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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中原熟，天下足。当前，河

南8500多万亩小麦已完成收割。
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的四分

之一，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
石”。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面对小麦生长
关键期的旱情，河南农民千方百
计抗旱浇麦，各部门加强用水调
度，融合“良田、良种、良机、
良法、良制”，大力推进机收减
损，保持了夏粮产量总体稳定。

旱能浇涝能排，
8808万亩高标准农田
给稳产托底

豫西洛阳市汝阳县，种粮大
户曹现伟看着仓库里堆成小山的
麦子满是欣慰。“今年有这样的
收成不容易，1400亩小麦我浇
了3遍到4遍水，比往年多浇1
遍到 2 遍。平均亩产约 1100
斤，跟往年差不多。”曹现伟说。

河南省气象局的监测显示，
3月中旬至5月21日，全省平均
降水量36.6毫米，较常年同期
偏少六成。而这段时间正是小麦
形成产量的关键期。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称，4月1日以来，河南组织

234处大中型灌区开闸引水23.6
亿立方米，维修机井5.6万眼，
累计抗旱浇灌1.14亿亩次，具
备条件的麦田基本浇灌1遍，部
分地方浇灌 2遍到 3遍，加之
4月、5月有两次降水，旱情得
到控制，小麦受旱面积由1107
万亩降至110万亩，主要分布在
豫西、豫西南丘陵岗地。

曹现伟的小麦不减产与他流
转的地都是高标准农田有很大关
系。这些农田里，水渠修到了地
头，每隔50米就有一眼机井。

截至2024年年底，河南累
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808万亩，
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8%，现
有灌溉机井115万多眼，抗灾减
灾能力不断提高。

河南安阳县“90后”种粮
大户张先智的小麦获得丰收，他
流转的2900亩地均是高标准农
田，配备了伸缩式、平移式、指
针式等多种现代化喷灌设备，用
手机就能操控，“使用平移式喷
灌设备5天浇完300亩，指针式
喷灌可以日夜不停。”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的调查显
示，豫西、豫西南丘陵旱地灌溉
条件较差，小麦受干旱影响出现
减产，但这些区域小麦面积占比
较小；豫北、豫东大部以及驻马
店北部、南阳大部抗旱力度大，

小麦后期温度总体适宜、光照充
足，有利于促进籽粒灌浆。这些
地区产量保持稳定甚至稳中有
增，较大程度挽回了损失，保持
了夏粮产量总体稳定。

“五良”融合让生
产潜力充分释放

有了高标准农田这个底子，
河南积极推进“良田、良种、良
机、良法、良制”深度融合，充
分释放农业生产潜力。

河南新乡县种粮大户张志成
的小麦亩产达到1300斤，比去
年提高约100斤，除了浇多遍
水，还有很多秘诀：深翻、精
播、良种。

“前两年，我对4000多亩地
进行了深翻，它能够防止土地板
结，让小麦的根扎得更深，有利
于小麦分蘖和保墒。”张志成
说，他还使用带有北斗智能终端
的拖拉机进行精准播种，播得直
且均匀。

张志成去年选了4个经过多
年筛选的小麦品种进行播种，部
分是为种子公司种的种子粮。“你
看，这麦粒多饱满，今年小麦生
长后期阳光充足，对灌浆好。”张
志成抓起一把小麦向记者展示。

近年来，河南持续推进小麦

大面积单产提升工程，选用优良
品种，采用深耕深翻、精准播
种、滴灌喷灌等技术，借助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进行植保和实施

“一喷三防”，生产效率大大提
高。

河南郸城县农民王雷把
1000亩小麦的打药工作承包给
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打一
遍农药每亩只需要12块钱，比
我自己买药雇人要便宜。”王雷
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无人机，
1000亩一天就打完药了。

目前，河南拥有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12.7万个，服务小农
户1612万户，有效破解“谁来
种地”课题。

河南省植保站站长张国彦
说，今年河南加大病虫害防治力
度，整合各级资金开展统防统治
和“一喷三防”，全省病虫害发
生面积较去年减少 1272 万亩
次，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

“快”字当头精割
细收，减损就是增收

小麦成熟后就要立即收割，
如遇降雨还要雨前抢收，如何既
快又减损，考验着机器、机手和
调度的能力。

5月 20日，河南南阳邓州

市的一块麦田里，6台联合收割
机一字排开，不一会儿就将指定
区域内的小麦收割完毕。工作人
员立即在6组机收道内随机选定
取样区，收集其中的麦穗和麦粒
进行称重，重量越小，损失率也
就越小。最终，收割机手伍传飞
以0.02%的损耗率夺得冠军。

“我们省要求机收损耗率控
制在1%以内。一些地方每年都
会通过机收大比武、机手培训等
方式降低机收损耗率。”河南省
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处
长王秋生说。

近几年，为了提高收割机的
使用效率，河南推出了“农机
云”信息化服务平台，登录电脑
或手机软件，农机部门可实时监
测农机分布、作业情况，及时掌
握机收进度；农机手可查询周边
区域作业需求、维修网点、加油
站等信息；农户可查询附近的收
割机、联系机手。

今年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从开
始到结束历时22天，投入联合收割
机约21万台，机收率达99.8%。

“麦收期间天气以晴好为
主，特别有利于机收，所以小麦
的品质比较好。”农业农村部小
麦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
学教授郭天财说。

新华社郑州6月18日电

顶住旱情稳大盘
——河南小麦生产一线观察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记者 胡 璐）立夏以来，全国
夏粮小麦自南向北陆续成熟收
获。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截至6月18日，收获进度已达
96%。今年全国“三夏”小麦大
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据了解，自 5 月 26 日起，
“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
开。今年麦收期间，各地积极应
对高温炎热和多轮大范围降雨天
气影响，高效调度机具，强化部
门协作，加强服务保障，全力组
织抢收，努力做到适收快收、应
收尽收。

随着近年农机装备补短板行
动加力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贴等惠农政策调整优化，我国
农机装备加快迭代升级，今年
夏收全国投入联合收割机80多
万台，其中跨区作业的超20万
台，国产每秒9公斤至10公斤
大喂入量联合收割机已成为跨
区主力机型。单机日均收获面
积达80亩，效率比5年前提高
了 30%以上。各地趁晴抢收，
麦收总体进度比常年快了2天至
3天。

各地既抓机收进度，也抓收
获质量，深挖机收减损潜力。预
计今年全国小麦平均机收损失率
继续控制在 1%以内的较好水
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
稳产保供提供有力保障。

全国“三夏”小麦
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6月18日，河北石家庄晋州市周家庄乡北捏盘村农户在麦田里将打包好的秸秆装车。立夏以
来，全国夏粮小麦自南向北陆续成熟收获。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8日，收获进度已
达96%。今年全国“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618” 购 物 节 超 长 “ 待

机”，让“剁手式消费”回归理
性购物；潮玩、萌宠等细分市场
崛起，更多垂直赛道涌现新蓝
海；AI加快对消费全产业链改
造 ， 助 力 行 业 提 “ 智 ” 向

“新”……今年“618”，折射消
费领域新动向。

消费更加理性

“618”越来越长了，这是近
几年不少消费者的共同感受。

今年 5 月中旬，京东、淘
宝、抖音等平台开启“618”预
热促销活动。记者了解到，部分
平台促销活动将持续至 6月 20
日，总时长超过 1 个月，创下

“618”最长时间纪录。
告别复杂“算数题”，平台

补贴规则也更加简单直接。京东
在“每人每天可领超6180元补

贴”等优惠基础上，再加码
“618”补贴力度；天猫取消“满
减”等需要复杂计算的优惠，只
设“官方立减”叠加各种优惠券
等；抖音电商投入百亿消费券补
贴爆款商品，用户每人最高可领
2280元……

“今年大促活动时间长，可
以慢慢挑选自己真正需要的东
西，避免了很多一时‘上头’的
冲动消费，也不用费脑筋凑单满
减，感觉‘618’变得更清爽和
松弛了。”河南郑州的消费者赵
女士说。

聚焦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和体
验 ， 线 下 商 业 也 纷 纷 抢 抓

“618”节点开展一系列促消费活
动。

定制AI照片、戴上眼镜体验
AI翻译等互动吸引人们排队打
卡；在电竞体验区，多款顶配电
脑装备让电竞发烧友直呼过瘾；
沉浸式实景样板间与全屋定制服

务，为顾客提供家电家装“一站
式”解决方案……在不久前亮相
北京的京东MALL双井店，多元
业态融合场景为人们带来别样的
消费体验。

“我们推出‘京补+品牌补
贴+银行补贴’等多重优惠，并
通过设立沉浸式体验专区、引入
首店首发潮品等，让消费者在线
下享受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商
品和服务。”京东MALL北京双
井店副店长陈瑞说。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鸣涛
分析，今年“618”，多个平台流
量分配机制从“价低者得”转向

“优者多得”，线下商超也更加注
重体验感和场景打造，这背后是
消费者从“价格敏感”到追求品
质和理性消费的转变，从需求导
向出发，才能让大促活动有效激
活消费动能。

“购物车”映射消费
新动向

作为一年一度重要的促消费
节点，“618”无疑是消费市场新
动向的重要风向标。

潮玩、宠物等细分市场崛
起——

Labubu掀起社交平台上的
“开箱狂欢”，线上线下一“bu”
难求；“养娃式养宠”催生大量
宠物产品消费……这个“618”，
更多垂类细分赛道火热，为激活
消费打开了新空间。

“今年‘618’，淘宝天猫玩
具潮玩领域多个商家销售破亿
元，近 800 个单品销售破百万
元。‘谷子类’商品海外订单增
速同比实现三位数增长，其中绝
大部分成交是国产 IP 的衍生
品。”淘天潮玩行业负责人对记
者说。

服务消费成为新引擎——
“端午假期带孩子去贵州玩

了一趟，顺便趁‘618’大促在
网上订了一套亲子旅拍服务，体
验很好。”深圳市民宋倩说。

“从冰雪经济火热到银发经
济崛起，服务消费日益成为拉动
消费增长的新引擎。”国家信息
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
副主任邹蕴涵说，积极拓宽服务
消费场景、增加优质服务供给，
将更好满足居民在养老、托育、
文娱等方面不断增长的消费需
求。

“即时零售”加速入场——
今年“618”，各大平台即时

零售业态加快布局，美团闪购联
合知名餐饮、零售品牌旗下百万
家线下门店开启大促活动，淘宝
闪购也在“618”期间链接更多
线下实体，进一步加大补贴力
度。

“用户越来越追求‘即时满
足’，即时零售逐渐延伸到母
婴、3C、美妆、服饰等多领域。
仅5月28日到6月1日，就有超
过800个品牌商、零售商在美团
闪购成交额同比翻倍，‘618’期
间手机、小家电、白酒等商品十
分畅销。”美团闪购负责人说。

AI 助 力 商 家 提
“智”增效

“自主选择搭配服装、模
特、场景，就能用AI一键生成各
种风格的真人上身短视频，大促
期间帮我们快速完成商品视频矩
阵，实现视觉升级。”云尚武汉
国际时尚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
服饰行业上新频率快，图文视频
等商品内容制作成本高，AI视频
工具极大提升了传统视频生产的
效率，让企业腾出更多精力投入

到产品设计和营销上。
“AI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

市场洞察的放大器。”口腔护理
品牌参半联合创始人常宁晓曦告
诉记者，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进
行智能分析，能帮助品牌发现潜
在的市场需求，为产品研发提供
更精准的决策参考。

京东云向商家开放免费AI营
销产品，京东数字人累计服务超
13000家品牌商；淘宝上线生意
管家“图生视频”系列工具，一
个多月时间内累计为商家生成超
150 万 个 视 频 素 材 …… 今 年

“618”，AI加速融入电商业态，
助力更多平台商家提“智”增
效。

今年“618”，有消费者在收
快递时同步收到了一份“惊喜语
音”——“奶奶，我和女朋友祝
您端午节快乐，等我们安顿好，
请奶奶来深圳玩”“快高考了，
要记得身体第一考试第二，哥哥
是你永远的后盾”……

“我们近期上线了‘惊喜电
话’功能，由AI外呼提供技术支
持，消费者可以选择录制一段语
音，或者让京东大模型生成的

‘AI百变声线’用自己的声音来
说。收件人收到快递时，就能一
同收到这份语音。”京东相关负
责人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
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表示，人
工智能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成为
激活消费潜力、牵引产业升级的
重要力量，随着技术迭代和落地
场景逐渐丰富，人工智能与消费
领域的结合正向个性化、多元化
发展，有望在未来激活更多消费
增量。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超长版“618”，折射哪些消费新动向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党中央决定，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继续派出3
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内蒙古、
广西；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7个地方和
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前期派出的中央第3指导
组由指导督导湖北潜江调整为
指导督导湖北。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继续派出3个中央指导组

■新华社记者
随 着 年 中 大 促 “618” 到

来，各大网络平台纷纷推出促
销活动，“大数据杀熟”又成
为令消费者头疼的问题。近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向各类
电商平台企业发布“618”网
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要求平
台规范促销经营行为，杜绝

“大数据杀熟”等违法行为，
传递出持续整治相关乱象的坚
定决心。

从机票、酒店价格“越搜
索越贵”，到某些电商平台给老
客户的消费券越发越少，如今
在一些直播间，老用户下单价
格比新用户还高。“大数据杀
熟”花样频出、领域不断扩
展，更有一些平台和商家被处
罚后沉寂几日，便又和监管打
起“游击战”。

“大数据杀熟”缘何难禁
绝、甚至部分平台和商家顶风
作案？背后还是高额利润驱
使。平台有足够的动力不断更
新算法以回避监管、让“杀
熟”的手段更加隐蔽；不少商
家急于捞笔快钱，认为忠诚度
越高的用户溢价空间越大，把
消费者当韭菜、把投诉当耳旁
风。

面对“大数据杀熟”，一些
消费者不得已试图“用魔法打
败魔法”，对平台“哭穷”或注
销账号假装新用户来“反向驯
化”大数据，但这些做法的实
际效果可能有限。

整治“大数据杀熟”，不应
靠消费者自救，更不能满足于
冒了头再打。平台要严格落实
信息公示义务，加强算法合规
管理，提升线上经营行为透明
度和公平性。相关部门也应主
动作为，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搭建相关案例库，并据此完善
政策法规，建立有效整治“大
数据杀熟”的长效机制，保持
监督利剑高悬。

平台和企业也应该明白，
技术应被用于提高服务水平、
提供新的消费体验，而不是算
计消费者，“多赚一单是一单”
的侥幸心理不能要。不耍“小
聪明”、不玩“小算计”，真正
尊重消费者的企业，才能走得
长远。

新华社贵阳6月18日电

整治“大数据杀熟”
不应靠消费者自救

6月18日，浙江省乐清市圆通快递分拣中心工作人员在流水线
上分拣快递。时值电商平台“618”年中促销活动高峰，各地电商、
物流等线上线下企业、商家全力应对。 新华社发

新华社武汉 6 月 18 日电
（记者 李思远）三峡船闸18日
迎来运行22周年。据交通运输
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
自 2003 年 6月 18日正式向社
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
闸累计运行21.5万闸次，通过
船舶 107.4 万余艘次、旅客
1229.1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
达 22.4 亿吨，充分助力长江

“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
益”。

三峡船闸是世界上连续级
数最多、总水头和级间输水水
头最高、技术最复杂的内河船
闸，设计年通过能力1亿吨。

作为三峡工程通航建筑物
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三
峡船闸保持安全高效运行，年
货运量已从最初的3400万吨攀
升至目前最高的1.69亿吨，并

连续11年突破1亿吨，连续3
年突破1.5亿吨。

为破解三峡船闸设计通过
能力与日益增长的货运需求不
相适应这一难题，长江三峡通
航管理局科学安排船舶过坝计
划，优化船舶进出闸方法流
程，运用先进技术提高船闸检
修效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
日批复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新通道项
目实施建成后，将从根本上
解决三峡—葛洲坝枢纽通航
瓶颈制约问题，充分发挥长
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
优势，构建完善各种运输方
式有效衔接的长江综合立体
交通走廊，有效发挥长江经
济带承东启西、承接南北、通
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三峡船闸通航22年
货运量超22亿吨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记者 周 圆 魏弘毅）为应对
新一轮强降雨，国家防汛抗旱
总指挥部18日对安徽、湖北、
湖南、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
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
组分赴重点地区协助指导防汛
救灾工作。

据气象部门预测，中东部
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此
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持续
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极
端性强，中小河流洪水、山洪
和地质灾害、城乡渍涝等风险
较高。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
理部18日组织气象、水利、自
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
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细化
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
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要强化防汛责任落实，督
促 各 级 包 保 责 任 人 上 岗 到
位 ， 把 责 任 落 实 到 最 小 单
元；在暴雨来临前，要组织
力 量 对 重 要 工 程 、 险 工 险
段、山洪灾害危险区、城乡
易涝区等防洪重点区域进行
再排查、再落实、再整改；
要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和
会商研判，及时精准发布预
警信息，强化预警与响应联
动；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
在重点区域前置救援力量和
抗洪抢险物资，在高风险区
域预置通信装备。

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
委员会当天对广东省严重洪涝
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
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
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
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
害救助工作。

国家防总对五省份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