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晨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我国的河
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安徽铜陵白
姜种植系统和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
种养系统三项遗产系统顺利通过专家
评审，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截至目前，我国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22项，数量
继续保持世界首位。

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已有
3000多年历史，是以板栗栽培为核心，
作物、药材、家禽等合理配置的复合种
养体系。当地居民因地制宜创造了立
体种养、树体修剪管理、水土资源合理
利用等技术体系，有效保护了当地农业

物种和生物多样性。
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已有 2000

余年历史。铜陵白姜块大皮薄、汁多渣
少、肉质脆嫩、香味浓郁。在长期生产
实践中，当地居民创造了姜阁保种催
芽、高畦高垄种植、芭茅搭棚遮阴等三
项独特的传统生产技术。

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

统是“梅——茶——鸡——蜂”有机
结合的复合型山地农业模式。仙居
是世界人工栽培杨梅起源地之一，有
1600 年的杨梅栽培史。经过千年的
发展与世代选育，当地积累了数量众
多、类型多样、品种丰富、谱系完整的
古杨梅种质资源，现存百年以上古杨
梅树 13425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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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静

秋粮收获已近尾声，秋冬种正在各
地抓紧推进。今年粮食生产收获形势如
何？农业农村发展有何变化？农民增收
形势怎样？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
唐仁健近日回答了记者提问。

经济社会发展“压舱石”稳固
问：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如何？
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住农业

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
局的‘压舱石’”“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年以来，农
业农村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全力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
的“三农”各项工作，农业农村发展呈现
稳中向好态势：

——全年粮食再获丰收。今年粮食
生产先后遭遇黄淮罕见“烂场雨”、华北
东北局地严重洪涝、西北局部干旱等灾
害。今年夏粮略减了 25.5亿斤，但仍是
第二高产年，早稻增产了4.3亿斤。全年
粮食的大头在秋粮，目前秋粮收获已进
入扫尾阶段，综合专家田间测产和多个
部门单位预测研判，秋粮仍将是一个增
产季，全年粮食产量将继续保持在1.3万
亿斤以上，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肉蛋奶
和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供应也很充足。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保
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的底气所在。

——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
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
年我们指导各地进一步健全完善防止返
贫监测帮扶机制，目前 63.5%的监测对
象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其余均落实了
帮扶措施。推动中央衔接补助资金用于
产业发展超过 60%，脱贫劳动力务工规
模达到3297万人，预计今年脱贫人口收

入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序推

进。我们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总结推广浙
江“千万工程”经验，各地深入学习，扎实
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走深走实。前三季度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继续增长，产品
网络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带动农民
收入实际增长 7.3%。全国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超过 73%，90%以上的行政村
常态化开展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持续改善。50%左右的行政
村推广运用清单制、积分制，进一步提升
了乡村治理效能。

三方面因素保障抗灾夺丰收
问：今年一些地方受灾较重，如何实

现抗灾夺丰收？
答：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可以说自

然灾害年年都有，抗灾夺丰收几乎是每
年农业工作的主题之一。今年能实现丰
收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夯实了丰收基
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关键农时季节多次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国家继续提高早籼
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增加产粮大县奖
励资金，出台了支持大豆生产等政策组
合拳，有效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各
地压紧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千方百
计稳定粮食面积。

据农情调度，今年秋粮面积增加了
700多万亩，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
了 1300多万亩。中央财政安排 37亿元
农业防灾救灾资金，在秋粮生产关键时
期安排了24亿元用于“一喷多促”，促进
作物壮苗稳长。

二是大面积单产提升对冲了灾害影
响。农业农村部今年启动了粮油等主要
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以往很多品
种在试验示范指挥田里的单产很高，但
一到大田里就下来一大截。针对这种差

距，我们从耕种管收、地种肥药全领域全
环节查找短板弱项，拿出良田、良种、良
法、良制、良机集成组装的综合性解决方
案。

今年我们在100个大豆、200个玉米
主产县主推了玉米大豆密植技术，效果
非常明显，重点县示范区玉米的平均密
度每亩增加了 500至 800株，按每株产 3
两籽粒计算，亩均可增产150至300斤左
右。专家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
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了73%以上。

三是面上增产弥补了点上损失。今
年河南、黑龙江、河北等局部地区农业受
灾的确较重，但从全国来看，灾情总体轻
于上年和常年。今年灾害主要以洪涝为
主，农谚讲“水淹一条线、干旱一大片”，
一般来讲水灾对粮食生产特别是产量的
影响是轻于旱灾的。今年各主产区降水
普遍较多，土壤墒情好，雨热同期同至，
非灾区普遍增产，弥补了灾区损失。

农业科技创新取得关键成果
问：围绕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如何？
答：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稳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2.4%。这一轮机构改革优化农业农村
部有关农业科技职责，将科技部组织拟
订科技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和政策、
指导农村科技进步职责划入农业农村
部，体现了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统筹考虑
和加强。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用好种业振兴
行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生物育种
重大项目三大抓手，在底盘技术、核心种
源、关键农机装备等领域发力，加快补上
短板弱项。

一是持续推进种业创新攻关。国产
种子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但在一些
品种和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比

较大。我们瞄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的战略需要，扎实推进种
业振兴行动，取得了一批突破性成果。

自主培育了 3个白羽肉鸡新品种，
打破了此前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实现
了从“0到1”的突破，今年市场占有率已
经达到20%，还首次出口国外；自主培育
的12个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市场占有率
达到35%。利用南方地区冬闲田扩种油
菜，必须把油菜生育期压缩到 180天左
右，才能不耽误来年种早稻。今年育成
的短生育期油菜“中油早 1号”，生育期
只需要约 169天，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迈
出了重要一步。

二是加快农机装备补短板。现在我
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机械化主导的阶
段，农机制造和使用规模居世界第一，但
短板也比较突出。比如东北地区长期使
用的都是国外品牌大马力农机，南方 6
亿多亩丘陵山地也一直缺少适用的小型
机具。聚焦这“一大一小”加智能化，我
们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了农机装备
补短板行动，目前一批重要标志性机具
研制取得突破。

在“一大”方面，国产 320、240马力
的无级变速拖拉机已经实现量产和产业
化应用，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在“一小”
方面，多款丘陵山地拖拉机完成样机试

制，能够适应 15度以下坡度作业。另
外，油菜移栽机、再生稻收获机、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播种机等急需机械
也陆续应用于生产。

三是加强底盘技术研发攻关。底盘
技术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是“要不
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我们加快布局
攻关，目前部分领域已经取得突破进展，
比如基因编辑工具方面，开发出了自己
的基因编辑“剪刀”，为种业振兴提供了
有效支撑。围绕耕地地力提升、盐碱地
整治、农业节水等领域，我们也正在布局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尽早取得
突破。

农业农村发展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农业农村发展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访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访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部长唐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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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博

国家统计局 11月 9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10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
比下降 0.2%，环比下降 0.1%；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 2.6%，
环比持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
莉娟认为，受天气晴好农产品供应充
足、节后消费需求回落等因素影响，CPI
略有下降。

CPI涨幅转负
肉菜等食品价格下行，拖累 10月

CPI同比涨幅转负。统计数据显示，10
月 ，CPI 同 比 下 降 0.2% ，环 比 下 降
0.1%。1—10月平均，CPI比上年同期
上涨0.4%。

此前，多家机构对 10月CPI同比涨
幅预测为持平或下降。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今年 9月，CPI同比上月持平。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前期
节假日效应引致的服务消费脉冲结束，
CPI涨幅或仍在 0上下徘徊；国泰君安
宏观团队预计10月CPI同比下降0.1%；
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预计 10月
CPI同比下降0.3%。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预计，
食品项受猪肉供给偏松叠加蔬菜蛋类
价格回落影响，食品价格环比下跌，非
食品项受出行需求回落、工业消费品成
本推动影响，非食品价格环比持平。

食品价格下跌是拖累CPI数据的重
要因素，10月食品价格同比下降4%，降
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10月，食品烟酒类价格
同比下降 2.1%，影响CPI下降约 0.61个
百分点。在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下降
17.9%，影响CPI下降约 0.66个百分点，
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30.1%，影响 CPI下
降约0.55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下降5%，
影响CPI下降约 0.04个百分点；鲜菜价
格下降 3.8%，影响CPI下降约 0.08个百
分点；水产品价格下降 0.5%，影响 CPI
下降约 0.01 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
2.2%，影响 CPI上涨约 0.04个百分点；
粮食价格上涨 0.6%，影响 CPI 上涨约
0.01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10月农产品
批发价格 200指数为 118.69，菜篮子指
数为 118.56，粮油指数为 119.46；9月农
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为 121.06，菜篮
子指数为121.20，粮油指数为120.26，均
同比下降。

据浙商证券分析，生猪供应端对
猪价前景信心较弱，压栏情绪松动，
为减缓资金压力，加快出栏节奏，猪
肉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猪肉价格小幅
探底。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10月猪肉价格指数持续走跌，由10月1
日的 111.10 降至 10 月 31 日的 105.02；
全国猪肉平均批发价格由月初的 22.23
元/公斤降至月末的20.7元/公斤；10月，
生猪（外三元）市场价格由16.06元/公斤
降至14.46元/公斤。

PPI同比降幅略有扩大
数据显示，10 月，PPI 同比下降

2.6%，环比持平。9 月，PPI 同比下降
2.5%，环比上涨 0.4%。1—10月平均，
PPI比上年同期下降3.1%。

同比来看，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3%，
影响 PPI总水平下降约 2.35个百分点。
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下降 6.2%，原材料
工业价格下降2.3%，加工工业价格下降
3%。生活资料价格下降0.9%，影响PPI
总水平下降约0.24个百分点。其中，食
品价格下降1.2%，衣着和一般日用品价
格均上涨 0.4%，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
2%。

财信研究院宏观团队伍超明和李
沫此前预计，10月PPI同比降幅再次扩
大。他们认为，受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下降和市场需求回落等因素影响，10
月 PMI原材料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指
数分别为 52.6%和 47.7%，比上月下降
6.8和 5.8个百分点。原材料购进价格
指数回落幅度高于出厂价格，但前者高
于临界值，后者低于临界值，表明中下
游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依然较大。

董莉娟认为，10月，工业生产经营
活动保持扩张，受国际原油、有色金属
价格波动及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等
因素影响，全国PPI环比由涨转平，同比
降幅略有扩大。

中金宏观认为，政府债发行加速，
带动基建实物量改善，提振建材价
格。在黑色金属方面，传统旺季下游
需求平淡，库存压力累积，钢价一度出
现负反馈压力，下旬受国债消息提振
需求预期，钢价反弹；有色金属价格同
样受供给释放、需求不及预期影响而
一度下跌，下旬预期改善；动力煤采暖
季价格仍有支撑，但高库存抑制涨幅；
地缘局势对国际油价造成的实际供应
扰动有限，风险溢价回落，带动油价下
跌。

1010月月CPICPI同比下降同比下降00..22%%
食品价格降幅扩大食品价格降幅扩大————

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
第二批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重点联
系指导名录，并将在项目分配、部
门协作、政策落地等方面对被纳入
名录的地理标志予以倾斜支持，加
大在相关专利技术转化、品牌培育
推广、线上线下营销、产业融合发
展以及金融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支
持力度，使被纳入名录的地理标志
更具影响力。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和关键，乡村地理标志产品承载着
独特的自然、地域、人文、历史等因
素，是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的重
要内容之一。地理标志产品生长
于独特环境中，是推动区域特色产
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
手。对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市场
价值，推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推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

“地理标志”不仅是一种新型
知识产权，更是区域产品特征和
信誉的典型标志。近年来，我国
从强化政策扶持、提高地方各级
政府重视程度、加大地理标志农
产品品牌宣传力度等方面，积极
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
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
截至 2022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地
理标志产品 2400多个，核准地理
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
册 6900多件，核准使用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经营主体约 1.94 万家。
比如，四川拥有各类地理标志
1000 多个，地理标志年产值近
5000 亿元，是名副其实的地理标
志大省，一大批四川地理标志产
品正发展成为富民兴乡的特色产
业和县域支柱产业。又如，广东
新会 2022年陈皮产品全产业链总
产值近 200 亿元，带动 7 万人就
业，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近
2.2万元，位居 2022中国区域农业
产业品牌影响力首位的新会陈
皮，正在引领广大从业者携手迈
向共同富裕新生活。

面对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要求，
地理标志产品产业还存在一些问
题和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
善。如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经营主
体活力欠缺、产业组织化程度低、
产品质量把控标准低以及农产品
地理标志品牌使用尚欠规范、品质
良莠不齐、品牌影响力不足、缺乏
有效宣传和推广等等。

那么，如何进一步完善体制机
制，实现地理标志产业的特色经济
价值呢？

首先，政府管理部门应不断
加大支持力度，为地理标志产品
打造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我国
地理标志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
原国家工商总局、原农业部和原
国家质检总局分头管理，经过管
理体制的优化调整，地理标志归
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管理。这为
地理标志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来
新的机遇。

其次，合力做好产业规划和布
局，做好品牌宣传、市场推广，促进
特色农产品优质优价，增加农民收
入，提升农业内生发展能力。“十四
五”时期是推动我国乡村地理标志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和
关键期。应深挖乡村优势资源，打
造乡村地理标志产业的特色产业
链，激发产业活力，实现可持续发
展。

再次，推动乡村地理标志产业
的数字化发展，加强产业品牌权益
的维护也是重要工作。目前，乡村
地理标志产业已采取产品数字化
溯源、专用标志监管等保护措施，
地理标志管理体制也已初步建立，
但总体上还比较薄弱，品牌化发展
仍然任重道远。

值得一提的是，地理标志产品
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各地可以结合
当地自然资源和产业特点，把传统
农业文化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
结合起来，形成产业协同，改变乡
村单一产业结构，为乡村振兴提供
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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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发挥地标优势做强特色农业

□孟宪江

□刘慧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
当前全国秋粮收获接近尾声，各地秋粮
已陆续上市，收购工作全面展开。截至
目前，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

粮超4000万吨。
秋粮上市以来，各类粮食企业积

极入市收购，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市
场价格相对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
显。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闻发言

人方进表示，要精心组织好秋粮市场化
收购和政策性收购，优化为农服务、严
格执法监管，严厉打击“打白条”“转圈
粮”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
序、保障种粮农民利益。

在持续优化为农服务的同时，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求各地统筹考虑
稻谷、玉米、大豆等秋粮重点品种市场
走势以及天气变化等多种因素，提前研
究制定应对预案；对于发生雨雪天气的
地区，要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满足农
民售粮需求。

全国主产区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全国主产区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40004000万吨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