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行内蒙古分行开学季总动员
“金蜜蜂”进校园成效初显

普惠金融精准服务大学生客户。

为深入践行普惠金融理念，精准服务

大学生客群，推广“金蜜蜂”校园综合

服务，建行内蒙古分行八月下旬启动

了“金蜜蜂 惠校园”开学季主题系列

活动。

今年的开学季活动更为丰富，内

容充实而接地气。在手机银行签约等

传统业务基础上，结合“金融知识宣

传月”主题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

围绕金融安全讲解与校园生活息息

相关的校园网贷、支付安全、防范电

信诈骗；结合“大学生‘金蜜蜂’金融

文化节”主题，围绕财商培养推介学

生专属意外险及账户险、速盈等产

品，渗透“金蜜蜂”综合服务内容；联

合高校创业孵化基地，围绕创业贷款

开展政策宣讲会，讲解小额贷款产

品及以绿色通道为主的服务流

程，大学生创业者对云税贷、建行

账户云贷、企业征信等内容十分

关注；在新生报到处及金融服务

处设置茶歇休息区服务学生家长，

以微沙龙形式宣传金融知识及存款

类产品。活动覆盖了新老学生及学生

家长，旨在提供让高校师生满意，让

学生家长放心的优质金融服务。

金融科技助力校园服务。内蒙古

分行统一谋划、细致筹备开学季进校

园活动，为提高代缴费的工作效率、

提升客户体验，提前统筹调配“龙易

行”设备和智能 POS，确保每一场进

校园活动设备充足。校园拓展活动

中，“龙易行”设备服务范围广、受理

业务种类多的优势尽显，交易量已近

2万笔；智能POS和悦生活云缴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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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风是清凉的，天空是湛蓝

的，大地是金黄的。这是一年中最值

得骄傲的季节，是大地回馈农人辛

勤耕耘的季节，丰收的喜悦洋溢在

人们脸上。

你看，东北的大豆由青变黄随

风摇曳，江南的稻穗笑弯了腰。你

闻，华北的苹果、枣子、葡萄香气扑

鼻，岭南的香蕉、菠萝、芒果丝丝甘

甜。你听，江浙的鱼儿虾子在渔船中

噼啪作响，西北的秋风中牛羊低吟

浅唱。

哦，九月，汗水终于滋润出沉甸

甸的收获。请你跟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上。

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吃碗牛肉面，店家都不敢敞开

放香菜了。”就在不久前，许多人还

有这样的印象。

是的，人们曾担心山东寿光洪

灾会不会全面推升菜价，也担心夏

粮减产会不会让中国人的饭碗端不

牢、首次在国内出现非洲猪瘟后还

敢不敢吃猪肉，甚至担心中美贸易

摩擦会不会影响肉蛋奶消费……

我们能行！

这句话，我们不是从农民朋友

口中听到的，而是从一片片丰收的

田野、一张张农人的笑脸上感受到

的。此刻，采访小分队正奔波在东北

平原、华北黄淮、南方稻区这几大秋

粮主产区。所见所闻，都是一片丰收

在望的醉人景象。

在山东省邹平市的一片农场，

大型收割机和卡车并排行驶，后面

还跟着一串卡车。收割机边走边收，

同时将粉碎后的玉米秸秆倒进卡

车。只用了一个小时，一辆 35 吨载

重的卡车就装满了。

“2700 亩青贮玉米，4天 4宿全

收完了。”邹平绿蔬源农民专业合作

社社长甘冲说，“这大家伙 1小时能

收 10 亩地，得 30 台大卡车配合着

用。”

甘冲算了笔账：夏粮小麦、秋粮

玉米轮作，刨去土地流转、种子、植

保等成本，两季收成算下来能收入

200多万元。虽然年份不算好，但他

对全年总收入还是满意的。

尽管今年全国夏粮产量比上年

降了 2.2%，但并没有改变全国粮

食持续丰收态势，仍是历史上的

几大高产年份之一。而秋粮是

“大头”、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

分之三，只要继续确保全年粮食产

量在 6000亿公斤以上，就意味着中

国人的饭碗仍然牢牢地端在自己手

上。

信心来自努力，也来自实力。

2013 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6000 亿公斤大关，此后又连续 4 年

超过 6000亿公斤，特别是水稻、小

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都在 98%

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447 公斤，

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47 公斤。“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

全底线，从未被打破过。

如今，中国人的饭碗里不仅大

米、面食装得满满的，蔬菜、水果、茶

叶等产量也稳居世界第一。世界上

两个苹果中就有一个产自中国，三

条鱼就有两条是中国的，半数猪肉

也同样产自中国。全球最大的蔬菜、

水产品出口国还是中国。

在保障菜篮子充足供应的同

时，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也稳步提

高。近 5年来，全国主要农产品总体

合格率保持在 96%以上。按照 2017

年同口径计，上半年农产品质量抽

检总体合格率达 98.1%。

金色田野
唱响绿色发展主旋律
黑龙江省富锦市二龙山镇向阳

村种粮大户潘树宝，今年把 120 亩

水稻田改种用来肥田的苜蓿草。这

片经年不歇息的黑土地，成为黑龙

江这个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 140

万亩休耕试点之一，这也是国家主

动压减寒地低产区粳稻面积的重要

内容。

不再单纯追求年年增产，不再

唯产量论英雄，而是稳定在 6000 亿

公斤基础上不断提升粮食产能和地

力，正是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中的

重大变化。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推进，粮食生产正向更绿色、

更可持续方向转变。

另一大主粮小麦同样步入提质

增效轨道。今年，华北和新疆塔里木

河地下水超采区调减了 200 多万亩

小麦，西南西北也调减了 70 多万亩

条锈病菌源区的小麦。

坚持“有保有压”，口粮重点发

展水稻和小麦生产，同时优化玉米

结构，因地制宜发展食用大豆、薯类

和杂粮杂豆，成为中国粮食安全战

略的新路径。

调优玉米种植结构是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场“硬仗”。玉

米的非优势区，如东北冷凉区、北方

农牧交错区、西北风沙干旱区的春

玉米，以及黄淮海地区低产的夏玉

米，都成为调减对象。

到目前，全国籽粒玉米面积累

计调减 4000 多万亩，价格逐步回归

市场，进口量同比大幅减少，产业链

被重新激活。

腾出来的土地，相当一部分用

来改种一直“受制于人”的大豆，全

国大豆面积增加了近 2000万亩。杂

粮杂豆、青贮玉米和优质饲草等面

积也逐渐增加，减少了无效供给，提

高了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

“河北将充分发挥‘双高（大豆

蛋白和油分含量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大豆产区优势，提高大豆产业

竞争力。”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段玲

玲说。近两年，这个省大豆种植面积

恢复性增长，仅石家庄市就超过

100 万亩。一度萎缩的大豆产业重

现生机。

让农业更可持续，已然成为金

色田野中唱响的绿色主旋律。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果

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东北地

区秸秆处理行动、农膜回收行动和

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行动

相继启动，史上最严、历时最长的伏

季休渔制度开始实施，中国的耕地

利用强度明显下降，化肥、农药使用

量双双实现“零增长”，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率达 60%，渔业资源保护

也迈出新步伐。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九月的彩云之南是香甜的。位

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的云南华坪

县，处处弥漫着芒果的清香。这里是

我国最北端的芒果产地，也是云南

独有的晚熟芒果产区。

一大早，刘德华和妻子就带着

箩筐赶到地里采收芒果。他是当地

较早种芒果的农户，今年是他种芒

果的第 20年。

“近几年产量没变，品质越来越

好。”刘德华说，通过改良品种、推广

生态有机种植，他家的芒果品质越

来越好，价格越来越高。今年“热农”

芒果批发价每斤 6.8 元，预计收入

超过 50万元。

华坪县常务副县长周邦国说，

全县芒果种植面积超过 20万亩，其

中 7.8 万亩获得无公害食品认证、

1.87 万亩获得有机产品认证。

芒果品质的提高，第一推动力

正是农业科技。如今，中国的农业科

技工作者群体，不仅在追求更好的

收成，也在为人们吃得更可口、农民

有更大收益而努力。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我

们遇到南京农业大学的葡萄专家陶

建敏。他正忙着指导农民进行采摘

后的秋季施肥和剪枝要点。沾满泥

土的鞋子、一身湿汗的衬衫，看上去

与农民并无二致。

“最迷茫的时候，是陶教授拯救

了这个园子。现在每亩葡萄纯收入

达到六七万块。”当地一家名叫居丰

园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孙

浪说，5年前，因为老品种不受市场

欢迎、管理技术又跟不上，合作社入

不敷出，惨淡经营一度让他打起退

堂鼓。

此后，南京农大和当地政府合

力推进脱贫攻坚。作为定点帮扶全

县葡萄产业的专家，陶建敏通过推

广新品种阳光玫瑰、大棚避雨栽培

以及成套的栽培管理技术，不仅让

合作社摆脱了困境，也给全县的葡

萄种植户带来新希望。如今，灌南成

为江苏省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县。

“把技术应用在田间地头，就是

最好的论文成果。”陶建敏说。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升至 57.5%，这标

志着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超

过土地、资本及其他要素的总和，农

业发展已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要素

投入进入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新时

期。

据新华社

丰收丰收
在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天山木垒中国农业公园里，成熟的小麦在夕阳照射下散发出迷人的金色（8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赵戈 摄

9月 16 日，河北省阜城县王集乡南张庄村农民在整理收获的辣椒。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九月的味道九月的味道

提示：又是一年最美的季节。此时的田野，在经过农
民朋友辛勤耕耘后，奉献出最丰厚的礼物。

汗水滴落泥土，绽放最美的花，结出最美果实。新华社

派出多路采访小分队走村串户、来到田间地头，传递农民朋

友的辛劳、喜悦，诉说稻花香里的丰收年景，讲述一个 13 亿

多人口大国的农业，在改革创新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气

和信心的最新故事。

随记者脚步来到广阔原野，一起感受秋天的味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