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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共同部署

进一步做好农机跨区作业
通行服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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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关注关注““““三夏三夏三夏三夏””””
眼下，夏粮主产区小麦正由南向北陆续成熟，

华北主产区借助科技赋能生产，多措并举保障小麦

稳产增产，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三夏”之际，麦浪滚滚，丰收在望。在河南省

内黄县高庙村的麦田里，一望无际的小麦长势喜

人。田埂上，技术人员为无人植保机配药灌水结

束后，伴随着一阵阵轰鸣声，30多架无人机腾空

而起，在田间来回穿梭，进行低空喷药。

“我今年种了106亩小麦，整个小麦生长期，

政府免费为小麦飞防打药，既省时省工，又节省了

不少成本。”站在自家麦田边，种粮大户赵勇刚心

里的账本算得明明白白，“技术人员科学指导，加

上无人机喷洒药肥均匀高效。今年的小麦穗多、

穗大、颗粒饱满。”

内黄县，是河南省农业粮食生产重点县，为进一

步做好小麦后期的病虫害科学防治工作，通过持续

发力“统防统治+群防群治”，引导当地农民扎实开展

小麦“一喷三防”或“一喷多防”。

当前，夏粮主产区正处于小麦产量形成的重

要时节，也是实施小麦“一喷三防”的关键时期。

按照国务院部署，中央财政下达小麦“一喷三防”

补助资金16亿元，支持河南、河北、安徽、山东、甘

肃、宁夏、新疆等22个小麦生产省份，在小麦生产

中后期混合使用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

剂，促进保大穗、增粒重、提单产，做到冬小麦和夏

收春小麦全覆盖，促进夏粮稳产丰收。

“各地要把小麦赤霉病、条锈病防控作为抓好

当前夏粮生产工作的大事要事，在责任、资金、技

术、服务等方面协同发力，确保把小麦赤霉病、条

锈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夯实大国粮食安

全根基。”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说。（据人民网）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农

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共同

组织召开视频调度会商会议，与农

机跨区作业输入输出重点省份交

通运输、农业农村部门，研究部署

农机跨区作业通行服务保障工作。

会议要求，各地交通运输、农

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服务意识，建立部门协调

工作机制，切实做好农机跨区作

业通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不误

农时。要强化公路运输通行服

务。组织运输企业车辆加强运输

服务保障，引导机主、机手依法依

规选择适合运输车辆，满足联合

收割机安全运输需求。优化大件

运输许可办理，对提出申请的联

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

批、优先办理、优先发放。加强路

网监测调度和路况信息播报服

务，在高速公路服务场所为农机

手提供生活保障、车辆维修等便

利条件。要加强公路交通政策法

规宣传。指导各地通过发放宣传

册、明白纸等方式，促进广大农机

手充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深刻认识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存在

的安全隐患及危害，增强安全运

输意识，推动合法合规运输、依法

免费通行。对于存在超限超载违

规行为，不符合免费通行政策的

运输车辆，要耐心细致地解释相

关法规政策规定，本着为农服务

情怀，妥善处置、化解分歧、解决

问题，确保正常通行秩序。

（据《农民日报》）

2023年夏粮收购即将全面

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5

月17日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

粮油收购及政策性粮食销售监督

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强

监管严执法重处罚行动年”活动

部署，保持高压态势，对坑农害

农、损害粮食经营者合法权益等

行为发现一起、严查一起，为粮油

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提供有力

支撑。

通知要求，强化对政策性粮食

购销环节检查，严厉打击“转圈粮”

“以陈顶新”“低收高转”“拒收合格

粮食”以及“打白条”、拖欠售粮款

等涉粮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

对市场化粮油收购的监督检查。

通知指出，各级粮食和储备部

门要创新监管方式，突出检查重

点，加强跨部门协同，完善联合执

法机制，全方位排查处置粮油收购

及政策性粮食销售环节违法违规

行为，维护粮食流通市场秩序；对

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移送

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处置；适

时通报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发挥警

示震慑作用。 （据新华社）

严厉打击涉粮违法违规行为
《关于做好2023年粮油收购及政策性粮食销售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发布

荞香四溢，再聚渭北。5月23日，为期

7天的中国·淳化荞麦产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暨第二届荞面饸饹文化旅游节在陕西省

咸阳市淳化县石桥镇咀头村盛大开幕，被

誉为“北方面食三绝”之一的经典美食荞面

饸饹以主角之姿“亮相”，现场火爆。

本次活动以“荞香九州·品味淳化”为

主题，活动启动当天发布淳化荞面饸饹品

牌战略，并为8家企业进行淳化荞面饸饹

区域公用品牌使用授权。同时，活动现场

还为荞麦首席科学家工作站、国家荞麦产

业三产融合科技示范基地揭牌，签订国家

荞麦产业技术转化、荞麦产业校县合作、荞

麦产业技术推广、淳化荞麦产业品牌化合

作四个战略合作项目，中国蔬菜协会会长

杨雄年授予淳化县“中国荞麦之乡”牌匾。

中共淳化县委书记郭立志在开幕致

辞中表示，历经一年的倾力打造，淳化县

荞麦产业实现了种植规模从小到大，品牌

从无到有，链条从短到长。淳化县将立足

大健康，发展大产业，精心擦亮淳化荞麦

这一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品牌，举全

县之力，把荞面饸饹这块金字招牌打造成

为驰名陕西的健康美食、享誉全国的地域

品牌。

近年来，淳化县坚持把荞麦产业作为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位产业，先后成

立荞麦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以县政府一号

文件印发荞麦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出台荞

麦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列支2000万元扶持

荞麦种植、加工、销售、餐饮等全产业链发

展，推动“科技+政策”双赋能、“外引+内

培”双发力、“线上+线下”双推进，举全县

之力打造荞麦全产业链并取得显著成效。

据了解，淳化县先后引进荞麦深加工

企业10多家，发展线上销售门店30多家，

全县荞麦种植面积达到4万亩，荞面饸饹

餐饮店发展到1300余家，2022年全县荞

麦产业总产值达到5亿元。同时，依托荞

面饸饹文化旅游节，淳化县还精心推出了

红色记忆传承游、历史文化研学游、生态田

园体验游三条特色旅游线路，深化“文

化+”“旅游+”战略，加快农商文旅深度融

合步伐，把“淳化荞面饸饹”这块“金字招

牌”愈擦愈亮。

让淳化荞香味更让淳化荞香味更““淳淳””
——中国·淳化荞麦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二届荞面饸饹文化旅游节开幕

农业科技报记者 闫瑜涛 冯玉龙 齐巨儒 梁军锁

中共淳化县委书记郭立志致辞

淳化县“中国荞麦之乡”授牌仪式

国家荞麦产业三产融合科技示范基地揭牌

淳化荞面饸饹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