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晓婉 刘晓菲 于鹏

目前我省夏粮收购工作正在如火如荼
进行。6月中下旬，我省夏粮进入大量集中
上市阶段。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预测，今
年我省夏粮产量、商品量、收购量持续保持
较高水平，小麦市场仍是产大于需的局面。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山东作为粮食生产、加工、消
费大省，长期以来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
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我省第一大粮食作
物和主要口粮品种小麦，苗情长势总体较
好，在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支撑下，夏粮产
量、商品量、收购量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今年国家继续在我省等6个小麦主产省
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最低收购价格
为1 . 12元/斤。据枣庄、临沂、济宁、菏泽
等地反映，目前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在最低
收购价以上保持基本稳定。“一旦价格下

跌到最低收购价以下，符合《小麦和稻谷最
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启动条件，我们将按程
序报批启动预案，严格落实好小麦最低收
购价政策，确保不出现农民‘卖粮难’。”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王伟华说，“随
着新麦大量集中上市，小麦供应呈阶段性
增加，价格还将出现季节性下滑。据目前
产需和市场等情况分析，今年我省大范围
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预案的可能性不大。”

夏粮收购期间，气温较高，阴雨天
多，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压力加大。夏粮
收购不仅要收得上来，还要存得住、储得
好。为此，我省加快推进“优质粮食工
程”建设，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
促进粮食提质进档，服务农民增收。

在广大丰收地区，发挥农户储粮技术
队伍作用，指导做好庭院储粮，避免霉粮
坏粮，减少产后损失。具备条件的地方，
组织入户预检抽检，避免现场售粮可能出

现的排长队现象。此外，我省根据粮源分
布，统筹布设收购网点，方便农民售粮。
粮食收购企业还要做到价格上榜、标准上
墙、样品上台，根据农民售粮需要早开
门、晚收秤，尽量做到随到随收，让售粮
农民舒心卖粮、明白卖粮。

目前，全省准备收购仓容232亿斤，筹
措收购资金300亿元，总体上能够满足夏粮
收储需求。对部分地区反映有效仓容不足
问题，我省将督促地方通过储备轮换、政
策性粮食拍卖出库等腾出空仓，确保收购
仓容需要。

与往年相比，今年我省夏粮收购形势
更加复杂。从政策导向看，粮食流通市场
已逐渐转向以市场化收购为主，这对分析
预测市场带来一定难度；从市场需求看，
随着气温升高，面粉市场消费进入季节性
淡季，同时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饲料用
粮有所减少，直接影响玉米、豆粕、麸皮

的价格，进而传导到小麦价格；从资金筹
集看，粮食企业筹集市场化收购资金的难
题仍然普遍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
隐患排查力度，早预防、早发现、早排
除，确保生产安全和储粮安全，坚决防止
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严把最低收购价小
麦入库质量关，确保入库粮食数量真实、
质量合格、储存安全。”王伟华说。

据了解，为切实保障夏粮收购工作，
我省将对工作落实不力、失职渎职、造成
社会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
责。夏粮集中收购期间，省政府将派出工
作组对夏粮收购工作进行调研指导，确保
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抓好夏粮收购工
作，是落实国家惠农政策的政治任务，是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
我们一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做好今
年夏粮收购工作，努力做到农民满意、政
府放心。”王伟华说。

□陈晓婉 刘晓菲 于鹏

随着夏收进入尾声，我省夏粮收购工
作全面展开。追赶田间地头最后一捧麦
香，近日由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
起，大众日报、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晚
报及齐鲁融媒等媒体机构组成的“齐鲁粮
油媒体采风团”再度出发，来到“山东南
大门”，探寻做好夏粮收购、打造“粮安
枣庄”的枣庄经验。

提升收储能力

基础设施先行铺路

6月18日，由山东国新粮油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枣庄市粮食仓储物流中
心正式投入使用。年粮食中转流通量100万
吨，年交易量50万吨，年粮油交易额10亿
元，利润5000万元以上……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枣庄市综合性大型现代粮食物流中
心，山东内河散粮船舶运输走廊，国家粮
食物流重要节点和服务山东、辐射周边各
省的区域性粮食物流基地。

“我们已与中储粮浙江分公司湖州直
属库签订2600吨小麦购销合同，与江苏、
浙江的部分大型面粉加工企业达成合作意
向，目前正在与上海伍资商贸有限公司洽
谈，共同致力发展粮食贸易物流。”山东
国新粮油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勇很
是自豪。

粮食基础设施是提升粮食收储供应能
力的重要载体。物流中心背后，一大批项
目拔地而起。

近年来，枣庄累计投入项目建设资金
4 . 548亿元，先后实施14个仓储新建、重
建、改造项目，全市国有粮食企业有效仓
容从62万吨增长到92万吨，高大平方仓仓
容从28 . 4万吨增长到65万吨。累计建成省
级规范化示范库3个，全省十佳粮库2个，
全国粮油先进库 2个，粮食仓储实现从
“保管安全”向“绿色健康”的转变，粮食

基础设施趋于完善，粮食综合保障服务功
能稳步提升。

提升粮食品质

政企联手齐上阵

麦收开始，滕州新东谷面粉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士坤就心里乐开了花：“今年
小麦不仅大丰收，质量还尤其好，颗粒饱
满水分少。”

粮食品质提升不是运气使然。近年
来，新东谷流转优质粮食种植基地8 3 2 0
亩，优质麦订单种植基地10500亩，在滕州
市对接15家农民合作社，建设优质麦订单
种植基地20000亩，由公司统一供种统一播
种统一田间管理，从源头上提升小麦品
质。此外，新东谷还不断在小麦新品种研

发和马铃薯主食产业化上有所突破。今
年，新东谷种植与山东农业大学联合培育
的新品种紫色糯性1号小麦，加工得到的紫
糯全麦营养粉富含花青素和膳食纤维，市
场接受度很高。

提升粮食品质，政府有形的手也在积
极发挥作用。据了解，枣庄粮食部门始终
坚持把检验监测能力建设作为开展粮食质
量安全监管、履行部门职责、确保粮油食
品安全的重要支撑。枣庄市粮油质量检测
中心具备包括小麦、玉米、稻谷、面粉、
小杂粮等19个品种152个常规粮食品质和卫
生指标的承检能力，在保障市级储备粮
油、外出粮油的质量安全及周边地区的粮
油食品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检测中心
经国家粮食局考核合格授权挂牌“山东枣
庄国家粮食质量监测站”，填补枣庄没有

专业粮食资质检验检测机构的空白。

提升品牌内涵

科技助力提产能

企业的成长动力哪里来？枣庄银牛面
业总经理范艾军归结为：科技的力量。

2012年，借着搬迁新厂的契机，银牛
面业建设年加工小麦3 0万吨专用粉生产
线，完成第一次升级。2015年，银牛面业
开始大规模实施技改，大大提高自动化水
平和工作效率。2017年底，银牛面业开工
建设年加工小麦30万吨的制粉生产线、3
万吨原粮平仓和小麦精深加工研发中心。
新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5
亿元、税收 3 9 0 0万元，带动就业 5 0 0余
人。

受品牌和市场的拉动，再加上科技助
力，枣庄银牛面业、滕州市百麦奇食品、
新东谷3家企业年加工能力由2015年的58万
吨提升到现在的105 . 5万吨，新增47万吨。
恒仁工贸、大宗生物等淀粉生产企业玉米
年加工产能达到130万吨以上，利丰饲料、
通威饲料等饲料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
30万吨以上。在第十二届中国粮油产品展
览会上，内丰牌超级特精粉和百麦奇麦香
粉喜获金奖。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做好好粮油
产品供给、增加种粮农民收入、打造‘齐
鲁粮油’公共品牌为目标，着力培育壮大
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发挥‘中国好粮油’
示范县、示范企业带动作用，促进粮食
‘产购储加销’体系建设和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壮大发展粮食产业经济。”枣庄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说，“力
争到2020年，培育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亿元
粮食企业达到10家以上、超过5亿元大型粮
食企业达到5家以上、超过15亿元骨干龙头
粮食企业达到2家以上，初步建成适应我
市市情和粮情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推动
全市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山东夏粮收购量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当好粮管家 做好粮食事

“粮安枣庄”硕果累累

 6 月 1 8
日，“齐鲁粮油”
品牌亮相第十五
届粮食产销协作
福建洽谈会。山
东省粮食和物资
储 备 局 举 办 了
“齐鲁粮油”中
国行福州站推介
会，集中展示和
推介山东优质粮
油产品。

▲随着夏收渐入尾声，山东各地夏粮收购陆续展开。枣庄市台儿庄区40余万亩小麦
喜获丰收。6月12日，一位农民在枣庄市台儿庄区运河粮库粮食收购点等待出售小麦。

□白聪聪 刘晓菲

自五一假期以来，禹城市麦香园
食品有限公司迎来一批又一批北京的
客人，65个社区的30万市民即将成为
麦香公社的荣誉社员。“看了这里的
小麦生产基地，参观了馒头生产车
间，这个馒头让咱吃着放心，这两天
的游览更是让我们感受到小时候的乡
村味道！”一位北京客人表示。

这些客人的到来源于公司与北京
华恒盛世公司的合作。说起两家公司
的合作起因，还有一个爱心故事。去
年冬天，大白菜滞销，麦香园食品有
限公司与北京华恒盛世公司共同帮助
菜农卖白菜。

因爱心白菜结缘，因优质馒头合
作。麦香园馒头好出身、好工艺、好
口感，让华恒盛世决定把这好馒头分
享给北京市民。没想到，馒头一上
市，被各个小区的市民一抢而空，得
到北京市民的称赞，大家都说馒头吃
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据了解，抢抓省里打造“齐鲁粮
油”公共品牌机遇，麦香园食品有限
公司积极拓展营销思路，加强与京津
冀的合作。以馒头为载体，立足于一
二三产的融合，规划了麦香村、麦香
小镇。同时，以主食产业化与大农业
融合的战略规划和经营思路，打造一
条闭合的从基地到餐桌的新兴主食产
业链。

麦香园食品引来北京客

“夏至吃凉面，一天短一线。”我国传
统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夏至，也是最早被确定
的节气，代表着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这一
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一年中白昼最
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在中国，每个省都有
着夏至不同的习俗和食俗。就山东省而言，
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因此在夏至
日这天，山东各地普遍有吃凉面的食俗，俗
称“吃过水面”，因夏至过后天气逐渐炎
热，所以夏至面又称为“入伏面”。那么，
过水面到底是如何制作的？今天，就让我们
跟着“齐鲁粮油”公共品牌吉祥物“齐麦
麦”，一起了解一下夏至凉面的做法。

齐麦麦：“冬至饺子夏至面”，夏至吃凉
面是对节气最起码的尊重。下面我们就来讲解
一下凉面的做法。

第一步：备食材。顾名思义，制作凉
面需要有凉水和面，辅料需要胡萝卜咸
菜、香椿芽咸菜、黄瓜、香油、蒜泥、芝
麻酱、醋。那么山东人做面食最喜欢用的就是我们
山东自家种植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啦。山东的小麦面
筋含量不是特别高，大部分都在30%上下。这种含量
在全国范围属于中等偏高，面粉品质也比较好，用
来做面条，会觉得口感非常爽滑。如果没有好质量
的面粉，那凉面的口感也会大打折扣。

第二步：处理食材。加水和面，醒30
分钟后擀成面条，手擀面就有了。接着将
黄瓜洗净切丝，胡萝卜咸菜和香椿芽咸菜
切丁，芝麻酱用水调开。

第三步：锅中水烧开，
下入面条煮成八分熟后捞
出，再用凉水反复冲洗，即
为“过水”。

将凉透后的面条盛入碗
中，依次加上咸菜丁、蒜
泥、黄瓜丝、芝麻酱，最后
加入适量的醋和香油调味。

搅拌均匀后，凉面便做
成了。

网友“幸福明天”：吃凉面的习俗大家都
知道，可是为什么要吃凉面呢？

齐麦麦：这要追溯到中国的西
汉时期。西汉时引进了小麦，并在
种植小麦的过程中，发明了冬小
麦，解决了粮食青黄不接的大问
题，所以夏至收完了麦子，先民们
就要在这天吃面以示庆祝。夏至吃
面是历史习俗，后来又有了“祛恶
祈福”的说法。等大家过了夏至，
也吃过夏至面了，看着每天的白天
一天短过一天，也是在告诫人们，
珍惜时间。尝过了新鲜小麦磨成的
面，眼看着又是一年将要过去，一
定要努力起来，多去地里干活，多
打粮食，用更好的大丰收来表达对
明天美好生活的向往。马上就要过
“三伏天”了，一年中最热的时间
就要到了，在饮食上一定要清淡为
主。面食是最好的选择，既能降火
开胃，也不会给身体的消化系统增
加负担。您记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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