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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
悉：截至目前，全国16个省份（包
括13个粮食主产省份）已经组建粮
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基金总
规模达到75亿元。通过基金增信融
资，累计向2000多户粮食企业发放
粮食市场化收购贷款1130亿元，有
效缓解了粮食企业特别是基层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这意味着，自2016年粮食收储
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
了粮食市场化收购融资长效保障机

制。
据了解，随着粮食收储制度改

革不断深入，粮食收购逐步由政策
性收购为主转向市场化收购为主。
由于粮食行业具有基础性、弱质
性、微利性等特点，粮食企业特别
是基层小微企业大多底子薄、有效
资产少，资信等级不高，市场化收
购粮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

为支持企业“有钱收粮”，搞
活粮食市场流通，推动粮食产业高
质量发展，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

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
部、银保监会、农业发展银行等部
门和单位，共同指导各地组建运行
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为粮
食企业市场化收购融资提供担保，
帮助参与企业获得存缴基金10倍至
15倍的贷款，支持企业入市收购。

截至目前，河北、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
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
四川等13个粮食主产省份，再加上
山西、广西和新疆，共有16个省份

组建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
基金作为粮食市场化收储制度改革
的重要配套支持政策，通过为粮食
企业融资增信，发挥托底保障和引
导带动作用，有效激发各类资金投
入粮食市场化收购，推动实现“优
粮优价”，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和农民持续增收。

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是
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的一项重要举

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
未来将进一步做好信用保证基金相
关工作，充分发挥信用保证基金在
夏粮收购和疫情防控期间保供稳市
的作用，持续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
用，加快健全信用保证基金等粮食
市场化收购资金长效保障机制，更
好地服务粮食企业和种粮农民。进
一步完善信用保证基金政策，切实
巩固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成果，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充分调动广大农民
种粮积极性。(据《经济日报》)

粮食市场化收购融资机制初步建立
包括山东在内已有16省份组建贷款信用保证基金

种完“七彩”稻子半个多月
后，50岁的老杨这两天忙着用诱
虫灯诱杀卷叶虫。

“这种虫好多年没有出现
了，今年又重新出现，我用诱虫
灯诱杀成虫，效果不错。”老杨
说。“老杨”名叫杨卓林，是贵
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
县仁里乡太元村人。他在家门前
的山坡上种了20多亩七种颜色的
古稻，包括黑米稻、紫米稻、红
米稻、黄米稻、香禾糯稻等。

开始种古稻时，稻种是老杨
在榕江县四处搜寻得来的，那里
的老百姓还保留着种植传统稻子
的习惯。此后他从自己的每一批
稻谷里挑选谷粒饱满的稻子留
种。两年前记者采访老杨时，他
就说要走一条“特、优”的绿
色、生态路子。

“我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田里有虫，就养些鱼、鸭除虫，

形成稻鱼、稻鸭共生的生态系
统。”他说，这是为何今年发现卷叶
虫后，他只用诱虫灯诱杀的原因，

“要保证稻子绿色无污染”。
物以稀为贵，这是老杨从事

彩稻种植以来总结的第一条经
验。

“彩色古稻算是稀有品种，
相比一般水稻，这些稻米具有淀
粉含量低、花青素含量高等特
点，吃起来口感也好。”他说，
加上绿色、生态的种植方式，虽
然产量不是很高，但产品品质
好，挺受市场欢迎。老杨的稻米

年产量约1万斤，每斤卖15元左
右，年销售额超10万元。

“个体农户要走差异化道
路，通过优质产品抓住部分消费
者，保证稳定客源。”这是老杨
总结的第二条经验。

为了把稻米卖出去，老杨还
玩起了新媒体，通过微信朋友
圈、网络视频平台等进行产品推
介。近3年来，其线上销售额占总
销售额的一半以上。

“新媒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直面消费者的窗口。”他说，很
多客户从线上购买他的产品，不
少是回头客。

为了分散风险，种植彩稻的
同时老杨还种草养牛。他在稻田
附近建有一个牛棚，周边种有牧
草30多亩。养牛最多时超40头，
目前还有14头。去年他卖掉十多
头牛获得十多万元，加上卖稻米
的收入，年收入超过20万元。

“搞农业，要适当多样化经
营，哪怕有一样失败了，还有一
样可以补救。”他说，只要肯动
脑筋、善于钻研，个体农户也可
以在农业生产中走出一条康庄大
道。 (据《新华每日电讯》)

20亩稻田栽着7种颜色的古稻
物以稀为贵，每斤卖到15元

“捕捞小龙虾，一般选择在清
晨5点到5点半之间。这一片水域捕
捞完需要2个多小时，小龙虾总量
在2000斤左右吧。”盛夏雨后的清
晨，微微清风吹过，带来了阵阵清
凉。在鱼台县渔湖湾龙虾养殖基
地，种养大户杜学康将一笼笼“虾
兵们”倒入船舱。

自诩“虾司令”的杜学康，是
一名“90后”创业者，毕业于青岛
农业大学水产养殖专业。2018年，
他学有所成回到家乡，开始筹划建
设小龙虾养殖基地。

经过近一年筹备，2019年，他
抓住鱼台县大力推广稻藕虾养殖技
术的东风，积极流转土地建设龙虾
养殖基地，当起了“虾兵虾将”的
“虾司令”，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舞
台。

“这个‘虾司令’不是这么好

当的。创业伊始，基地上水、启动
资金、土地流转等都是从未遇到过
的难题。经过与镇村多方协调，我
像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啃硬骨头，熬
过了那段最艰难时期。”说起基地
建设初期的艰辛，杜学康有些唏嘘
不已。如今，这个“虾司令”不仅
管理着300多亩渔湖湾龙虾养殖基
地，还担任了鱼台县多个龙虾养殖
基地的技术顾问。

每天，杜学康盯在基地十七八
个小时，观察巡塘，查看小龙虾是
否缺氧，每天晚上还要做记录，乐
此不疲。“这个‘虾司令’太尽职
尽责了。”渔湖湾龙虾养殖基地管
理人员樊佑亭对这个年轻人赞不绝
口。

除了鱼台独特的水域优势以
外，杜学康还有一套养殖经。他告
别传统养殖模式，利用水产养殖在

线监控系统等物联网技术，实现生
态龙虾养殖科学化、智慧化。他还
把基地分为稻虾共作、藕虾共作与
精养池三种，“稻田与莲塘可以为
小龙虾提供栖息、摄食和生长环
境，小龙虾能吃掉威胁水稻和莲藕
生长的害虫，其粪便和蜕下的壳又
可作有机肥。这好比小龙虾住进水
质绝佳的‘高档小区’，还享受了
优质的‘物业’服务”。

杜学康打造的“稻藕虾生态种
养小区”标准化基地，取得了“一
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经济与生态
效益。“我们这块养殖基地有300

多亩，按亩产300斤到400斤、一斤
虾15元计算，一亩产值大概5000

元，300亩的话，就能达到150万
元，这还是单纯龙虾的收益。而我
们采用的是‘虾稻共生，藕虾共
作’养殖模式，再加上莲藕与稻
米，一年整体的收益应该在200万
元左右。”杜学康信心满满地说。

(王金虎)

“虾司令”杜学康清晨收获
小龙虾。 (张惠亚 摄)

“90后”下乡创业当起“虾司令”

“近期，我国南方地区进入
汛期，智慧农业的效用凸显了出
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胡钰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据上海市崇明岛内种植户反
映，这次免遭损失，主要还是靠
高科技的帮助。种植户所说的高
科技就是智慧温室大棚测控系
统。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当雨雪传感器监
测到下雨信息后，该系统给执行
器发送信号，保证卷膜和放风机
及时关闭，特别是在暴雨频发时
节，可以有效降低种植户的损
失。此外，当该系统监测到数据异
常时，会不停地给种植户发送提
醒通知，即便来不及赶到温室大
棚，种植户也可以远程关闭执行
器，减少损失。

进入汛期，智慧农业如何凸
显效用？胡钰说，在预警监测方
面，智慧农业气象服务将实时、
精准的气象预警信息和多种预防
措施及时发送给农民群众，起到
一定的预防指导作用；在抵抗损
失方面，智慧农业能够通过物联
网远程实时监测环境参数，并进
行调节操作，例如远程控制种植
大棚遮雨装置等，及时抵御天气
突变带来的损失；在恢复生产方
面，智慧农业在对未来气候进行
预判的同时，还能够采取更加有
针对性的排涝、除湿、病害预防
措施，快速调节到作物适合的生
产环境。 （马爱平）

精准发送预警信息

汛期来临，

智慧农业显身手
农场订单种植百亩瓜蒌

特色种植不愁市场

7月7日，在广饶县方昊科家
庭农场瓜蒌种植基地里，成排的
水泥架上爬满郁郁葱葱的藤蔓，
一个个肥硕的瓜蒌挂满了枝头，
一派丰收景象。

提起种植瓜蒌，35岁的农场
主李佃卿介绍，这些年一直从事
轮胎销售工作，偶然的机会，他
在安徽出差时，品尝到了瓜蒌的
瓜子，感觉口味不错，深入了解

发现，瓜蒌的综合效益好，种植
周期短、见效快。经过7个月的实
地学习之后，李佃卿回到家乡创
办了广饶县方昊科家庭农场，流
转了155亩土地，订单种植了103

亩的瓜蒌和47亩的吊瓜。
李佃卿介绍，3年的瓜蒌根茎

每亩收益在7000元左右，瓜子的
收入达到1万元/亩。农场与安徽
满园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收购合同，如果遇到市场不稳，
企业将以保底价格收购。看到瓜
蒌的发展前景，李佃卿又尝试把
瓜蒌加工成炒货成品销售，进一
步增加了产业的附加值。

（谭芳 尚凡芹）

杨卓林(左)在秧田里扯秧苗(6月4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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