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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为啥用上粮食为啥用上““吹风机吹风机””？？
中国加快补上粮食产地烘干设施装备短板中国加快补上粮食产地烘干设施装备短板

眼下，全国小麦

由南向北梯次成熟，

多 地 相 继 开 镰 收

割。5月18日，农业农村部召开专

题会议，部署小麦跨区机收及“三

夏”机械化生产工作，强调常抓不懈机收减损，加强粮

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此前的5月9日，农业农村部

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快补上粮食产地

烘干设施装备短板，烘干能力基本满足全国粮食产地

烘干需求。

有种粮农民打比方说，过去自家烘干是让粮食

“晒太阳”，受天气、

场所制约多；现代

化的烘干设备则是给粮食用上

“吹风机”，高效快捷。目前，中国

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情况如何？怎样补短板、提

能力？

加快提升粮食产地烘干能力，

一些现实问题仍需着力解决，平衡

成本与收益是其中之一。

谢奇珍介绍，粮食烘干设施建
设有两大成本问题值得关注，一是
初期成本，建设一个日烘干能力60

吨的普通烘干中心，包括购机、用

地、地面硬化、配套库房设施、电力

改造等成本，共计约130余万元，前

期投入较大。二是后期运行成本，
粮食烘干主要集中在夏收和秋收两

季，如使用天然气为燃料，烘干1吨

粮食的各项成本高达100多元；若

采用电作为能源，办理用电增容也

较困难。

针对问题，《意见》除了提出发
展节能高效绿色技术与装备，推动
降低用能成本以及通过优化布局并
引导粮食烘干作业服务向油菜等经
济作物扩展，提高设施装备的利用率
和经营效益，还明确在用电用气方面
给予政策扶持，扩大补贴范围，按规
定按程序将粮食烘干成套设施装备
纳入农机新产品补贴试点范围。

用地难是另一大挑战。据介

绍，烘干机占地面积较大，再加上配

套基础设施，按照日烘干能力60吨

的普通烘干中心来测算，一般需要

占地1000平方米左右。而粮食烘

干和仓储用地性质一般为建设用

地，存在用地指标少、申请办理难度

大、程序繁杂等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本次文件强化

了多部门协调合作解决现实问题，

联合出台《意见》的6部门中就有自

然资源部，在用地方面进行了详细

的部署安排。”谢奇珍说，《意见》提
出对于直接依附于作物种植主业，
必须与主业同步建设，无法分割独
立存在的烘干晾晒设施用地纳入设
施农业用地管理，并鼓励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通过入股、租用等方式用
于粮食烘干中心（点）建设，这些措
施有助于加快解决粮食产地烘干能
力建设用地难问题。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将成立农业农村部门牵头，
相关职能部门和电力、燃气、石油、
石化等单位参与的粮食产地烘干能
力建设协调推进机制，形成工作合
力，确保目标任务落实到位。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围绕加快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

设，此次出台的《意见》提出，聚焦小
麦、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
生产的需要，优化粮食产地烘干能力
布局，补齐粮食烘干设施装备短板，提
升粮食产后处理保障服务水平，切实
降低粮食产后灾后损失。

“相较以往，新出台的政策不仅重
视‘产后损失’，而且突出降低粮食灾
后损失，提升应急烘干作业能力。”谢
奇珍说，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

多，区域性、阶段

性的汛情对一些

地方造成了不小

影响，粮食灾后损

失较重。在此背

景下，很有必要布

局更多的粮食烘

干设施装备，既满

足平常烘干需求，

也保证在遇到自

然灾害时烘干服

务跟得上。

根据政策规划，今后将构建烘干
点与烘干中心相结合的粮食产地烘干
体系。其中，烘干点建设内容包括粮
食烘干机和配套的清选机、皮带输送
机、提升机、除尘系统以及烘干厂区房
等，主要以南方稻谷为烘干对象，配备
批次处理量50吨以下的单套循环式烘
干机。烘干中心建设内容包括粮食烘
干机和配套的清选机、烘前仓、烘后
仓、皮带输送机、提升机、除尘系统、储
粮设施以及烘干厂区房等，其中，配备

组合式循环式烘干机的，批次处理量
应50吨以上；配备连续式烘干机的，日
处理量应100吨以上。

“烘干点的规模相对较小，服务面

积一般在500亩以下，配备单台烘干套

设备即可。烘干中心除了烘干设备

外，往往还有相配套的仓库等设施，服

务面积从几千亩到几万亩不等。”谢奇

珍说，此次文件根据不同粮食品种生
产情况和补足粮食产地烘干能力的需
要，对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西
南、西北、华南等6大地区粮食烘干中
心（点）进行差异化布局，在充分满足
各地需求的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烘
干设备利用效能。

扩大规模，也提升质量。中国将

发展节能高效绿色技术与装备，因地

制宜采用热泵、电加热、生物质燃料、

天然气和太阳能等热源，推进对现有

粮食烘干机进行环保节能升级改造；

加快信息化技术与烘干储粮设施装

备相融合，提高烘干设施装备智能化

水平。

建设粮食烘干点、烘干中心

保障用地用电，向更多作物扩展

“得亏烘干及时跟上，不然损失

可大了。”聊起去年夏收，广东省雷

州市源泰米业负责人吴坚表示，去

年当地多次经历强降雨、台风等极

端天气，6月中旬开始收割的水稻含

水量很高，如果不及时烘干，很容易

发霉。那阵子，公司十几台烘干机

每天24小时运转，高峰期延长了十

多天，确保了抢收的早稻及时烘干

入库。

广东高温多湿，夏收季节雨水

偏多，粮食烘干需求大。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有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以

来，广东连续两年共投入4亿元支持

烘干项目建设，去年新建的一批烘干

中心新增日烘干能力达1.72万吨，

有效提升了粮食烘干应急能力，减少

霉变损耗。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
产品加工工程研究所总工程师谢奇珍表示，在
中国南方不少水稻主产区，刚收获的稻谷水分
达30%以上，高温天气下这种状态的稻谷24
小时内就会出现霉变情况。长期以来，农民多

以传统方式在马路、晒场晾晒粮食，易受天气

影响，且存在虫害鼠害损失大、粮食易受污染、

晾晒场地不足等问题。“与传统晾晒比，机械化
烘干作业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既减少产后损
失，也提升粮食成色和品质。”谢奇珍说。

数据显示，在中国粮食储藏环节，小农户
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储粮比例约占全年粮食
总产量的50%。由于处理不及时或储藏加工
不当，中国粮食在产后损耗严重，尤其是在储
藏、运输和加工环节，每年损失量约700亿斤。

“为推进节粮减损，中国近年大力推动粮

食烘干机械化，目前全国使用的粮食烘干机

约13万台（套），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取得

长足进步，但仍有不少挑战，部分地区还存在
设施装备总量不足、技术水平不高、设施与装
备不配套等问题，烘干服务还不能满足粮食
生产的需要，亟须补上粮食产地烘干设施装
备短板。”谢奇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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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正在用烘干塔烘干玉米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正在用烘干塔烘干玉米。。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粮食产业园集粮食

仓储物流、加工贸易、检验检测等为一体，规

划建设 17 栋低温平房仓、10 栋低温浅圆仓、

粮食加工厂房和烘干中心。全部建成后，仓

容量可达20万余吨。以上图为该粮食产业园

建设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