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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粮三大类：
价格总体形势咋样

秋粮，主要包括稻谷、玉米、
大豆，从上市时间看，先是南方稻
谷，然后是华北玉米，最后是东北
的稻谷、玉米和大豆。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2
月 7日发布数据，9月中下旬以
来，秋粮收购由南向北陆续展开，
正全面进入高峰，进展总体顺利。
截至12月5日，主产区各类粮食
企业累计收购秋粮1310亿斤，与
常年水平大体相当。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
储备司司长秦玉云说，秋粮开秤
以来收购价格总体较为平稳。由
于稻谷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以稳
为主。主产区中晚籼稻、粳稻收购
均价每斤分别在1.33元、1.36元
左右，与开秤价格基本持平。玉米
收购均价每斤在1.27元左右，其
中，华北在 1.35 元左右，东北在

1.24元左右，均较开秤价格略有
上涨。

国产大豆走出独立行情，去
年以来上涨较多，与进口大豆拉
开更大价差，有利于农民增收和
保护种粮积极性。国产大豆开秤
以来，收购价格小幅上涨，目前收
购均价每斤在3.02元左右，比开
秤价格上涨1毛钱左右。

收购进度方面，呈现“稻谷稍
快、玉米略慢、大豆持平”特点。主
产区累计收购中晚籼稻 403 亿
斤、粳稻362亿斤，进度均快于去
年；累计收购大豆23亿斤，与去
年进度相当；累计收购玉米 522
亿斤，比去年略慢一些，但也达到
近几年同期平均水平。

秋来多雨雪：
如何帮农民安全储粮

近一段时间以来，东北多次
发生大范围降雪，对粮食购销活
动产生一定影响。各地积极应对

近期雨雪天气影响，采取一系列
针对性措施，帮助农民做好安全
储粮。

河北印发防霉变指引，引导
农民采取多种形式通风干燥、降
温降水；内蒙古号召农民清雪倒
垛，印发指南指导农民安全保粮；
辽宁印发紧急通知，深入一线对
粮食收购及质量情况进行摸底；
吉林组织技术人员入村入户，帮
助农户清雪通风，对安全隐患大
的乡镇村屯实施点对点包保。

针对部分地区持续降水，极
易造成粮食发霉变质等迫切问
题，中粮集团采取帮扶措施，尤其
对不具备存放粮食条件的农户，
提供有针对性收购方案，积极协
调周边烘干塔对回收粮源进行直
接烘干入库，确保粮食质量安全，
帮助农户减少损失。

依托“粮食银行”并向农户提
供“代烘干、代保管”服务，中粮将
农民“存粮在家”变为“存粮到库”
模式，既有效减少了粮食损失，每

公顷还可帮助农户增收1500元
以上。

确保粮农利益：
政策性收购咋托底

随着中晚稻上市量逐步增
加，部分地区价格回落至最低收
购价水平以下。目前6个省份启
动了中晚稻托市收购，有效发挥
了政策托底作用。今年稻谷最低
收购价格水平为中晚籼稻每斤
1.28元、粳稻每斤1.3元。

秦玉云说，有关部门先后批
复同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
南、黑龙江等6省启动中晚稻托
市收购，各省共确定第一批收储
库点1100多个。中晚籼稻托市收
购主要集中在安徽，粳稻收购全
部在黑龙江，为更好地满足农民
售粮需要，近期两省又增加了第
二批收储库点共106个。

中储粮集团公司7日提供数
据显示，截至12月5日，累计完成

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收购453.6万
吨，同比增加400多万吨，其中收
购中晚籼稻125.5万吨、收购粳稻
328.1万吨，较好发挥了政策托底
作用，保护了种粮农民利益。

中储粮还大力推广运用“惠
三农”综合服务平台，农民可以通
过手机提前预约，减少排队聚集、
方便售粮。今年以来，通过“惠三
农”预约售粮的车辆数达到49.35
万车，售粮总量达到1688.6万吨，
做到了数据多跑路、农民少跑腿、
快售粮。

做好粮食产后服务，对减损
增收至关重要。在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指导下，秋粮上市以来，
山东280家产后服务中心帮助农
户清理烘干粮食100多亿斤，节
粮减损4亿斤；四川353家产后服
务中心清理烘干粮食20多亿斤，
节粮减损1.4亿斤；江西326家产
后服务中心覆盖近1400个乡镇、
530万农户，预计带动农民增收超
过3亿元。 （新华社王立彬）

刘长毅曾经一元钱一元钱
地攒，期望买房子逃离五里
营子。

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紫荆
街道，五里营子小区的16栋住宅
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80岁的
刘长毅在这里生活了35年。

“我们这没有感应灯，但进
楼道也跺脚，为了吓耗子。”刘大
爷的话勾起了邻居们的回忆，

“往院里看，全是违建小房；往天
上看，电线像蜘蛛网密密麻麻；
往路上看，全是坑，下水道还经
常反水；冬天家里勉强十八九摄
氏度，都得穿棉袄。”

这个锦州市公认的最差小
区，2020年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

“让我们提意见，没想到动
真格的了。”五里营子13号楼的
赵阿姨说，小区实在太差了，我
们就说屋里太冷、下水道总堵、
院里连站着说话的地方都没有。

2020年4月27日，施工队来
了。墙体四周保温、煤水电气管
网改造、电线网线入地、拆除违
建。一项一项，如居民所愿。

“这两个冬天，屋里能提高
三四摄氏度。我姐前两天来看
我，都不敢认门，进小区就照
相。”赵阿姨说，五里营子不仅
变美了，物业还给有意愿的居
民安装了“一呼百诺”呼叫器，
老年人在家里有什么急病，一
按，物业就能来救急。家里煤水

电气出现泄漏，呼叫器也能
报警。

“充分征求群众意见，老旧
小区改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
条。”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住房保障处处长胡林涛说，“小
区是群众的家，群众需要改造什
么，政府就把钱投在哪。屋里冷、
房顶漏、下水堵是意见最强烈的
三项，我们就先做好这三件事，
雪中送炭。”

据介绍，2019年以来，辽宁
省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599个，涉
及居民113万户。基层党组织和
社区工作者也走进了 113 万户
家门。

窗上焊笼子式的防盗窗，是
老旧小区常见一“景”，不但影响
美观，而且导致漏水。谈到拆除
防盗窗，鞍山市铁东区银环社区
书记牛丽雯哭了，“居民就和我
说一句，丢东西谁负责。我谈一
次被怼回来一次。”

做了12年社区工作的牛丽
雯不信有敲不开的门、做不通的
工作。她深入老党员、志愿者群
体讲监控作用、讲防水效果。渐
渐地，一家家主动拆掉了防盗
窗，直至43栋楼，全部2766户。

倾听群众意见后，请群众全
程监督。各老旧小区改造现场，
笔者看到了无数关心自己家园
的监督员。

在沈阳市于洪区绿园小区，
下水道堵塞是一楼居民钱文生

的一块心病。改造工程启动后，
他每天守在家门口看挖沟，“施
工队挖开后，我和他们说图纸设
计考虑不周全，我自己掏了多少
次，我清楚情况。”按照钱文生的
方案反复测量后，施工方认可了
他的建议。

如今，管道通了、污水没了，
钱文生总是紧锁的眉头也舒展
了。“就是一句话，感激！”当了20
多年兵的老钱敬了一个标准的
军礼。

胡林涛说，在兜底做好外墙
保温、室内防水、管网改造等基
础类改造基础上，各城市本着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在
口袋公园、路灯、车位等完善类
改造和养老、康复、食堂等提高
类改造方面进行综合提升。

在鞍山市北长甸小区，鞍钢
退休职工田文佳每天都穿过楼
下的口袋公园，到小区与鞍钢合
作成立的社区食堂吃饭，他说：

“物美价廉，又找到了鞍钢食堂
的老味道。”

一年新、两年旧、三年依旧
是老旧。保持成果一直是之前老
旧小区改造的短板，辽宁省各市
把谋长远的事想在了前面。沈阳
市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物业
管理服务部副部长李本鑫说，我
们要求改造小区的门槛是要有
保障性物业或自治物业，钱要花
得长远。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103号

院有5栋楼220户，2006年成为
弃管小区，一度垃圾乱扔，居民
怨声载道。小区所在的文安路社
区党委成立小区党支部，先带领
党员搞卫生、值班看守大门。秩
序恢复后，业主大会选举园区业
委会，实行居民自治管理。业主
委员会主任杨湘霖说，自治物业
瞄准垃圾、安全、车位等业主的

“烦心事”做服务，赢得了大家的
信任，物业费收缴率一直在98%
左右。

在小区的智能自行车棚里，
老杨一边演示着电动自行车充
电桩、旋转摄像头、烟火报警系
统，一边说：“今年小区改造，给
我们投了264万元，蜘蛛网般的
线入了地、道路平整了、休闲广
场美观了。尤其是这个自行车
棚，解决了居民怕丢、充电的老
大难问题。”

杨湘霖说：“现在小区里，
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居民的笑
脸。美丽家园来之不易，我们必
须维护好。”

走进辽宁省各地的改造小
区，杨湘霖话语中的笑脸一张张
迎面而来。临别时，刘长毅拉着
笔者的手，让笔者一定进屋
看看。

“23摄氏度，暖和。”刘大爷
指着温度计说，“咱们小区现在
怎么看怎么像新家。老邻居都庆
幸没搬走，三四十年的感情，舍
不得。” （新华社李铮白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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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兰
州 12 月 8 日电
（记 者 王博 王
紫轩）记者从甘
肃张掖黑河湿
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
了解到，截至目
前，保护区累计
新增鸟类56种，
其中包括彩鹮、
白枕鹤、卷羽鹈
鹕等 20 种国家
重点保护鸟类。

据介绍，自
20世纪 90年代

成立至今，保护区调查监测到的
鸟类数量由155种增至211种，
囊括黑鹳、遗鸥、青头潜鸭等多
种珍稀鸟类。新增的56种鸟类
中，彩鹮、白枕鹤、卷羽鹈鹕等国
家重点保护鸟类达20种。

近期开展的珍稀水鸟同步
监测调查中，湿地管理部门共发
现“鸟中大熊猫”黑鹳627只，为
该调查实施以来发现黑鹳种群
数量最大的一次。

近年来，张掖市通过落实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着力改善湿地
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环境，为候鸟
迁徙停留提供了良好条件，黑河
湿地正成为越来越多“空中来
客”春秋迁徙、夏季繁殖和越冬
的选择。

黑河湿地是全球候鸟迁徙
的重要通道——中亚通道的国
际驿站，2015年被国际湿地公
约组织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2020年监测发现，8万余只候鸟
在此集结和停歇。

我国快递年业务量
首次突破千亿件大关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记者
戴小河）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
12月 8日实时监测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达1000亿件，
这是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千
亿级别，已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说，快递
支撑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农产品销
售额、制造业产值和跨境电商销售额
再创新高。目前行业有8家快递企业
成功上市，形成3家年业务量超100
亿件、收入规模超1000亿元的品牌
快递集团。连接城乡、覆盖全国、通
达世界的快递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快
递网点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服务网
络加速向村一级延伸，日均服务用户
近7亿人次，年新增就业保持在20
万人以上。

从地区分布来看，2021年 1至
10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
分别为679亿件、124.9亿件和63.3
亿件，比重分别为 78.3%、14.4%和
7.3%。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快
递业务量增长32.5%，比重下降1.3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增长
48.1%，比重上升1.3个百分点；西部
地区快递业务量增长34.7%，比重基
本持平。

从结构来看，今年1000亿件的
快递业务更多承载着农产品上行、工
业品下乡的使命，通过推进“快递下
乡”“快递进村”工程，现在全网每天
有1亿件包裹送到农村，同时农特产
品源源不断地出村进城，更加凸显快
递业在促进消费升级、畅通经济循环
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巩固脱贫成果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

新华社北京 12月 8
日电（记者 王琳琳）2022
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
冲刺阶段。国家知识产权
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张
志成8日在国家知识产权
局举行的第四季度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从
2021年10月中旬到2022
年6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专项行动，对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志知
识产权侵权行为保持高压
态势。

专项行动包括五项重
点任务：一是根据《奥林匹
克标志保护条例》，加强对
奥林匹克标志和残奥会有
关标志的保护；根据专利
法、商标法等法律规定，做
好有关奥林匹克标志的外
观设计专利、注册商标等
各类型知识产权立体化保
护。二是加强市场违法信
息排查，建立案件信息移
交快速反应机制，及时处
置案件线索，做好监管保
护各环节的工作协调和衔
接。三是广泛开展奥林匹
克标志保护宣传，持续加
强奥林匹克标志相关知识
产权普法，提升社会公众保护意识。
四是重点强化商品生产集中地、销售
集散地、电商平台总部所在地奥林匹
克标志保护，推动违法线索互联、监
管标准互通、行政执法信息共享。五
是正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从严处置
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相关专利、商标等
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

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
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优异成绩，为祖国
和人民赢得了荣誉。但一些代理机构
受申请人委托，把“杨倩”“陈梦”“全
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和“杏哥”“添
神”等相关特定指代含义的热词进行
恶意抢注，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
人重申，依法严厉打击未经授权将奥
运冠军等较高知名度奥运健儿姓名
作为商标进行恶意抢注进而损害其
姓名权及合法权益的行为，以及依法
严厉打击利用与奥林匹克运动或者残
奥会运动有关元素开展商业活动引人
误认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涉嫌构成
犯罪的行为，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张志成介绍，下一步，国家知识
产权局将与市场监管总局一起，组
织各地按照动员部署、赛前整治、赛
时保障和赛后总结的阶段安排开展
专项行动，加强综合治理，严厉打击
侵权违法行为，增强全社会尊重和
保护冬奥知识产权的意识，在国际
上树立我国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的良好形象。

我们的冬天暖3℃
——辽宁老旧小区改造看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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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节气过后，从南到北，稻谷、玉米、大豆，三大秋粮全面进入收购高峰。秋粮

收购总体情况怎样？遭遇雨雪天气地区，如何做好烘干收储为农服务？中晚稻价格回

落地区，最低收购价如何发挥托底作用？这是公众特别是粮农的关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