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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首都食品安全

本报讯 何蕊 柴嵘 近日，在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
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一级巡
视员毛德智介绍，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
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和农业稳产保供，
近期专门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对于
农业生产稳产保供、农村地区疫情防
控，特别是对节日期间全国肉蛋奶等
“菜篮子”产品的生产供应，作出安排和
部署。

近期，农业农村部重点抓了三个方
面：一是抓好生产。抓紧南菜北运基地
和北方设施蔬菜生产，合理安排品种结

构和种植规模，因地制宜发展速生菜、
芽苗菜。同时，抓好畜禽水产养殖，不
同地区及时调剂余缺，保证市场供应。
二是顺畅流通。优化通行保障措施，畅
通“菜篮子”产品以及农资农机等重要
物资的运输通道，严格落实鲜活农产品
运输“绿色通道”政策，保证“菜篮子”产
品运输车辆便捷通行。积极推进产区和
销区对接。三是压实责任。首先是落实
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监测预
警，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健全应急保供
体系，分级制定应对措施，确保一旦出
现特殊情况能够及时启动应急机制，保

证供给充足。在此基础上，农业农村部
还特别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保证
大家既吃得上、吃得好，又吃得放心、吃
得安全。

在做好上述三方面工作的同时，农
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近期还派出了
29个调研督导组，主要调研督导各地农
村地区疫情防控情况和农业稳产保供的
情况。从调研情况来看，各地在抓农村
疫情防控和稳产保供方面，都采取了统
筹措施，有一系列的具体安排。从全国
面上的情况来看，目前生猪、蔬菜等重点
“菜篮子”产品生产和上市流通基本正

常，冬小麦、油菜处于越冬期，农业稳产
保供有保障。同时，农业农村部也指导
和动员基层及早做好预案，一旦疫情比
较严重的时候，将通过组织动员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民合作社等，为农民群众开展代耕代
种、代养代管、施肥打药等托管服务，引
导基层农民群众邻里之间开展相互帮助
等措施，确保不误农时，抓好农业生产。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会同有关
部门细化应急保供工作预案，提早谋划
做好农药、肥料等农资需求调度，确保
春耕备耕有序进行。

本报讯 解红娟 国家发改委日前消
息显示，据监测，1月3—6日，全国平均
猪粮比价为5.93∶1，按照《完善政府猪肉
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
工作预案》（以下简称《预案》）规定，进
入过度下跌三级预警区间。

《预案》显示，猪粮比是指每周生猪
出场价格与全国主要批发市场二等玉
米平均批发价格的比值。一般而言，当
猪粮比价低于6∶1时，发改委发布过度
下跌情形三级预警；猪粮比价连续3周
处于5∶1～6∶1，发布二级预警；当猪粮
比价低于5∶1，发布一级预警。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1月9
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每公斤24.44元，比上周五下跌2.7%，比去
年12月9日的每公斤32.12元下跌23%。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猪养殖
相关企业35.95万家。近5年来，我国猪
养殖相关企业注册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2018年我国新增猪养殖相关企业3.38万
家，同比减少36.65%。2019年新增3.15
万家，同比减少6.97%。2020年新增5.28
万家，同比增长67.76%。2021年新增
2.46万家，同比减少53.41%。2022年新
增1.63万家，同比减少33.54%。

值得一提的是，消息发布第二天，
国家发改委官微发布了《2022稳物价盘
点之二：发挥制度优势 构建中国特色市
场保供稳价体制机制》一文，文章表示，

稳物价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我
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构建中国特色市场保供稳价体制机
制，有力有效做好保供稳价，满足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文章指出，要加强上下游行业协
调，创新价格区间调控机制。坚持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在充分发挥
市场决定性作用基础上，统筹考虑上下
游关系，创新重点品种价格区间调控机
制，避免价格大起大落。坚持并完善粮
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发挥“托底”功能，
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合理设置生猪价
格调控区间，加强生猪市场价格调控，
有效缓解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

国家发改委：猪粮比价进入过度下跌三级预警区间

本报讯 李栋 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获悉，2022年夏粮收购圆满收官，
秋粮旺季收购平稳有序，预计全年各类
粮食企业累计收购8000亿斤左右，与近
年来平均水平相当。

当前，秋粮收购处于高峰期。数据
显示，截至1月5日，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
累计收购秋粮2324亿斤，同比基本持平。

从区域看，目前南方中晚籼稻旺季
收购进入收尾阶段，收购进度已过九
成；东北、华北正在集中上量；华北地区
玉米收购进度超四成。

“今年玉米品质好、价格优，农民售
粮积极性高涨，当地各大粮库积极增仓
扩容、应收尽收，确保‘仓等粮、钱等粮、
人等粮’。”河南安阳市滑县一家粮食收

购点负责人表示。
与往年不同，今年中储粮利用“惠

三农”综合服务平台，创新优化服务方
式和水平，努力做到“钱”等粮，提升了农
户售粮体验。

“目前入库量每天在350吨左右。”
中央储备粮安阳直属库有限公司滑县
道口分公司经理张浩对收购效率的提
升深有感触：“通过下派检验人员到收
粮点、客户家提前检验，节约了农户时
间；利用App提前预约登记，大幅提高了
入库效率。”

“在粮食储藏期间，运用空调控温、
内环流控温、粮面压盖等科技储粮技
术，确保储藏安全。”张浩介绍，目前，利
用当前气温低、湿度小的有利时机，实

施蓄冷通风，为确保来年粮食安全度
夏，实现低温、绿色储粮打下良好基础。

据滑县农业部门数据显示，该县全
年粮食面积311.22万亩，总产176.25万
吨，全年粮食再获丰收。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闻发言
人秦玉云表示，从收购价格看，主产区中
晚籼稻、粳稻收购均价同比提高0.03元/
斤，优质优价特征明显；玉米同比提高
0.1元/斤以上，农民普遍反映受益较好。

据了解，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
益，国家有关部门先后批复江苏、安徽、
河南、湖北、黑龙江五省启动中晚稻最
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共安排收储库点
790多个，仓容560多亿斤，完全能够满
足收购需要。

国家粮储局：去年我国全年收购粮食8000亿斤

全国重点农产品生产及上市流通基本正常

本报综合 1月10日，第七届京津冀品
牌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北京新发地举
办。来自全国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采
购商代表与京津冀地区农产品供应商代
表对接洽谈，达成意向签约金额4.8亿元。

此次产销对接活动以“主会场＋云端
连线”的方式，推介京津冀品牌农产品，搭
建区域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助力“菜篮
子”稳产保供，推动构建农产品现代流通
体系，促进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

第七届京津冀品牌农产品产销对接
活动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离不开兴旺发达的农产品流通业
态，产销对接是农产品流通的核心要义。

据了解，京津冀品牌农产品产销对接
活动已举办6届，累计成交金额超30亿
元。促进京津冀品牌农产品顺畅销售，加
快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

第七届京津冀品牌农产品
产销对接活动举办

据新华社消息 商务部近日对外公
布，经地方培育、自主申报、专家评审和
社会公示，商务部近日决定将北京市三
里屯商圈等12个商圈和三里屯太古里
南区等16个商店确认为“全国示范智
慧商圈”和“全国示范智慧商店”，这是
商务部公布的首批全国示范智慧商圈、
全国示范智慧商店。

据介绍，近年来，商务部指导各地
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
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推动传统商圈和
商店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协同化发

展，培育了一批业态融合互补、设施智
能高效、功能便利完备的智慧商圈，提
升了一批体验良好、服务精准、管理智
能的智慧商店。各示范商圈、示范商
店面向消费者、商业企业、运营机构和
政府部门，全面推进设施、服务、场景
和管理的智慧化提升，营造便捷舒适、
多元融合、精准高效、放心安全的消费
环境，已成为促进消费恢复和扩大的重
要平台。

据了解，《商务部关于公布首批全
国示范智慧商圈、全国示范智慧商店名

单的通知》已于近日下发。通知从切实
发挥带动作用、提升城市商业能级、持
续推进示范创建、建立动态管理机制等
方面对各示范商圈、示范商店提出了具
体要求。

下一步，商务部将指导各地因地
制宜发展智慧商圈、智慧商店，持续提
高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水平，打造消
费者喜闻乐见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
景，加快构建分层分类的城市商业格
局，更好满足居民品质化、多样化消费
需求。

首批全国示范智慧商圈和示范智慧商店公布

本报讯 马爱平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加快
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明确2023—2025
年完成新增油茶种植1917万亩、改造低
产林1275.9万亩，确保到2025年全国油茶
种植面积达9000万亩以上、茶油产能达
200万吨。

《方案》按照核心发展区和重点拓展
区布局未来3年的油茶发展任务。核心
发展区包括湖南、江西、广西、湖北、广东、
福建、浙江、贵州8个省区的近600个县，
计划新增油茶种植1488.5万亩、改造低产
林1110.6万亩。重点拓展区包括云南、海
南、河南、重庆、四川、安徽、陕西7个省市
的近200个县，计划新增油茶种植428.5万
亩、改造低产林165.3万亩。

《方案》部署了6项重点任务：一是加
快建设高标准油茶林。计划在全国建设
200个油茶生产重点县，打造规模化、标准
化示范种植基地。二是推进良种繁育基
地建设。确保油茶种植和低产林改造良
种使用率达100%。三是优化加工生产布
局。加快油茶收储中心建设，实现就地就
近加工转化。四是加强科技创新推广转
化。继续开展油茶科技攻关，加快建设油
茶科创谷，优化提升木本油料资源利用油
茶科学中心、油茶产业创新联盟等科技平
台，支持建设油茶育种长期科研基地。五
是培育经营主体。六是加强品牌建设。

《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方案（2023—2025年）》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