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2年6月13日 星期一 E-mail:rbwztp@pdsxw.com国内国际编辑 董军锋 校对 常卫敏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
示，我国南方将再迎强降雨过程，
水利部 6月 12日 12时针对南方 7
省区雨情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
响应

记者 6月 11日从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
世界自然遗产数量达到 14 项，自
然与文化双遗产 4项，数量均居世

界第一，总体保护状况良好
意大利救援部门 6月 11日

找到日前失踪的一架直升机残骸，
机上7人全部遇难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
投票于当地时间 6月 12 日上午 8
时在法国本土展开，来自多个政党
的 6293名候选人将角逐 577个国
民议会席位 （均据新华社）民以食为天，粮丰天下安。

从长江之滨到黄河两岸，从潼关

到山海关，我国广袤的大地上，收割机

钢铁洪流奔涌，一粒粒金黄的麦子正

颗粒归仓。经历 7 个月的耕耘，夏粮

主产区陆续迎来收获。

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

粮占我国口粮的四成，夏粮丰则全年

稳。从播种到丰收，河南、山东等主产

区迈过抗秋汛、促弱苗、防病虫、防干

热风等一道道关口，种植面积和产量

保持稳定。

在高起点的又一个夏粮丰收，让

中国人把饭碗端得更牢。

稳面积提产能：全年“粮
袋子”有保障

山东阳谷县阿城镇常楼村，去年

的水洼地里现在一片金黄，麦浪滚滚。

“前两天县农业部门来测产，说一

亩地能打到 1300 斤，比正常年份还要

高 100多斤！”种粮大户常绍兵说，受黄

河秋汛影响，他承包的这 150亩地直到

去年 12月初还没播种。在农技人员的

建议下，常绍兵采用了覆膜种植新技

术。

从发芽、分蘖、拔节、吐穗到临近

收获，每个阶段的小麦长势都出乎常

绍兵的意料，即将到来的高产更让他

喜上眉梢。每亩地 80元的地膜投入，

太值了！

天灾面前人努力。尽管去年山东

冬小麦播种普遍推迟半个多月，但山

东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山东

应收小麦面积 6003万亩，比去年高出

12万亩。

在秋汛、农资价格上涨等不利因

素面前，夏粮主产区迎难而上，确保粮

食播种面积稳定、产量不减。

8500 余万亩，这是“中原粮仓”河

南去年的冬小麦播种面积，与往年基

本持平。

河南省委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

厅副厅长马万里说，部分受灾地区苗

情曾偏弱，当地坚持积极作为、精准施

策，分区域、分地块、分品种、分节点加

强田间管理，全力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河南新乡卫辉市上乐村镇种粮大

户王现柱流转的耕地位于蓄滞洪区，

去年全部被淹。在拖拉机都“寸步难

行”的土地上，他种下了 66 亩小麦。

丰收在即，王现柱难掩喜悦：“去年墒

情好，今年天不错，一亩比往年还多打

200斤！”

灾年播种面积不减，为稳定夏粮

打下了坚实基础。各主产区正全力以

赴打好麦收决战，奋力夺取全年粮食

生产的“开门红”。

400 万台（套）农业机械、400 多

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点、5 万张农

机跨区作业证、1460 座农机保供加油

站……在河南，一张为三夏“决战”铺

就的服务大网，为中原丰收保驾护航。

在山东，28 万名农机技术人员和

农机手正在挥汗奋战，农机龙头企业

潍柴雷沃 2200 辆服务车与 4500 名服

务队员正忙碌在各收获区域，保障各

类机具高效运行。

为农机人员提供绿色免费通行、

免费核酸检测、优惠价格加油，对无法

返乡农民、无法下地农户和困难家庭

提供应急抢收志愿服务……一项项保

障服务措施精准发力，加速夏粮收获。

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经过半。

截至 6 月 10 日，河南小麦收获面积已

突破 827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97%；山东麦收完成 2743 万亩，占比

45%，进入收获高峰期。

在农业农村部牵头倡议下，河南、

山东、河北、陕西、江苏、安徽、湖北、山

西等八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签署黄淮

海地区农机应急抗灾救灾合作协议，

共同应对区域内旱涝灾害、极端天气

等突发情况，确保夏粮丰收、颗粒归

仓。

过“三关”保质量：减损
造出“无形良田”

数穗数、查粒数、算产量……在山

东德州夏津县雷集镇穆王庄村，忙活

一上午之后，山东省农科院作物研究

所研究员李新华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来。

“小麦长势很好，亩穗数比常年

高，一路测产过来没有倒伏的小麦。”

他说，尽管前期受到秋汛晚播、苗情偏

弱等影响，但在科技壮苗措施推动下，

小麦个体壮、群体足。

“促弱转壮”“虫口夺粮”“龙口夺

粮”……夏粮生产“闯三关”，关关不

易。

在河南省邓州市 3.5 万亩国家绿

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看到 602

公斤的小麦预测产数据，邓州市农技

中心主任冀洪策也兴奋起来。

“预期产量比去年还要好，全市今

年能增产 2%左右。”回顾这季小麦的

生产，冀洪策掰着指头说，每个生长阶

段他们都要对 600个左右的样点进行

监测、调查，并抽样进行麦田土壤墒

情、农业损害、农情信息等调查，让技

术指导更精准。

从“丰收在田”到“丰收归仓”，控

制农业机械收割的损失是关键一环。

6 月 2 日，在山东最南端的郯城

县，刚被收割机“剃”过的麦田里，裁判

员框出一个个测评区域，将秸秆碎末

捧进簸箕，逐粒寻找隐藏在其中的麦

子，装进纸杯。

这是一场比拼“更少”的比赛，在

籽粒水分等作业条件相同的前提下，

漏得更少、用时更短的机手才是胜出

者。

看到裁判组的“收获”寥寥无几、

有的测评区域只找到几粒遗漏的麦

子，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副站

长马根众笑了。这场机收比武的结

果，让他满意。

“如果每亩小麦收获时少损失 10

斤，山东 6003 万亩冬小麦就能挽回 6

亿斤粮食，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

二级调研员王丰勇说。

他介绍，山东坚持“减损就是增

产，降耗就是增收”，继续深挖机收减

损潜力，组织开展机收减损大宣传、大

培训、大比武活动，力争全省正常条件

下小麦平均机收损失率降到 2%以内，

“能多挽回一斤是一斤”。

稳价格提信心：“压舱
石”进一步夯实

“今年大丰收，一亩能打 1300斤小

麦 ，一 斤 价 格 1.5 元 ，一 亩 收 入 1950

元。”坐在地头，河南南阳唐河县种粮

大户赵建成算起了账，“除去每亩成本

700 多元，再扣除半年的地租，光是夏

粮，每亩就能挣七八百元。”

七年前，当地一些村民因为种地

“不挣钱”选择外出打工，委托赵建成

帮忙种地。一路走来，他逐渐掌握了

规模经营的诀窍，种地收益稳步上升，

带动了一批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扩大种

植规模。

农业生产机械化、智慧化程度持

续提升，也让粮食生产越来越轻松、越

来越有确定性。

临近收获，山东德州多地持续出

现 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且有重度干

热风。夏津县种粮大户李庆杰却一点

也不担心，田间安装的智能喷灌系统

正在给小麦“解暑”。

这套系统是夏津县今年重点实施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水肥一体化项目”

的一部分。它依托中国科学院科研团

队，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农业科技系统，

接入土壤检测、小型气象站、卫星遥感

等数据资源，可实时获取水、土、气信

息，精准感知农情。据测算，应用“水

肥一体化”灌溉设施，小麦、玉米亩均

增产 10%至 15%。

中央财政下拨夏粮小麦促壮稳产

补助资金 16 亿元，下达资金 300 亿元

为实际种粮农民发放补贴，投放 100万

吨国家钾肥储备……国家层面的一系

列部署，只为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

在 1.3万亿斤以上。

粮食丰收有底气，农民增收有信

心。今年，国家继续在部分主产区实

行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小麦、

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格

水平全面提高。

“这些年人工成本、农资不断上

涨，但国家对粮食生产越来越重视，小

麦、玉米的行情也一直不错。”山东高

密市种粮大户王翠芬说，如今种粮省

时省力省心，农民的好日子有奔头。

她的儿子儿媳也回到家乡，和她一起

种地。

抢收小麦的同时，玉米的播种也

在同步进行。农民种粮干劲十足，

让稳住中国粮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我国粮食生产的“压舱石”正进一步

夯实。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小麦主产区豫鲁丰收一线观察

从夏粮收成看“压舱石”如何筑牢

6 月 12 日，村民在山东省滕州市

级索镇优质小麦良种繁育基地装运

刚收割的小麦（无人机照片）。

“三夏”农忙时节，农民抢抓农时

开展农事劳作。

新华社发（宋海存 摄）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

我国粮食的生产和储备具有悠久

的历史。古称“黎阳”的重要粮食产区

河南浚县拥有兴建于隋朝的黎阳仓，

建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圆粮仓，

以及“黑科技”满满的现代粮仓。通过

记者的镜头，一起看中原粮仓跨越千

年储粮方式的变迁。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跨越千年
带你看中原粮仓变迁

这是 6月 10日拍摄的位于河南浚县的黎阳仓遗址（无人机照片）

这是 6月 10日拍摄的位于河南浚县古城内的土圆粮仓（无人机照片）
这是 6 月 10 日拍摄的中央储备粮鹤壁直属库有限公司浚县分公司内的粮仓

（无人机照片）

这是 6 月 10 日拍摄的河南浚县黎

阳仓遗址内的仓窖

据新华社联合国 6 月 10 日

电 （记者尚绪谦）第 76 届联合国

大会 10 日改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经社理事会）部分成员，中国成

功连任。

经 社 理 事 会 席 位 按 地 区 分

配。经联大不记名投票，亚太地

区、非洲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西欧及其他地区、东欧地区的 17个

国家当选，任期从 2023 年 1 月 1 日

开始，为期 3年。

此外，根据西欧及其他地区内

部轮换规则，联大通过不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批准列支敦士登代替奥

地利，任期从 2023年 1月 1日开始，

为期 1年。

中国连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员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 6月 10

日电 （记者石中玉）塞尔维亚总统

武契奇 10 日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与

到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会晤后表

示，关于制裁俄罗斯，塞尔维亚与

欧盟持不同立场。

武契奇在与朔尔茨共同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德国总理以

“明确、清晰、强硬的态度”要求塞

尔维亚加入欧盟对俄制裁并表示

将在能源领域对塞尔维亚提供帮

助，但关于制裁俄罗斯，塞方有着

不同立场。

武契奇说，数个世纪以来，塞

尔维亚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非比

寻常，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塞尔维亚领土完整，而且两国在能

源领域有合作。

朔尔茨表示，欧盟希望所有候

选国都加入对俄制裁。他同时重

申德国对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支

持。

塞尔维亚总统拒绝制裁俄罗斯

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12 日电

（记者杨帆 齐雷杰）河北省廊坊市

公安局广阳分局 12日通报，经廊坊

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陈继志

等 9 名犯罪嫌疑人已由廊坊市公

安局广阳分局执行逮捕。此前，据

河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发生在唐

山市路北区某烧烤店的寻衅滋事、

暴力殴打他人案件，由廊坊市公安

局广阳分局侦查办理。

10日凌晨 2时 40分左右，唐山

市路北区一家烧烤店发生一起多

名男子群殴女性事件。该事件引

起舆论持续关注，不少网民对打人

者的嚣张态度和凶狠手段感到震

惊。

此前警方调查显示，这 9人中

有 7名男性、2名女性，案发时多人

实施了暴力行为。案发后，犯罪嫌

疑人迅速逃离现场，其中几人外逃

到江苏。10日，警方成立专案组展

开广泛调查取证研判，随后展开抓

捕。在公安部、河北省公安厅统一

部署和河北、江苏警方合作下，9

名涉案人员于 11 日被全部抓获归

案。

针对这起烧烤店寻衅滋事、暴

力殴打他人案件，唐山市委市政府

主要负责人表示，要从严从快依法

严惩，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回头看”，保持依法严厉打击高压

态势，持续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还伤者公道、还市民安宁、还社

会稳定。

河北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涉 案 9 人 全 部 执 行 逮 捕

据新华社莫斯科 6 月 11 日

电 （记者刘恺）俄罗斯总统网站 11

日发布消息说，俄总统普京当天签

署关于俄停止执行欧洲人权法院

3月 15日后作出的判决，以及欧洲

人权法院的判决不再作为俄法院

重审案件依据的法律文件。

根据俄法律信息网站发布的

相关文件，俄罗斯停止执行欧洲

人 权 法 院 3 月 15 日 后 作 出 的 判

决，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也不再

作为俄法院重审案件的依据。此

外，为保障俄公民权利，在 2023年

1 月 1 日前，俄总检察院仍可根据

欧洲人权法院在 2022 年 3 月 16 日

前作出的决定向相关申请人支付

赔偿金。

5 月 18 日，俄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一读通过两项法案，规定俄

不再执行欧洲人权法院 3 月 16 日

后作出的判决，也不再将欧洲人权

法院判决作为俄法院重审案件的

依据。根据二读时议员提出的修

正案，该日期从 3月 16 日改为 3月

15日，即俄递交退出欧洲委员会申

请的日期。

俄总统签署关于停止执行
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法律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1 日

电 （记者孙丁 肖潇）美国各地民

众 11日举行集会示威，要求政府和

政客应对枪支暴力问题、加强保护

儿童生命安全。

示威活动由倡议加强枪支管

控的社会活动团体“为我们的生命

游行”组织。据该团体介绍，集会

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丹佛、圣

安东尼奥、洛杉矶等超过 450个地

点举行。

在华盛顿，数万人聚集在国家

广场华盛顿纪念碑北侧草坪上，许

多人手持或高举标语牌，上面写着

“救救孩子们”“保护生命而非枪

支”“遏制枪支暴力”“我是下一个

吗？”等。

“为我们的生命游行”负责人

之一特雷文·博斯利在现场发表演

讲说，全世界都能听到美国儿童的

哭声，但美国部分政客就是充耳不

闻。

近期，美国发生多起造成严重

伤亡的枪击事件。上月 24 日，一

名 18 岁男性枪手闯入得克萨斯州

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杀害 19名儿

童和两名教师，震惊美国以及国际

社会。

美国网站“枪支暴力档案”最

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已经

发生 256起造成至少 4人死伤的枪

击事件，超过 1.9 万人因枪支暴力

失去生命，包括 735 名未成年人，

其中 158人不到 12岁。

美国各地民众集会要求
政府应对枪支暴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