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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正是小雪时节，秋粮收购全面铺开。

记者在黑龙江、山东、新疆等粮食产区看
到，各地有关部门精心组织秋粮收购，积
极服务保障农民卖粮，秋粮收购高开稳
走，市场顺畅有序。

21日上午，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
清县七星泡镇兴华村村民张立学家门口，
水稻收购企业派来的货车正在装运其门前
堆放的新季稻谷。

“我今年种植了450多亩水稻，今年
年景不错，亩产能达到1200斤左右，而
且水稻价格比去年有所上浮。”张立学
说，只需一个电话，收购企业就能到家里
直接装运粮食，收购完成现金结算，卖粮
轻松便捷。

距离张立学家20多公里处，位于友
谊县境内的黑龙江红兴隆农垦格林粮食经
销有限公司内，传送带正将粮食从货车输
送进粮仓，一旁的大米加工车间机械声轰
鸣，正在加工新季大米。

“我们从10月末开始收购新季稻谷，
目前每天的收储量在二三百吨，收购季一
直可持续到明年二三月份。”公司总经理
房树恒说，他们每天的加工量在200吨左
右，大米主要通过铁运、汽运等方式销往
南方市场。

在很多粮食产区，社会化、市场化收
购日渐活跃，已成为农民售粮的主渠道。

检斤、化验、卸粮、结算……随着一
辆辆满载玉米的卡车驶入交售，新疆昌吉
回族自治州奇台县玉米种植户贾斌拿到了
自己一年的收入。“都是粮站开车到地头
来收，自己只需出收割农机费。”贾斌今
年种了1400多亩玉米，收购价1.7元每公
斤，总收入近200万元。

“我们保证价格上墙、样品上桌。”新
疆昌粮集团奇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中心仓
库主任潘斌告诉记者，为做好今年秋粮收
购工作，他们提前准备，腾仓并库、调校
仪器，继续坚持优质优价，确保好粮食卖
上好价钱。“农户交粮一般当天钱款即可

到账，基本没有隔夜账。”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2日发布最

新数据显示，全国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
计收购秋粮超6000万吨，各地秋粮收购
正在有序展开。截至目前，南方中晚籼稻
收购进度在六成左右；东北、华北地区玉
米正在集中上量，收购进度在两成左右。

促进优质粮食就地加工，可以延伸粮
食产业链、提升粮食附加值。随着新季大
豆收储上市，在大豆主产区黑龙江，深加
工企业都开足了马力。

集贤县今年大豆播种面积达35.88万
亩，在县里的黑龙江立呈大豆蛋白有限公
司，满载大豆的卡车正在等待卸车，车间
里一派忙碌，生产线上是一桶桶新产大豆
油，空气中弥漫着香气。

“我们目前每天收购新季大豆三四百
吨，用于加工豆油、浓缩蛋白等13种产
品。”公司副总经理郝强说，大豆浑身都
是宝，在生产豆油和豆粕的同时，从豆油
油脚中提取磷脂，并从低温豆粕中提取浓

缩蛋白，将大豆“吃干榨净”。
在秋粮收购中，各级政府全力做好统

筹组织工作。今年秋收以来，山东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系统组织开展市场化收购，指
导国有粮食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积极
引导2300多家多元主体入市收购，鼓励
粮食企业开展订单收购，与种粮农民建立
粮食购销长期合作。截至11月20日，山
东共收购新玉米262万吨，同比增加67
万吨，其中国有企业收购13万吨，同比
增加9.5万吨，社会化企业收购成为主力
军。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近期部分地区雨雪天气增多，要
统筹做好秋粮收购和安全储粮，指导各
地充分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和相关社
会设施资源作用，为种粮农户及时提供
烘干收储等服务，加大预约收购推广应
用力度，强化农户科学储粮指导，保障
种粮农民利益。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全面开秤 高开稳走
——全国多地秋粮收购一线见闻

11 月 22 日，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黄庄镇东林肇村，农民在田间收获铁棍山
药。

当日是小雪节气，各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农作物种植、管护、采收等农事
活动。

新华社发

小 雪 农 忙
11月22日，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红光小学的学生在学习制作胜芳花灯。
近年来，河北省霸州市不断加大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力度，积极组织开展

“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霸州市胜芳镇红光小学结合当地特色民俗，开设胜芳花灯制
作、武术、古音乐等传统文化课程，将非遗文化传承的种子深植于学生的内心。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非遗传承“韵动”校园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于文静）日前，农业农村
部发布品种审定公告，第五届国
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根据种
子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
法》有关规定，审定通过了1304
个水稻、玉米、大豆、棉花新品
种。

这是记者22日从农业农村部
了解到的消息。

据了解，此次审定公告新推
出了一批优质绿色水稻、耐密宜
机收玉米、高油高产大豆、优质
短季棉品种。从审定品种情况
看，这四类作物品种创新都取得
了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

——水稻方面，审定通过米
质达到国标 1 级优质米品种 50
个，较上年增加 6 个；兼具高
产、优质、绿色的“三好品种”
28个，同比增加6个。

——玉米方面，审定通过15
个籽粒机收品种，覆盖三大主产
区，籽粒含水量平均为 23.7%，
同比下降0.56个百分点；耐密品

种选育方面，“郑原玉333”“郑
品玉608”等品种在西北种植密
度每亩可达6000株以上。

——大豆方面，审定通过17
个高油高产大豆新品种，占比达
到五分之一，亩产最高达到240
公 斤 ， 含 油 率 最 高 达 到
22.97%，同时筛选推荐了7个适
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大豆
品种。

——棉花方面，审定通过纤
维品质优质 I 型和 II 型品种 26
个，占比达到51%；生育期小于
110天且品质不低于II型的短季棉
品种2个，可用于黄河流域棉区
麦后直播棉种植和长江流域棉区
扩种油菜茬口衔接。

据悉，国家品审委按照种业
振兴市场净化行动安排部署，正
组织持续推进品种审定绿色通道
和联合体试验整治，不断规范品
种审定试验，同时加快修订小
麦、棉花品种审定标准，多措并
举为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提供有力品种支撑。

我国审定推出一批
优质高产农作物新品种

新华社杭州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方问禹）中国快递协会会长高宏峰22日
表示，我国快递业已经进入“千亿件”
时代，正从“快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国内快递企业需加快向现代物
流企业、综合物流服务商转变。

以“递联全球、智创未来”为主
题，第五届中国（杭州）国际快递业大
会22日在浙江杭州开幕，与会者分析展

望我国快递业发展趋势。
大会发布的 《全球快递发展报告》

显示，中国快递包裹业务量自 2014 年
起稳居世界第一，2022年中国快递包裹
业 务 量 为 1105.8 亿 件 ， 业 务 收 入
10566.7 亿元；中国快递包裹企业实力
明显增强，中国邮政、顺丰速运位列世
界500强企业，中通、韵达、圆通、申
通等业务量均超过百亿件规模；中国快

递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加大、服务能力不
断增强。

对于当前我国快递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冲久提出五点倡
议：一是坚守人民性，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用邮需要；二是强化先导性，更
好服务产业链供应链；三是突出可持
续性，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四是突
出规范性，提高现代企业治理能力；

五是重视安全性，坚决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隐患。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一级巡视员张
祥介绍，商务部将进一步加强与国家邮
政局协作，着力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
设、提升商贸物流发展水平、推动电商
和快递协同发展，持续推动商贸流通与
快递业资源整合协同发展，促进降本增
效，提升发展质量。

我国快递业从“快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近期，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陆续披露三季
度业绩。从已披露的财报看，互联网平台企业业绩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引起市场各方关注。

新华社发

持续快速增长

55个品牌被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73个品牌被
要求限期6个月予以整改……近日，商务部联合相关
部门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引发外界关注。

新华社发

优胜劣汰保成色

工业和信息化部11月22日发布数据显示，我国
5G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10月末，5G基站总数
达321.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28.1%，三家基础
电信企业5G移动电话用户达7.54亿户。 新华社发

稳步推进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 谢
希瑶）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22日介
绍，10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万
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比9月份加快
2.1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回升；1至10
月累计38.54万亿元，同比增长6.9%。

商品消费增速加快。10月份，商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6.5%，增速比上月加快
1.9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

品、通讯器材、汽车、家电零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 25.7%、14.6%、11.4%和 9.6%。
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3.5%，占新车
销量比重达33.5%。

服务消费较快增长。1至10月，服务
零售额同比增长19.0%。受节日效应等因
素带动，10月份，餐饮收入4800亿元，
同比增长17.1%；电影票房收入超36亿
元，增长约七成；铁路旅客运输量、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量同比分别增长195.6%和
55.8%。

网上零售增势较好。1至10月，网上
零售额12.3万亿元，同比增长11.2%，其
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3万亿元，同比
增长8.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达26.7%。

实体零售持续恢复。1至10月，限额
以上实体店零售额同比增长4.3%，增速

比1至9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便
利店、百货店、专业店、品牌专卖店零售
额同比分别增长 7.3%、7.2%、4.7%和
3.6%。

城乡消费稳步增长。10月份，城镇
消费品零售额 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854亿元，同
比增长8.9%。1至10月，城镇、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8%和7.6%。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3个月回升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记
者 陈炜伟）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住
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
22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快建立产
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推动建立符合国
情实际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
完善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规
则和标准体系，建立产品碳足迹
背景数据库，推进产品碳标识认
证制度建设，拓展和丰富应用场
景，发挥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对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促
进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产品碳足迹属于碳排放核
算的一种，一般指产品从原材料
加工、运输、生产到出厂销售等
流程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总和，是
衡量生产企业和产品绿色低碳水
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一些国
家逐步建立起重点产品碳足迹核
算、评价和认证制度，越来越多
的跨国公司也将产品碳足迹纳入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要求。

这位负责人表示，意见印发
实施，将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
助力企业节能降碳；有利于促进
绿色消费，扩大低碳产品供给；
有利于妥善应对贸易壁垒，提升
我外贸产品竞争力。

我国加快建立
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张 泉）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22日公布2023年院士
增选结果，分别选举产生中国科
学院院士59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74人。

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方面和工
程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院士
制度是党和国家为树立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导向，凝聚优秀人才服务
国家设立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次增
选后，我国院士队伍的年龄结构和
学科分布进一步优化。

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平
均年龄54.7岁，最小年龄45岁，
最大年龄65岁，60岁（含）以下
的占90%，女性科学家有5人当
选。新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
研究领域共涉及43个一级学科，

覆盖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指南
中学科的78.2%。

据悉，本次两院院士增选名
额进一步向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
和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
科倾斜；向为国防和国家安全作
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倾斜；向
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并作
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倾斜。

本次增选工作中，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进一步强化对候
选人的多方位审核，并进一步健
全监督体系，切实把好院士队伍

“入门关口”，维护院士称号的学
术性、荣誉性、纯洁性。

本次增选后，我国现有中国
科学院院士共873人，现有中国
工程院院士共978人。

2023年两院院士
增 选 结 果 揭 晓

133位专家当选

新华社长沙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邹多为）为守牢国门食品
安全底线，海关总署持续加强进
出口食品安全监管。今年前三季
度，全国海关累计发布进境农食
产品不合格通报4222份，对2473
批次不合格农食产品实施退运或
销毁；对全国口岸7274家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开展卫生监督25799
次，发现并依法处理不合格5311
次。

这是记者从22日在长沙举行
的202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海
关总署主题日系列活动上获悉
的。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开
放水平不断提高，新兴业态不断
涌现，农食产品贸易已经成为我
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
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我国进出
口食品贸易总额达1.5万亿元，同
比增长9.5%。

进口食品“漂洋过海”成
为“舌尖上的美味”，需要经过
海关部门层层把关。数据还显
示，前三季度，全国海关查处
检验检疫行政处罚案件 211 起、
案值4亿元，立案侦办食品涉税
走私犯罪案件580个、案值124
亿元，坚决阻断不合格食品流
入途径。

据介绍，此次活动主题为
“崇信尽责，共护国门食品安
全”。202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
周 开 展 以 来 ， 全 国 海 关 通 过

“线上+线下”多种方式，组织
举办专题展览、专家讲座，印
发科普读物、张贴海报，开展
交流互动等活动，全方位展示
海关在维护进出口食品安全方
面的举措和成效，深入普及进
出口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
安全知识，营造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的良好氛围。

前三季度全国海关对超2400批次
不合格进境农食产品实施退运或销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