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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5月10日电（记者 李
栋）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
截至4月底，2022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全面
结束，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
19857 万 吨 ，同 比 增 加 683 万 吨 ，增 幅
3.6%，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

全年粮食主要包括夏粮和秋粮，夏粮
旺季收购一般从6月份开始，9月底结束；
秋粮一般从9月中下旬开始，持续到第二
年4月底结束。

据了解，2022年度秋粮收购期间各类
主体入市积极，购销活跃。优质品种需求
旺、销路好，企业采购积极性高，优质优价
特征明显。

从收购过程看，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
利益，国家有关部门先后批复江苏、安徽、
河南、湖北、黑龙江五省启动中晚稻最低
收购价执行预案，共安排收储库点790多
个，满足了收购需要。数据显示，五省累
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近 1200 万吨，
切实发挥了政策托底作用，牢牢守住了

“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秋粮收购

结束，夏粮生产随后而至。夏粮夏油是全
年粮油生产的第一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
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春播粮食4.1亿

亩，完成意向面积的 43.9%，进度同比快
2.1个百分点。南方早稻播栽进入扫尾阶
段，北方粮食作物正进入播种高峰。

在2023年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
情况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司长潘文博表示，基于农情调度、各地反
映和农技人员实地调查情况，从面积和长
势两方面研判，夏季粮油生产总的形势不
错。

“去年秋种天气正常，土壤墒情适宜，
各地应种尽种，预计小麦面积恢复增加。”
潘文博介绍，去年秋种小麦越冬前苗情基
础较好，壮苗越冬比例大，为夏粮丰收提
供了坚实基础。

为确保夏粮丰收，近日，农业农村部
分析研判重大病虫害发生形势，进一步
动员部署病虫害防控和“一喷三防”工
作。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按照“虫口夺
粮”保丰收行动方案要求，加大资金筹措
和监测防控工作力度，保证夏粮丰收到
手。

“我们要抓紧夏粮中后期的田间管
理，一个措施一个措施落实落细，一个环
节一个环节抓紧抓好，巩固和发展当前春
播持续向好的态势，今年丰收很有希望。”
农业农村部专家指导组顾问郭天财说。

扎牢百姓“米袋子”
2022年度秋粮收购总量达19857万吨

今年4月，中央财政下达资金100
亿元，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
贴，支持春耕生产。进入5月，种粮补
贴开始陆续发放，多地已给出“到账”
时间表，黑龙江、河南等产粮大省明
确 5 月份之内补到实际种粮农民手
中。

自2021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已
发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700亿
元，其中2021年200亿元、2022年400
亿元。为何要发放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百亿补贴”效果如何？

发放“百亿补贴”，应对农资价格
上涨是主要原因。

化肥、农药、燃油等农业生产资
料被称为“粮食的粮食”，每逢春耕备
耕等用肥高峰，农资价格往往出现波
动，给种粮农民带来一定成本压力。
再看收益端，今年4月以来，受政策性
粮食拍卖、进口量增加、贸易商出货
量增加以及市场需求疲软等多重因
素叠加影响，稻谷、小麦、玉米、大豆
等粮食价格呈下行态势。

成本上涨、收益下行，权衡之下，
种粮农民容易打“退堂鼓”。采访中，
多位种粮农民告诉记者，粮价和农资
是种粮收益、成本两端最重要的组
成，但近几年由于化肥原料涨价、新
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农资价格常常比
粮食价格“跑得快”，“粮贵一分，肥贵
三分”，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种粮
积极性。

作为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承担
者，在农业生产关键阶段，种粮农民
亟需“及时雨”来缓解资金压力，踏踏
实实种粮。为此，国家统筹考虑农资
市场价格走势和农业生产形势，中央
财政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

贴100亿元，以稳定农民收入、保护农
民种粮积极性。

“百亿补贴”不是第一次。记者
了解到，2021年6月，中央财政于秋粮
生产关键时期，安排200亿元一次性
实际种粮农民补贴，以弥补农资成本
上涨对农民带来的增支影响。2022
年，一次性实际种粮农民补贴则分三
批于当年3月、5月、8月发放，在春耕
备耕、夏粮收获、秋收秋种阶段为种
粮农民提供有力资金支持。加上今
年春耕时节的100亿元，截至目前，中
央财政累计已发放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700亿元。

近几轮“百亿补贴”效果如何？
安徽省寿县水稻种植承包户老杨介
绍，2022年中央财政分三批下达实际
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具体到我家，
第一批到账800余元，后两批都是近
400元。”老杨种植了约60亩双季稻，
春秋两季都需购买定量的化肥用于
育苗和催芽，“补贴基本能覆盖肥料
成本。要是没有这三次补贴，购买复
合肥的钱就全亏了。”

惠农补贴政策能否形成长效机
制？有专家建议，可参考物价补贴模
式，完善农资补贴政策，从一次性补
贴转变为与价格挂钩的补贴联动机
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
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来表示，应
确定科学合理的补贴标准、设置农资
价格上涨补贴上限、建立农资补贴资
金池，建立农资补贴长效机制，当农
资价格涨幅达到一定水平时启动，从
而给农民吃下“定心丸”、织牢“保障
网”，为保障粮食安全发挥综合效
应。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央财政下达资金100亿元，支持春耕生产——

“百亿补贴”送给种粮农民

记者近日从财政部获悉，今年中央财政进一步优化完善城乡统
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安排资金1560亿元，比上年
增加115亿元，支持地方落实好“两免一补”（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
科书，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补助）等政策，进一步提高义务教
育学校公用经费保障水平。

一是提高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经国务院批准，从2023
年春季学期起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由年生
均650元提高到720元，初中由850元提高到940元，支持学校落实“双
减”政策、提升课后服务水平。二是提高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水
平。在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础上，对寄宿制学
校按照寄宿生人数增加公用经费补助的标准，由年生均200元提高到
300元，确保寄宿制学校正常运转。三是调整取暖费补助标准。为缓
解北方地区学校冬季取暖支出压力，在落实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
础上，根据义务教育学校取暖费决算数据，进一步提高有关省份义务
教育学校生均取暖费补助标准。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央财政今年安排1560亿元

支持落实好“两免一补”等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