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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7 月 16 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
获悉，在高标准农田领域，我省已制定
发布《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高标准
农田气象保障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7
项地方标准，为粮食高产稳产打下坚
实基础。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补齐
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农田防灾、抗
灾、减灾能力，必须有科学适宜的标准
作支撑。我省一系列地方标准的出
台，对于规范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活
动，夯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基础，支撑粮
食生产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实现投入

产出效益最大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比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将
全省划分为 2 个一级区、9 个二级区，
详细规定了农田基础设施和农田地
力提升的建设内容和技术指标，明确
了相关管理要求。《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气象保障能力建设规范》《高标准
农田气象保障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两
项标准，则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
保障建设任务落实、高标准农田产能
效益发挥提供了遵循，也为各级政府
和决策部门建设高标准农田气象保

障能力提升工程、开展气象为农服务
提供了参考。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标准河南
建设，不断优化标准供给、健全标准
体系。目前，全省覆盖三个产业和
社会事业各领域的标准体系基本建
立，地方标准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结
构更加合理、质量明显提升、适用性
显著提高。标准制定与各部门联系
更加紧密，地方标准成为各部门履行
管理职责、服务行业发展的重要技术
支撑。

据《河南日报》

为了大地的丰收
粮安天下，中原担当。
今年河南夏粮再夺丰收，总产

757.14 亿斤，较上年增加 47.13 亿斤，
增长6.64%。

沉甸甸的数字，充溢着麦香，浸
润着喜悦。“今年夏粮生产实现了恢
复性增长！”“基本夺回了去年的夏粮
损失！”很多人士这样感慨。

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
了。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 1/4，河南
夏粮丰收，不仅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
了坚实基础，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提供了有力支撑。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岁稔年
丰，殊为不易。

去年夏天的连续降雨影响到夏
粮收成。“今年麦子长势不错，想办法
得把去年的亏空补回来。”夏收，遂平
县种粮大户刘国富流转的耕地亩均
产量 1300 来斤，“比去年多打了一二
百斤。”

对于今年夏粮生产，全省上下都
攒着一股劲：誓把去年夏粮损失夺回
来！锚定夏粮丰收目标，全省坚持稳
面积、提单产、减损失，一场“小麦增
产夺丰收行动”在广袤的田野上展
开，历冬、经春、入夏，耕耘、培育、守
护着丰收的希望。

筑牢“耕”基保粮安
“五良”集成促增产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好田
地才能有好收成。河南组织实施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在高标准农田建
成区、示范区建设小麦高产示范区
601个、总面积734.2万亩，推行良田、
良种、良法、良机、良制“五良”集成融
合，挖掘单产潜力，打造粮食大面积
均衡增产河南模式。

高产示范区里，大力推广郑麦
1860、郑麦 136、百农 307 等高产稳产
抗逆品种，集成推广深耕耙压整地、
小麦“四适”播种、后期“一喷三防”等
关键技术措施，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
机和低损收获机，发展托管服务型适
度规模经营。

走入田间，农业机械化、智能化
和现代化的应用，新品种、新技术和
新模式的创新，“互联网+农机作业”

“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等生产场景

颠覆你对农业的认知，彰显着发展农
业新质生产力的成效。

新农田、新农技的示范带动作用
凸显。南乐县优质小麦绿色丰产增
效技术规模化示范方，亩产 839.2 公
斤；延津县僧固乡沙庄村的小麦高产
攻关田，亩产 875.2 公斤；鹤壁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王寨村百亩丰产方，亩
产912.6公斤……

防患未然早打算
防灾减灾下功夫

病虫害与极端天气已成为粮食
减产的主要因素，持续加强防灾减灾
能力建设越发重要。

早在年初，全省农业部门和农业
科技部门就实行省、市、县三级联动，
上千名农业科技人员组成科技服务
团，及时根据作物长势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技术服务，全力做好小麦防灾减
灾和田间技术指导工作。

在小麦返青拔节期，针对苗情、
墒情、病虫害以及极端天气等，因地
制宜科学制定应对措施，“促弱控旺
转壮”指导春季麦田管理。

在小麦抽穗扬花期，紧紧抓住小
麦赤霉病、条锈病防控窗口期，及时
开展以防治赤霉病为主的“一喷三
防”工作，促进小麦多粒多实。

在小麦生长后期，指导农户及时
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减轻干热
风的危害。针对极端天气造成的点
片倒伏，通过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
等，促进小麦正常灌浆，最大限度减
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特别是 4 月份，针对豫南地区赤
霉病暴发流行风险高的严峻形势，省
财政提前下达 3.89 亿元“一喷三防”
和8000万元病虫害防治资金，以小麦
赤霉病为重点，组织开展大规模统防
统治和群防群治，全省累计防治病虫
害 2.5 亿亩次，其中赤霉病预防面积
1.15 亿亩次，有效遏制了暴发流行态
势。

只有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才能事
到临头有备无患。农业部门依托农
民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
在全省规划建设 1000 个以上“平急
两用”的区域化农机服务中心，今年
已建设 313 个，着力补上烘干、履带

式收割机等短板。支持各类经营主
体加快建设粮食烘干设施，今年已新
建烘干设施 580 台，新增日烘干能力
3.7 万吨，极大提升了粮食应急烘干
能力。

打好夏收攻坚战
丰收到手粮满囤

今年小麦成熟期提前，大面积收
割开始时间比往年早2天—3天。

夏收期间，交通、公安、农业三部
门共同做好跨区机收运输服务保障
工作，确保道路通畅；高速公路、国省
干线开设专用通道，各收费站对农机
运输车辆实行免费通行，高速服务区
内农机手可免费洗衣洗澡、免费加水
充气，享受优先加油、优先休息、优先
维修等服务；农机部门开通农机服务
保障 24 小时热线电话，在重点区域、
主干道口设立农机接待服务站，为跨
区机收人员提供小麦机收信息、农机
维修网点等服务……一项项服务保
障暖了麦客的心。

夏收期间火爆网络的一段小视
频，更是展现了河南老乡的淳朴。一
位外地麦客挡不住车窗外群众的热
情，驾驶室里塞满了当地群众送来的
黄瓜、饮料、水饺……这位麦客笑称
这是来河南的额外收获。

整个收获期，全省联合收割机准
备充裕，机收平稳有序推进，连续7天
日收获小麦600万亩以上。一大批大
喂入量、纵轴流联合收割机投入使
用，提高了作业效率和收获质量，周
口、许昌、开封、漯河、濮阳等市高峰
期单机日作业量超110亩。机手减损
意识增强，作业质量监测显示，全省
平均机收损失率不超过1%。

“从小麦生育各关键期到小麦收
获期，全省上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抓，一项措施一项措施落实，环环相
扣，取得了这来之不易的好收成。”对
于今年夏粮增产丰收，农业农村部小
麦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
授郭天财感慨。

中原熟，天下足。夏收过后，旱
涝急转，眼下强降雨形势严峻，秋作
物生长面临又一次考验。攻坚克难
仍需凭着一股劲，力夺秋粮再丰收！

据《河南日报》

支撑高标准农田建设

我省已发布7项地方标准

2024年
全国暑期文化
和旅游消费季启动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7日电
2024 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
季17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启动。

今年，文化和旅游部以“文旅
惠民乐民 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
贯穿全年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消
费促进活动。根据活动总体安排，
文化和旅游部于 7 月至 8 月举办
2024 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
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旅游旺季推
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新型消费
场景及惠民措施。

主场活动上，中国气象服务协
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推出“避暑
消夏好去处”“跟着演出去旅行”等
暑期旅游产品。

据介绍，暑假期间，各地将举
办超4000项约3.7万场次文旅消费
活动，围绕夜间游、避暑游、亲子
游、研学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发放
消费券、票价优惠、消费满减、折扣
套餐等惠民措施，打造滨海、水上
运动、戏剧节、音乐节、艺术节、动
漫节、演唱会、展览展会、文体赛事
等新场景，激发暑期文化和旅游消
费潜力。

商务部：

一视同仁支持
内外资企业参与
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新华社北京 7月 17日电 商
务部 17 日召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专场解读外
资企业圆桌会。商务部副部长兼
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表示，中
国将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参
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

凌激说，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
央着眼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将有力扩大内需、促
进投资、升级消费，并为包括外资
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提供巨大市
场空间。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
水平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一视同
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参与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以及相
关政府采购和项目投资等。希望
外资企业把握机遇，深耕中国市
场，加大在华投入。

雅保、伯乐生命医学、埃尼、福
特、通用电气医疗、飞利浦、西门子
医疗等外资企业代表和中国美国
商会、中国欧盟商会、中国韩国商
会、中国日本商会等在华外国商协
会代表参会并发言。商务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
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代表解读政策，
并回应企业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