各地督导调研夏粮
收购工作。

在西安市调研时，省发展和改革委党
组成员，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
长杨林强调，各地要加强价格监测，密切关
注原粮和成品粮油价格变化情况，积极发

挥政府储备调节市场的作用，确保粮食市
场平稳运行，价格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
要加强夏粮收购监督检查，切实维护收购
市场秩序。

为规范今年夏粮收购环节市场经营行
为，宝鸡市陈仓区、渭南市蒲城县等地相继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执法检查，随机
抽取粮食收购企业，对粮食收购政策及“五
要五不准”收购守则执行情况、粮食质量标
准执行情况、粮食仓储设施情况等进行了检
查。检查中，未发现压级压价、“打白条”等
坑农害农行为。

监管靠前，夏粮收购市场有序平稳。眼下，
我省夏粮收购已进入尾声。截至8月31日，全
省累计收购2023年新产小麦159.23万吨。 G

“我们有前行的动力，要感恩奋
进，用勤劳双手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
丽。”8 月 28 日，在城固县三合镇铁路
村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王 康 正 在 向 村 民
宣讲。

2021 年冬天，王康从部队转业到
地方，成为城固县城市管理局的一名
干部。在主动请缨及单位的推荐下，
王康到城固县三合镇铁路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

王康迅速转换角色，积极融入新
环境。他以村为家，村情户情不清楚，
就挨家挨户走访、拉家常；村里没有特
色产业支撑，就不断调研学习、多方跑
路，制定符合实际、因地制宜的帮扶政
策；群众收入低，就坚持不懈地给群众
宣传因人而异的帮扶政策，鼓励其灵
活就业、自食其力……

袁 宝 全 和 胡 明 福 是 铁 路 村 八 组
人，今年都已年过七旬，两位老人因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导致手机停机限制
呼出，焦急万分之下，王康正好在这两
户村民家入户走访，他随即帮袁宝全
和胡明福补交话费。家住铁路村六组
的刘振祥，农忙时节需要购买化肥，但
是苦于运输难题，王康主动驾驶私家
车帮助其将化肥从镇上送到家里……
这样的事数不胜数，王康却说是不值
一提的小事。

聊起村里这两年的变化，王康的
嘴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从经济基础
薄弱到多元产业发展，从村容村貌陈
旧到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凝聚着王康
等驻村干部的心血和汗水。铁路村 10
组通组道路以前每逢下雨天泥泞不堪，王康及时向所在单位
及市级共同包联的部门联系沟通，筹措资金解决村民急盼问
题。如今，新修的水泥路直通村民家门口，周边 30 余户村民
获得实惠。今年以来，三合镇铁路村新发展了 100 亩雷竹、
90 亩稻鱼综合种养项目，村里的整体情况有了好转。

眼下正是水稻成熟的时节，也是王康最忙碌的时候，遇
上缺劳动力的农户，他积极主动下田和群众一起收割、晾晒
稻谷。

回想驻村帮扶的 630 天时光，王康深有感触地说：“乡村
振兴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我会笃定前行，发扬部队的光荣传
统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贡献自己的
光和热。”

古都洛阳，富美宜阳。9 月 4 日，
百名记者看洛阳乡村振兴调研采访活
动首站便从宜阳开始。在这里，洛河
水穿境而过，生态美景处处可见，演绎
出许多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富
的生动故事。

走进宜阳县锦屏镇杏花村 3 组村
民张孟霞家，小院被打理得整洁有
序，一盆盆花草绿植生机盎然。“现在
用水方便，生活污水统一处理，旱厕
变水冲式厕所，里里外外干干净净，
人住着心情也好。”张孟霞放下浇花
的喷壶，一一介绍起自家的新变化。

“修这个卫生间我基本没花一分
钱，政府给了很多补贴。”指着卫生间
门口的二维码，张孟霞高兴地说，“有
问题就扫码报修，维修人员就会上门
来，特别方便。”

午后，漫步在杏花村，白墙红瓦
的民居依次排列，道路两旁各色鲜花
开得正艳，休闲广场、人文景观独具
特色。然而，眼前的这番美景来得并
不容易。

“我们有洛河，不缺水。以前农
村供水排水设施不到位，村里环境
脏乱差，大家没干劲，产业也很难发
展起来。”锦屏镇党委书记裴俊国介
绍，自宜阳县全面推进城乡供排水
一体化工程建设以来，杏花村以此
为契机，大力提升供排水设施改造，
有序实施农村供水老旧设施、管网

更新改造和雨污水管道铺设，实现
全村供排水管网全覆盖。

同时，为提升污水处理效能，杏花
村建成一座小型污水处理站，日处理
污水 50 吨，覆盖全村 286 户。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厕改”是“重头戏”。为
此，杏花村以供排水建设带动改厕工
作，全村目前完成改厕 235 户，改厕率
达95%。

通过供排水一体化全面实施，杏花
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促进了乡村
旅游产业的发展。目前，杏花村已建成
集民宿、餐饮、露营、果蔬大棚于一体的
乡村文旅康养特色产业，带动村里和周
边群众就业200余人。2022年，杏花村
实现村集体收入120万元。

从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到市级文
明村、市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省
级基层党建示范村，杏花村的蝶变始
终和“水”息息相关。

近年来，宜阳县将城乡供排水一
体化工程作为破解乡村建设的“小切
口”，聚焦供排水设施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提升等多领域，
全力打造“一川两地三张网，智慧管
理到终端”的供排水一体新格局。同
时，多方发力，构建从源头到“龙头”、
从供水到排水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
体系，不断提高供排水质效、创新涉
水服务，真正让“源头活水”流进千家
万户，让广大群众用上“安全水”、“放
心水”、“幸福水”。

““水水””美杏花村美杏花村 兴业富农家兴业富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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