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综合 今年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有效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自然灾害影响，全力
稳定生产保供给，聚力巩固成果守底线，着
力加强建设促振兴，农业农村经济总体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

粮食生产稳定向好，全年粮食有望再获
丰收。夏粮早稻丰收到手。夏粮产量2948
亿斤，比上年增加28.7亿斤。早稻产量
562.5亿斤，比上年增加2.1亿斤。秋粮有
望再获丰收。目前，秋粮收获近九成。大
豆油料扩种成效明显。夏收油菜籽面积、
单产、总产实现“三增”，花生等其他油料作
物呈稳产态势。秋冬种进展总体顺利。冬
小麦播种过八成，冬油菜播种过七成。

肉蛋奶果菜鱼平稳增长，“菜篮子”产
品供应量足质优。生猪生产稳定发展。前

三季度，猪肉产量4150万吨，同比增5.9%。
9月底生猪存栏44394万头，同比增1.4%。
牛羊禽肉和水产品稳定增长。前三季度，
牛肉产量485万吨、同比增3.6%，羊肉产量
346万吨、同比增1.5%，禽肉产量1730万
吨、同比增1.7%，禽蛋产量2499万吨、同比
增2.7%，牛奶产量2709万吨、同比增7.7%，
水产品产量4515万吨、同比增3.9%。蔬菜
水果供给增加。9月底全国蔬菜在田面积
9498万亩、同比增150万亩。水果进入集
中上市季，产量稳定、品种丰富。质量安全
水平稳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合格率稳定在97.5%以上，绿色、有机和地
理标志农产品供给进一步增加。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守住了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脱贫地区特色产业
加快发展。组织消费帮扶，累计帮助脱贫

地区销售农产品797.4亿元，有力带动了
脱贫群众增收。就业帮扶任务全面完
成。实施“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做
好脱贫人口稳岗拓岗转岗工作。监测帮
扶机制进一步健全。

种子耕地农机支撑不断夯实，现代农
业稳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扎实开展。
新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11.8万份，采集制
作畜禽种质资源33万份和水产种质资源
9.3万份。启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遴选270家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加快打造
种业振兴骨干力量。耕地保护建设持续
加力。已建成高标准农田7166万亩，实施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8300万亩。农机
装备条件持续改善。加快推进农机装备
补短板，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
化试点。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

截至9月底补贴购置各类农机具250.4万
台（套）。大力推进机收减损，小麦、水稻
机收平均损失率分别控制在2%、3%以内。

乡村富民产业培育壮大，农民就业增
收渠道不断拓宽。农产品加工业稳定发
展。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9%。9月份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59.7%。新产业新业态持续发展。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3745.1亿元，同比增长8.8%。

此外，乡村建设稳妥推进，农村改革
持续深化。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壮大，全国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超过610
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04万个。

农业农村消费投资稳中有增，内需潜
力持续释放。农业投资继续增长，乡村消
费加快恢复，农产品进出口势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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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监测的最新数据显
示，10月，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30.52，环比下
降0.14个点，同比上涨7.56个点，全国蔬菜
价格呈现季节性下降。

在北京一家蔬菜种植基地，工作人员正
在将新采摘的黄瓜、萝卜、小白菜等新鲜蔬
菜打包，然后运往北京市内的各大市场。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表
示，每年10月中下旬及11月上中旬，正值北
京周边产区蔬菜批量上市季节，今年由于产
地种植面积有所增加，蔬菜产量也有提升。

10月28日，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
平均价是3.21元/公斤，比上周下降6.14%，
比去年同期下降17.05%。从全国来看，10月
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
批发价为每公斤4.86元，环比下降7.1%，同
比下降7.4%。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
蔬菜首席分析师张晶表示，10月份全国蔬菜
价格呈现季节性下行趋势，主要是在田面积
同比增长约100多万亩，供应总量充足，供
应量的同比和环比都有增加。

10月份全国蔬菜
价格呈季节性下降

全国秋粮已收获11.91亿亩 完成91.2％
本报讯 李栋 眼下，我国秋粮收获

已过九成，基本实现丰收到手。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全国秋粮已收获 11.91亿亩，完成
91.2％，进度同比快0.8个百分点。我
国6个粮食主产区中，东北、黄淮海、西
北地区秋粮长势为近几年最好水平，大
豆油料扩种成效明显。

近期，在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永和
镇利英种植专业合作社，前来售粮的车
辆络绎不绝，金灿灿的玉米大小匀称，
颗粒饱满，晶莹剔透。

据了解，今年安阳县秋粮播种面积

49.3万亩，已全部收获完毕，预计总产
27万吨。“目前，全县秋粮收购以市场
化收购为主要收购渠道，呈现购销两
旺的良好局面。其中，玉米穗收购价
每公斤 0.65元左右，玉米粒每公斤
1.32元左右。”安阳县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今年，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中
央财政提前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205亿元，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
购价，先后下拨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
贴400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

在重农抓粮的强大合力下，今年

夏粮面积增加了138万亩，早稻增加
31.5万亩，秋粮面积也稳中有增，超过
13亿亩，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综合施策之下，今年夏粮产量2948
亿斤，比上年增加28.7亿斤，早稻产量
562.5亿斤，比上年增加2.1亿斤，秋粮
有望再获丰收。

另据了解，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在
毫不动摇抓好秋粮收获的同时，保质保
量完成秋冬种工作。据农情调度，全国
秋冬种进展总体顺利，截至10月31日，
全国冬小麦已播85.6％，冬油菜已播
86.8％。

本报综合 2022年第三季度，全国
市场监管部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完
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2189518批次，
依据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进行
检验，发现不合格样品64054批次，监
督抽检不合格率为2.93%，较2021年
同期上升0.34个百分点。

从抽样食品品种来看，消费量大
的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
品，肉制品，蛋制品，乳制品等5大类

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率分别为
0.79%、1.31%、1.15%、0.23%、0.17%，均
低于总体抽检不合格率。与上年同
期比，蔬菜制品、酒类等25大类食品
抽检不合格率有所降低，但食用农产
品、餐饮食品等8大类食品抽检不合
格率有所上升。

从检出的不合格项目类别看，一些
不合格项目占抽检不合格样品总量为：
农药残留超标 30.82%、微生物污染

22.22%、有机物污染问题10.21%、超范
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9.42%、兽药
残留超标8.80%、重金属等污染8.65%、
质量指标不达标8.28%。

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
市场监管部门已向社会公布监督抽检
结果，并督促有关生产经营企业及时下
架、召回抽检不合格批次产品，严格控
制食品安全风险，按有关规定进行核查
处置并公布信息。

第三季度食品安全抽检2.93%不合格

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

本报讯梁晓辉谢雁冰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日前表决
通过新修订的畜牧法。此次修法，完
善了畜禽产品保供稳价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在答记者问时表
示，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米袋子”，也要
保障肉蛋奶等“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和
有效供给。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
要产业，也是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柱和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他指出，此次修法坚持问题导向和
目标导向，加快构建现代畜禽养殖、防
疫和加工流通体系，进一步强化畜禽种
业自主创新，筑牢动物疫病防控风险防
线，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完善支持保
障措施，对于持续提升中国畜牧业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

化的畜禽产品消费需求，保障中国现代
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修订的畜牧法完善了畜禽产品
保供稳价制度。针对部分畜禽产品价
格波动较大等问题，此次修法，明确加
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便捷
的畜禽交易市场体系，建立统一的畜禽
生产和畜禽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制度，逐
步完善有关畜禽产品储备调节机制，促
进市场供需平衡和畜牧业健康发展；要
求省级人民政府负责保障本行政区域
内的畜禽产品供给，建立稳产保供的政
策保障和责任考核体系，做好畜禽产品
保供稳价工作。

“保障畜禽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
全，必须大力提升畜禽养殖生产能力和
水平。”岳仲明说，此次修法，明确国家
建立健全现代畜禽养殖体系，鼓励和扶

持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和智能化养殖，
促进种养结合和农牧循环、绿色发展。
同时，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完善畜牧业标
准，并在种畜禽管理、养殖生产、屠宰管
理、畜禽交易等多个方面强调要符合相
关标准等。

新修订的畜牧法还明确要求将畜
牧业发展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鼓励和支持发展优质、高效、生
态、安全的畜牧业。

此外，明确加强畜禽疫病监测和畜
禽疫苗研制，健全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推
广体系；强化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从配套设施装备、技术培训、
养殖档案、畜禽粪污养分平衡管理等方
面提出明确要求。

新修订的畜牧法，自2023年3月1
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畜牧法完善畜禽产品保供稳价制度

本报讯 吴兰 许文峰 10月25日起，包括
安徽芜湖、六安在内的长三角铁路6个火车
站开办互联网订餐和特产预订业务；同时，
已经开办高铁互联网订餐和特产预订业务
的杭州东、金华、盐城、衢州4个火车站增加
办理普速列车互联网订餐和特产预订业务。

至此，长三角地区开办互联网订餐和特
产预订业务的火车站达到21个。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充分发
挥地域优势，把铁路沿线地方美食文化和中
外知名快餐品牌融入铁路餐食范畴，南京盐
水鸭、扬州“冶春”狮子头、衢州“三头一掌”、
千岛湖有机鱼头汤等百余种地方特色美食
热链餐，以及老娘舅、永和大王、五芳斋、八
大碗、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品牌先后登陆
高铁和普速列车。

截至目前，上海虹桥、杭州东、千岛湖、
衢州、南京南、扬州东、合肥南、嘉兴南、盐
城、湖州等共21个车站先后加入铁路12306
网络供餐矩阵，有6家铁路自营主题餐厅、
46家地方餐食品牌提供热链套餐供应。

长三角铁路新增6个火车站
开 办 互 联 网 订 餐 业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