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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5 月 28
日电（记者于长洪、任会斌、朱
文哲）车间里马达轰鸣，满载
柴油、石脑油、石蜡等产品的
车辆不时驶出厂区。“今年以
来，制油装置一直在满产。”伊
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张志功拿起一只只装着样
品的玻璃瓶，为记者一一介绍
相关产品的用途和市场行情。

这家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大路工业园区的现代
煤化工企业，成功建设了煤炭
间接液化生产线，近期产品在
向精细化学品和新材料升级，
年产 200 万吨的扩建工程也在
建设之中。

张志功说，今年以来，企业
通过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科学安排生产和检修，有效
降低了各类不利影响，现在公
司员工热情高涨，全力确保完
成年度生产目标。

园区是观察工业发展形势
的重要窗口。连日来，记者在内
蒙古西部部分工业园区走访时
看到，企业纷纷克服疫情带来
的不利影响，全力推动生产、建
设秩序恢复常态，车间里生产
线马力全开，工地上一片繁忙
施工的景象。

大路工业园区是我国现
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的一
块高地。“ 56 个建成项目生产
基本恢复正常，15 个在建项
目也在加紧施工，现在大伙都
想千方百计把疫情耽误的进
度补回来。”园区党工委书记
韩涛说。

大路工业园区内的久泰能
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一期甲醇生
产装置，设计年产能 100 万吨。
记者在中控大厅看到，上百个
工位上的控制人员聚精会神地
盯着电脑上的各类技术参数，
墙上的大屏幕实时显示着生产
线的运行状态。

久泰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永成说，去年 3 月，该
公司年产 60 万吨烯烃项目投
产，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受疫
情影响，2 月中上旬生产负荷
一度下调。目前，甲醇和烯烃生
产装置的生产负荷分别达到
110% 和 105%，预计今年可实
现销售收入 60 亿元，与去年相
比将有明显增长。”

抓生产，提负荷，赶工
期……在一处处工业园区里，
企业正以不同的方式，为“六
稳”“六保”贡献着力量。

走进鄂托克经济开发区内的建元煤焦化有限责任
公司，记者看到厂内已经立起一座座银色的反应塔，耳
畔不时传来叮叮当当的施工声。“目前，500 万吨焦化
项目正在提产，焦炉尾气制乙二醇、焦油制针状焦等一
批下游配套工程正加紧施工，全面建成后将实现焦煤
资源的绿色梯级利用。”建元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高恒说。

高恒告诉记者，疫情响应级别下调后，园区管委
会、建设单位和企业协同努力，加快复工复产。目前，相
关项目用工 5000 多人，预计今年完成投资约 50 亿元，
实现收入 120 亿元，全面建成后，用工和产值还将大幅
增长。

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经济开发区，山东能源内蒙
古盛鲁电力有限公司的两台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已经安
装到位，进入调试阶段。原计划 1 号、2 号机组分别在
今年 7 月和 8 月投运，从目前的进度看，预计要延期 1
个月。

上海庙能源基地是上海庙（内蒙古）至山东±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起点。目前，多座大型发电
厂和储煤等配套设施正在加紧施工，一座座冷却塔拔
地而起，今年部分配套能源项目将建成投产。

一台锅炉设备的焊点就有 8 万多个，作业既要提
高效率，又要细致准确。“早一天投运，就能早见一天效
益，让输电工程更好地发挥作用。”盛鲁电力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亚仑正在厂区指挥施工，言语间充满了紧
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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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5 月 28 日电（记者杨文）记者从山东
省司法厅获悉，为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建立包容审慎的
监管氛围，近日，山东省组织编制“不罚清单”“轻罚清
单”，自 6 月 1 日起，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处罚或者减轻处罚。

山东省司法厅近日印发《山东省轻微违法行为不
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不罚清单”涉及市场监管、公安、自然资源等 25 个行
政执法领域，共计 267 项违法行为事项。山东省对包括

“个体工商户未将营业执照置于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在
内的 116 项轻微违法行为，在企业等当事人在限期内
改正后不予行政处罚；对 151 项当事人及时纠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轻罚清单”涉及交通运输、文化旅游、黄河河务
管理 3 个行政执法领域，山东省对“未取得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在内的 19
项违法行为，符合法定适用条件的依法减轻行政
处罚。

山东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山东制定“不罚清
单”“轻罚清单”，符合法律规定和执法实际需要，便于
全省行政执法机关操作实施，便于企业等当事人对自
身行为进行自我约束，也便于社会对行政执法工作进
行全面监督，对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有促进作用。

山东省组织编制

“不罚”“轻罚”清单

267 项行为可不行政处罚

新华社北京 5 月 28 日电（记者于文静）据
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 28 日 16 时，全国已收
获小麦 6500 万亩，收获进度约两成。当日投入
联合收割机 18 万台，单日机收面积超过 900
万亩，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全面
展开。

“五月人倍忙，轻风麦叶黄”。农业农村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5 月下旬以来天气晴好，夏粮主
要作物小麦由南向北进入集中收获期，各主产
省相继开镰收割。截至 28 日 16时，四川麦收进

入尾声，湖北收获进度过九成、河南过三成、安
徽过两成。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精心组织“三夏”
机械化生产，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下农
机跨区作业这场硬仗，努力实现夏粮由“丰收
在望”转化为“丰收到手”、将秋粮播在丰产
期，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提供
支撑。

据了解，全国将有 1640 万台各类农业机械
和 320 万农机手投入今年“三夏”生产服务，“一

条龙”开展小麦、油菜等作物抢收、秸秆处理、产
地烘干作业及玉米、水稻、花生等作物抢种和植
保作业，助推主产区夏收、夏种、夏管全程机械
化。各地共组织调度 65 万台联合收割机参与夏
收，同比增加 1 万台；其中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
达到 27 . 6 万台，8 公斤以上大喂入量机型占比
达到 70%，同比提高 10 个百分点。预计黄淮海
主产区小麦机收率、玉米机播率将分别达到
96%、90% 以上。

据悉，农业农村部和各小麦主产省制定了

“三夏”农机跨区作业应急处置工作方案，开
通全国“三夏”农机跨区作业信息服务平台，
公布 24 小时应急值守电话，在主干线设立
2137 个接待服务站，应对可能出现的区域性
农机跨区转运不畅、下田作业受阻等情况。针
对湖北夏收初期联合收割机出现较大缺口，
农业农村部 5 月中旬协调七个省份，紧急调
度 1 . 9 万台联合收割机赴鄂支援，目前湖北
夏收进展顺利，3000 多万亩粮油作物已实现
颗粒归仓。

18 万台！全国小麦跨区机收全面展开
截至 5 月 28 日 16 时，全国已收获小麦 6500 万亩，收获进度约两成

新华社长春 5 月 27 日电（记者褚晓亮、段
续、徐子恒）5 月下旬，东北春耕春种接近尾声，
松嫩大地上一片新绿。近年来，吉林省在全省范
围内推广保护性耕作模式，一边推进秸秆还田，
增加土壤有机质，一边发展燃料化、饲料化等秸
秆利用新业态，肥了黑土地，富了农户家。

“懒汉种地”，不收秸秆

种地不用收秸秆——放在几年前，在吉林
省许多农户的眼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随
着保护性耕作模式的推广，这一“天方夜谭”渐
渐变成了现实。

松原市宁江区伯都乡农民孙凯说：“按以前
的评价标准，春耕时候，看谁家能干又勤快，就
看看他家地里干不干净。但这几年，‘懒汉种地’
越来越流行。”

农民们所说的“懒汉种地”，指的就是保护性
耕作。秋天不收秸秆，春天不烧秸秆，种玉米时不
灭茬、不打垄，直接在铺满秸秆的地里播种。

切断秸秆、挖开土壤、放进种子、压实土
层……免耕播种机以 10 公里的时速驶过，复杂
的播种动作一气呵成。“黑土地上干‘绣花活’，
耕种效率大大提高。”吉林省双辽市宏野农机种
植合作联社理事长金铁英说。

通过财政补贴、试点推行等方式，吉林在全
省推广保护性耕作。从“推着走”到“自己走”，从
免费作业“没人理”到有偿服务“排长队”，越来
越多的农民开始青睐“懒汉种地”。2019 年，全
省保护性耕作面积突破 1000 万亩，今年预计达
到 1800 万亩。

黑土变厚，产量增长

保护性耕作能让秸秆腐烂在地里，增加土
壤有机质，既保护了黑土地，又能提高产量，增
加农民收入。“前几年土质发干，经过几年秸秆
还田，土壤湿润度增加了，肥力也变大了。”松原
市金秋园合作社社长李国臣说，“铁锹铲下去，
能看到的蚯蚓越来越多。”

李国臣和社员们从 2015 年开始实施保
护性耕作，他掐着指头算了一笔账：几年下
来，耕作层增厚了 5 厘米，每公顷化肥用量减
少了 200 公斤、增产玉米 2000 公斤。

位于吉林西部的双辽市气候干旱，沙性
土壤约占耕地面积 80% 。“春耕见苗三分
喜”——当地农民祖辈流传着这句话，意思是
只要种子能出苗，就已经开心得不得了。

“春雨贵如油，秸秆还田后提高了土壤保
墒能力，相当于一场 30毫米的降雨，提高了出
苗率。”双辽市秀水村农民刘国全说。经过几年
推广，当地 90%以上的玉米地实施了保护性耕
作，亩均增产粮食近 50公斤、增收 70元左右。

废物利用，秸秆卖钱

在吉林，有的秸秆还了田，有的秸秆卖了
钱。在秸秆能源化、肥料化利用方面，许多新
业态正在蓬勃发展。

在梨树县，种粮大户张帅依托 500公顷玉

米田，办起燃料颗粒厂，一吨秸秆颗粒能卖 500
元；在松原市宁江区，禾众科技公司用秸秆生产
发酵肥，远销山东等地；在扶余市，村民们把水稻
秸秆做成草帘、草绳卖给大棚种植户，从事编织
作业的农民每天能赚 100 多元；在双辽市，水稻
秸秆做成的稻草砖远销日本，成了和牛爱吃的饲
料，1公顷秸秆能卖 1000多元……

随着秸秆综合利用水平的提升，许多农民
还转行做起“秸秆经纪人”。“团队一年能经手 4
万多吨秸秆，收入 30 多万元。”扶余市秸秆经纪
人王国良说。他们一边沟通乡镇村屯，组织专业
人员收割收购秸秆，一边将其送往生物质电厂
和下游加工企业，畅通了秸秆利用的各个环节。

吉林省发改部门和农业部门测算，全省全
年秸秆可收集利用量约 4000 万吨。随着保护性
耕作技术和综合利用方式的推广，2019 年秸秆
综合利用量超过 2800 万吨。吉林省发改委副主
任田富英表示，预计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量将
超过 3300 万吨。

吉林秸秆综合利用：“懒汉”种地，“肥”土“富”农

新华社郑州 5 月 28 日电（记者韩朝阳、冯
碧箫）20 多年前，种了 10 多亩地的河南省邓州
市刘集镇石营村农民石占科麦收一个月瘦了
18 斤。如今，58 岁的石占科站在地头，望着麦
田里“铁牛”滚滚，他托管的 500 余亩麦田数天
内就收割、播种完毕。

“犁地、播种、施肥、收割等农活都要人干。”时
至今日，谈起年轻时干农活的辛苦，石占科仍有
倒不尽的苦水。1982年，石占科咬咬牙，借钱买了
全村第一台手扶拖拉机，迈出了农业机械化的一
小步。从此，拖拉机、脱粒机、收割机、播种机、无人
机……农业机械不断更新换代，“夏收麦田不见
人，机轮滚滚农事新”成为石营村的麦收新图景。

“人力收割小麦，一个壮劳力一天顶多收 1
亩小麦，现在普通收割机一天能收百亩小麦。”

从业 34 年的邓州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李符说，“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劳动强度大大
降低，生产效率、产量、效益却大大提升。”

如今，石占科已是村里农机服务合作社的
理事长，凭借 200 余位农事经验丰富的合作社
成员和 100 多台（套）农机，他正为十里八乡的
农户提供农田托管服务，还从事跨省区收割、播
种作业。

石占科的农机合作社还只是松散型的农业
服务组织，更多为散户服务。随着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硬件”加强，加上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
等制度变革，农村土地集中流转速度加快，为农
业龙头企业服务的专业化农业服务公司开始
涌现。

炎炎烈日下，邓州市小杨营镇安众村正上

演一场农机“会战”。金灿灿的麦田里，大型收割
机“一马当先”收割小麦，打捆机紧随其后回收
麦秸，撒肥、旋耕机械交替作业，最后，播种机适
时“登台亮相”，撒下秋季丰收的希望。

数百亩麦田里，除了驾驶农机的农机手，几
乎望不见人影。麦收现场提供农机服务的河南
首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兴新介绍，多
台机械配套作业，8 小时可完成约 400 亩麦地
的收割、播种作业。该公司 160 余台（套）农机每
年能为 20 万亩耕地提供整地、播种、施肥、打
药、收割、运输等一体化、精细化全程服务。

安众村麦收现场是邓州 220 万亩小麦基本
实现机收全覆盖的缩影。今年，河南累计组织投
入农机 410 万台（套）以上、联合收割机 18 万台
以上，为保障小麦高机收率打下坚实基础。中原

大地上，“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农忙景
象渐渐淡出视野。田间地头的农事正发生巨
变，其中，效率提升只是农业生产的变化之
一，更大的变化是农业生产模式的变革。

近年来，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盘活了
土地经营模式，农业种植合作社、农业服务组
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目前，仅邓
州已有超过 4000 个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200 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土地集中流
转面积达 110 万亩。

对于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新农人”而言，
“精耕细作”不再是掌握基本农事规律后苦卖
力气，而是将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
素合理配置赚取收益，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正
发生历史变革。

“夏收麦田不见人，机轮滚滚农事新”

河南麦收新观察：效率提高，模式变革

大图：王连杰在操
作收割机收获小麦（ 5 月
27 日摄，无人机照片）。

小图左：王连杰在观
察麦粒（5 月 27 日摄）。

小图右：王连杰（右）
在调试对讲机（5 月 27 日
摄）。

时下，河南省郸城县
东风乡前于洼村麦浪滚
滚，一片金黄。村民们对于
顺利收获胸有成竹，因为
村里来了位年轻的“麦
客”——王连杰。

今年 31 岁的王连杰
已经从事农机行业 5 年，
他的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第
一批农机手，从小王连杰
就跟着父亲走南闯北跨区
作业。2015 年，在父亲的
影响下，他决定回到家乡
建立自己的农机合作社。

“初入农机行业时，同
行都是我父辈年纪的人，
我去谈生意拉订单的时
候，人家都不信任我，觉得
我 还 是 个 娃 娃 。”王 连
杰说。

凭借着年轻人的一股
子闯劲，王连杰的合作社
现已初具规模，在省内省
外也打开了市场。他组建起的“麦客”团队平
均年龄只有 20 多岁，拥有二三十台农机。“我
现在就想吸引有知识懂机械而且愿意回乡扎
根的年轻人加入，只要肯干，不比打工赚得
少。”王连杰说。

“以前的农机比较落后，一天最多收割三
五十亩地，而且作业条件非常艰苦。”王连杰回
忆到。今年，王连杰的农机合作社引进了两台
先进的智能化收割机。“视频监控、GPS 、自动
空调什么都有，而且是集成化操作，就和咱们
开自动挡汽车一样方便。”

下一步，随着麦收结束，王连杰会带领团
队开始玉米播种作业，合作社新引进的无人
驾驶拖拉机也会投入使用。

机器轰鸣声中，新一代农机人正在见证
中原农田的悄然变化。

新华社记者李嘉南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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