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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颖 近日，从丰
台区获悉，新发地市场当日蔬
菜上市量达到1.92万吨，蔬菜
加权平均价为3.28元/公斤，
供应充足且价格稳定。市场
还采取了重点商户AB团队保
供机制，托稳首都“菜篮子”。

丰台区充分发挥新发地
市场突出的保供作用，动员
运销大户加强产销对接和调
运力度，确保蔬果肉蛋等农
产品上市量保持较高水平，
加大耐储菜的存量，保证上
游货源充足。

据悉，新发地市场近期蔬
菜日上市量都维持在1.9万吨
以上，加权平均价在3.3元/公
斤左右徘徊，价格处于开春以
来的低位。新发地市场相关
负责人介绍，蔬菜日上市量较
前段时间的2万吨略有下降，
主要是受北京市疫情防控政
策影响，多地实行居家办公，
餐饮业、食堂对蔬菜供应需求
减少。由于需求平淡，大宗常
用蔬菜价格行情保持稳定，只
有叶类菜波动稍大，但其在整
体蔬菜上市量中占比较小，并
没有对整体加权平均价造成
影响。

5月21日，新发地市场猪
肉上市量为1253头，批发价
格为20.25元/公斤；水果的上
市量为 1.12万吨，加权平均
价为11.33元/公斤。市场整
体呈现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的状态。

新发地市场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确保新发地市场安全
稳定的交易环境，市场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目前已组织“蔬
菜大王”、百强商户和配送大
户建立AB团队保供机制，即
将团队主要人员分成两组，两
组人员在经营过程中互不接
触，做好风险防范。进京车辆
保障专班也继续两班倒，确保
各地农产品顺利进入新发地
市场。通过“菜篮子”直通车，
做好“最后100米”的社区化服
务，把品质新鲜、价格实惠的
果蔬送到居民家门口。

丰台区持续强化指导检
查，专人专岗督促市场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抽调干部进驻市
场蹲点值守，对企业经营运营
情况、存货以及每日车辆通行
及进场车辆等情况进行监
测。目前新发地市场须持有
24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证明
才能入场，并须全程佩戴N95
口罩。市场对全场人员“一天
一核酸，一天一抗原”，对公共
卫生间等公共场所每天进行6
次消杀，对商户采取定向管
理，多措并举创造更加安全稳
定的交易环境，保障市场农产
品供应充足，维持价格稳定，
满足市民采购需求。

本报讯 陈晨 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新闻发言人秦玉
云介绍，夏粮以小麦为主，约
占全年产量的1/4。粮食和储
备系统高度重视夏粮收购工
作，扎实做好收购各项准备。
适时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实地查看夏粮生产情况，了解
农户售粮意愿；走访各类粮食
企业，听取形势预判和收购打
算；加强部门间沟通会商，进
一步摸清收购底数，为精准制
定收购方案提供支撑。

与此同时，各地积极采取
腾仓、集并等方式扩大收储能
力，加快检化验设备维修和调
试，确保及时开秤收粮。从调
度情况看，备仓充足，能够满
足夏粮收购需要。提前组织
收购质检、计量、统计、保管等
一线业务人员培训，切实提升
操作的标准化、专业化水平。
加强与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对
接，进一步完善粮食收购贷款
信用保证基金，帮助企业多渠
道筹措资金，保证农民“粮出
手、钱到手”。

秦玉云介绍，各地着力提
升粮食收购服务水平，通过印
发宣传页、一张图等方式让农

民了解政策，及时发布粮食生
产、质量、价格等信息，引导市
场主体合理安排购销。进一
步深化粮食产销合作，产销区
间部分粮食购销意向已初步
达成。收购期间还将提供粮
食预检抽检、科学储粮指导、
帮助联系售粮渠道等服务；不
少库点设置预约收购、订单收
购、绿色通道等，以减少售粮
排队时间，确保疫情防控和粮
食收购两不误；各地将根据需
要继续提供清理烘干、储粮保
管、加工转化、市场销售等服
务，通过促进粮食提级进等帮
助农民增加收益。

此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已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关
于切实做好2022年夏季粮油
收购工作的通知》，从提高认
识、强化举措、优化服务、加强
监测预警、严格执法监管等方
面作出部署。下一步，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全力抓好
夏粮收购工作，牢牢守住农民
“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一方
面指导各地多措并举开展市
场化收购，引导多元主体积极
入市；另一方面，督促有关企
业切实履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执行主体责任，切实发挥好政
策托底作用。收购期间，将密
切跟踪粮食市场形势变化，定
期发布夏粮收购进度、价格等
信息，进一步规范企业收购行
为，切实维护良好的收购市场
秩序。

据了解，去年9月中旬秋
粮上市，到今年4月底，秋粮

旺季收购已顺利结束，总体呈
现组织有序、收购量高、进度
较快、市场平稳的特点。截至
4月30日，主产区各类粮食企
业累计收购秋粮3705亿斤，
同比增加500亿斤，增幅16%，
收购总量处于近年来较高水
平。分品种看：中晚稻1326
亿斤，同比增加110亿斤，其
中粳稻 784亿斤、中晚籼稻
542亿斤，分别增加82亿斤、
28亿斤；玉米2331亿斤，同比
增加 391亿斤，是收购量最
高、增幅最大的品种；大豆48
亿斤，与上年基本持平。

谈及秋粮收购，秦玉云透
露，秋粮上市以来，主要粮食
品种行情较好，农民售粮积
极，企业收粮踊跃，购销十分
活跃，收购进度总体较快。中
晚稻收购进度一直快于上年
同期；玉米进度先慢后快，上
市初期日均收购量10亿斤左
右，后期逐步加快，到今年1
月中下旬增至20亿斤左右，
为近5年同期最高，3月以来
进度有所放缓，但仍快于上年
同期；大豆进度与上年大体相
当。此外，政策托底市场平
稳。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黑龙江 6省按程序先
后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
行预案，并结合农民售粮需
求，合理布设收储网点。到
今年 2月底预案执行期结
束，共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
稻 293亿斤，主要集中在黑
龙江、安徽、河南三省，比上年
增加195亿斤；其中中晚籼稻
47亿斤、粳稻246亿斤，充分
发挥了政策托底作用，市场运
行总体平稳。

本报讯 按照中央有关扩
种大豆和油料的部署，今年国
家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
工程。目前，我国夏收油料作
物喜获丰收，单产有望创历史
新高。

在我国，夏收油料主要是
冬油菜。眼下，全国冬油菜收
获过九成。长江流域是扩种
油料潜力最大的产区，今年中

央每亩补贴150元，在冬闲田
里推广双季稻与冬油菜轮作
模式。安徽望江农民曹中来
的600亩地过去大部分只种水
稻，很少种植冬油菜，在中央
补贴政策鼓励下，去年收完水
稻之后，他把600亩地全都种
上了冬油菜。

为提高油料产能和自给
率，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

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
质高效行动等项目资金30多
亿元，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夏
收油菜面积实现恢复性增加，
有望自2015年以来再次突破1
亿亩。

与此同时，今年，国家推
广20多个适宜机收、高油高产
品种，优质品种面积达95％以
上，并因地制宜推行免耕直

播、分段收获等30多套绿色高
效技术模式，带动大面积增产
提质。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
菜播期适宜，播种质量高、基
础好，再加上天气条件总体有
利，油菜长势好于上年。经专
家田间调查，夏收油菜单产有
望创历史新高。

（据央视网）

夏油喜获丰收单产有望创新高

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19日召开
全国夏季粮油收购
工作视频会议。夏
粮收购是全年粮食
收购首战，目前，小
麦、油菜籽已零星上
市，收购工作陆续展
开，早籼稻收购将于
7月中旬开始，收购
持续到9月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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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价格水平分别
为每50公斤115元、
124元、129元、131
元，较上年均有提
高。初步分析，今年
夏粮收购仍将以市
场化收购为主导，大
范围启动最低收购
价执行预案的可能
性不大，预计收购量
稳中有增。

今年夏粮最低收购价全面提高
北京新发地市场

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