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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稳“ 粮 安 碗 ”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丽丽  王
蕊  陶 燕  文/图）  盛夏时节，稻
谷飘香。连日来的高温天气，为
水稻成熟创造了有利条件，景谷
傣族彝族自治县 6 万余亩水稻长
势良好。放眼望去，碧绿的稻田
如棋盘一般整齐排列，稻穗挂满
了稻秆，一幅丰收在望的美丽乡
村画卷徐徐展开。

走进正兴镇景南村水稻种
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摆
动，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稻香。

“夏季多雷雨天气，病虫害

高发。目前主要通过扦插粘虫
蓝板、螟虫诱捕器，人工除草等
手段进行田间管理。”景南村监
委会主任谢强说。

近年来，景谷县高度重视粮
食生产，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
线，完善激励措施，提高种植户
的种粮积极性，强化技术指导服
务，全力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

景谷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新农村 新农业 新农人

本报讯（通讯员  吴江梅  王
煜磊  何海涛  文/图）  “三分种，
七分管”。近期以来，墨江哈尼族
自治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不
断强化指导服务，有序推进夏季
田间管理，提升粮食生产管理水

平，夯实粮食稳产基础。
走进联珠镇克曼村田房村民

小组，梯田层层叠叠、郁郁葱葱，
一排排水稻随风摇曳，长势喜人。
时下，水稻进入拔节孕穗期，在绿
油油的稻田间，村民李德林正在
技术员的指导下进行田间管理。

“我家种了 10亩水稻，今年雨
水比较充足，再加上技术人员的
指导，相信会有好收成。”李德林
说。

当前正是水稻强根、壮秆、攻
大穗的关键时期，也是做好夏季
田间管理、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
关键阶段。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详细了解水稻长势情况，现场
为村民讲解病虫害防治技术，确
保水稻长势良好。

“根据水稻不同生长期的生
长特点，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田间
技术管理指导，确保水稻生长良
好，实现稳产增收。”墨江县农科

局农技推广中心工作人员万海燕
说。

当前，墨江县 6.9万亩水稻进
入拔节孕穗期。墨江县农业农村
和科学技术局将切实加大水稻田
间管理技术指导工作，通过合理
的水浆管理、施肥管理、病虫害防
治和杂草防治等措施，为水稻生
长发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实现水
稻稳产丰收。

本报讯（通讯员  张娜配  文/
图）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
县娜允镇万亩早稻陆续成熟，进
入收割季。近日，走进娜允镇芒
弄村的田间地头，就看到一片片
金灿灿的稻谷，层层叠叠的稻穗
颗粒饱满，迎风摇曳，阵阵稻香
扑鼻而来。

在芒弄村帕当一组，一望无
际的稻谷在微风中翻起一层层
金黄的稻浪。收割机开足马力
在稻田里来回穿梭，田野上机械
的轰鸣声奏响了丰收曲，切割、
脱粒、粉碎秸秆等一气呵成，机
械化作业为早稻收割按下了“快
进键”。

“今年早稻丰收啦，我家一
共种了 3 亩田，亩产有 500 公斤

左右。我家的水田土层深厚、土
质肥沃，非常适合水稻种植，这
一茬收割完就可以准备种下一
季水稻了。”谈及今年的早稻收
成，芒弄村村民波叶嫩喜笑颜
开，看着丰收的稻谷，让他对下
一季的水稻种植充满了信心。

今年夏天，孟连县气温相对
偏高、降水偏少，为确保粮食丰
产，娜允镇加强对水库进行检
查、管理和维修维护，解决农业
用水需求，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
活正常有序开展。同时，积极组
织工作人员到各村开展技术指
导，深入田间地头推广种粮技术
和防范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和病
虫害的知识，为粮食增产、农民
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芒掌村稻米加工户玉嫩说：
“早稻一上市，我们就接到了很
多订单，有的农户谷子还在田
里，就被我预订了。价格比去年
有所上涨，农户收入也在增加。”

据了解，娜允镇今年种植早
稻 9000 余亩，主要种植滇屯 502
（德宏软米）、宜香 3003 号等优质

水稻品种，预计将于 7 月上旬全
部收割完毕。

本报讯（通讯员  彭丽）  时
下，正值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水稻秧苗分蘖之际，也正
是稻田投放鱼苗的最佳时节。
近日，和平镇光山村、那壮村热
闹非凡，村民们纷纷手提水桶领
取鱼苗。

“我家有 4.5亩水田，分到了
90 公斤的鱼苗，这鱼苗又大又
肥，肯定会有好收成。”领到鱼苗
的那壮村村民曾洪祥看着桶里
的鱼苗笑嘻嘻地说。

近年来，为提高稻田生产的
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改善农
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和平
镇利用现有资源，探索发展稻鱼

兼作，鱼以稻田中的害虫为食、
稻以鱼粪为肥的生态循环农业，
可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目
的，具有投资少、收益大、见效
快、增粮、节地、节水等优点。

2024年，和平镇把稻田养鱼
作为农民持续增收的民生工程，
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技术、统一
苗种、统一病虫害防治，发放鱼
苗 1585公斤，受益农户 32户，预
计每亩可增收 600元左右。

和平镇还将充分利用自然
资源，积极推进稻渔综合种养项
目规范化，以“稻+鱼”“双水双
绿”的发展思路，有效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通过示范点的
辐射带动作用，让老百姓实现稻
鱼双丰收，最终实现“一田多用、
一水两用、一季多收、粮渔共赢”
的产业目标。

镇沅和平镇

本报讯（通讯员  孙雷稳）  夏
雨落下，水量充足，稻田里一片繁
忙，农民们正挥汗如雨，不留余力
抓耕种。近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渔业补助稻渔综合种养项目在谦
六乡田坝村发放鱼苗，村民们一早
就聚集到现场等待领取。

“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其
他地方稻田养鱼，我有 5 亩水源
充足的稻田，就想用来养鱼。现
在国家政策好，不仅送来了鱼苗，
还给我们培训养殖技术，今年秋
天肯定能实现稻鱼两丰收。”农户
李海云脸上洋溢着笑容。

谦六乡田坝村有 3500 余亩

水田，气候适宜、水利条件优越，
但因梯田依山而建，机械化条件
受限，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就
认真研究政策，分析地理条件，组
织群众向乡政府申报稻田养鱼项
目，带领群众开展稻田养鱼，进行
生态农业实践。

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澜沧县
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及谦六乡农
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把稻田养殖技
术和鱼苗送到了农户手中，再协助
群众把鱼苗放入稻田，让群众对种
田有了新盼头。

今年田坝村首次推广稻田养
鱼 180亩，共发放鱼苗 2.2吨。稻
田养鱼的引入不仅增加了农户种
田的积极性，有效地保护了基本
农田，同时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
使用量，田坝村鱼肥稻更香的愿
景将得以实现。

澜沧谦六乡

本报讯（记者  易云香  通讯员  
陈杉杉）  近日，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顺利完成首单取水权交易。这是中
国水权交易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普洱
市第一张水权交易鉴证书，标志着普
洱市在水资源优化配置管理和水利
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本次取水权交易的受让方为江
城锣锅山泉水业水厂，转让方为江
城滇府源纯净水厂，转让方以每立
方米 0.3元的价格有偿转让 0.2万立
方米取水权。

为加强水资源管理改革与能力
建设，有效盘活存量水资源，优化资
源配置，破解经营主体指标性缺水
问题，江城县水务局通过认真学习

研判相关文件精神，深入研究相关
政策、技术标准和成功案例，分析全
县取用水户用水情况及趋势，筛选出
具备开展水权交易的目标对象后主
动上门服务，搭建双方交易平台，最
终顺利完成首次交易。

一直以来，水资源的分配依赖于
行政手段，缺乏灵活性。水权交易可
以最大限度地盘活用水存量，通过出
让富余取水权，转让方可以获得相应
的经济补偿，而受让方则通过购买缺
口取水指标，满足自身生产发展的用
水需求，实现买卖双方互利共赢。此
举也是通过市场机制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尝试。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日
前宣布，创新推出民营企业资产担
保债务融资工具。2 日，科伦药业、
九州通、豫园股份、齐碳科技首批 4
单试点项目已正式注册发行。

“该工具覆盖多层次发行主体，
发行人行业包括科技创新、医药流
通、医药制造、信息软件等国民经济
发展的重点领域。”交易商协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工具的优势在于，将
主体信用与资产担保有机结合，发
挥“双重增信”机制优势，提升民企
资产信用融资能力，有效降低民企
融资门槛与成本，加大民企融资支
持力度。

中信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匡
彦华认为，新工具既能促进民企盘
活存量资产，有效提升融资可得性，
降低融资成本，也能为投资机构提
供更多优质资产。

据了解，民营企业资产担保债
务融资工具结合民企生产经营特
点，在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等“硬资
产”基础上，拓展至股权、应收账款、
知识产权等“软资产”。同时，支持
根据民企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多种
抵押率安排。

“此次知识产权资产担保债券

发行创新试点，是对企业知识产权
含金量的肯定，同时也拓宽了科技
创新型非上市企业的融资渠道。”成
都齐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庚
说，这有利于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
公司在基因测序行业的持续发展。

为更好保护投资人，民营企业资
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加强偿债保障
措施。“首批试点项目均设置了资产
池动态调整机制等多项安排，确保资
产担保和处置效果落到实处。”交易
商协会相关负责人说，鼓励在产品结
构中引入信托计划等破产隔离载体，
切实保障投资人优先受偿权。

上海农商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
理梁青认为，对于投资人来说，投资
品种的增加能够更好匹配多元化风
险配置需求，更灵活的交易结构及
更多元的产品设计能够降低投资风
险，使投资人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来自交易商协会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6月末，银行间债市累计服
务民营企业发行 5.02万亿元债务融
资工具；今年 1 至 6 月发行 2288 亿
元，同比增长 16%。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刘开雄
新华社北京 7 月 3 日电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3 日 电（记 者  
周圆）  记者 3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多部门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我国将
全面进入主汛期，全国自然灾害风
险形势更为复杂严峻。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
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自然资源
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
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
对 7 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
行会商研判。

洪涝灾害风险方面，综合分析
认为，预计 7 月份内蒙古中东部大
部、东北大部、新疆北部、华北、华
中、江南、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
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
期偏多，部分地区洪涝灾害风险高。
长江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淮
河上中游及沂沭河，海河流域漳卫
河，松辽流域松花江，太湖及钱塘江
等部分江河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
水，暴雨区内部分河流可能超警。
华北南部、黄淮、江淮北部、江汉等

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旱涝急转。
此外，东北、华东、华中等地风

雹灾害风险较高，特别是 7月为龙卷
风高发月份，农村地区雷击致人伤
亡情况突出。可能有 1 至 2 个台风
登陆或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水
平。华东、华中、西南、西北等局地
地质灾害风险高。内蒙古东北部、
黑龙江西北部局地森林火险等级
高。北方地区需防范阶段性强降水
和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
利影响，南方需防范高温热害对农
业的影响。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7
月份是暑期旅游出行高峰，月底巴
黎奥运会也将开幕，各地举办户外
消夏、体育赛事等大型群众性活动
增多，易造成人员聚集，需加强灾害
性天气过程的滚动会商研判，确保
活动安全。加强民航和铁路公路运
输、山区景区和涉水旅游等行业领
域灾害风险研判提醒，提前落实好
相关防范应对措施。

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更为复杂严峻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  日前，
省统计局发布 5 月云南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数据显示，全省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 893.80 亿元，同比增长
2.7%，消费市场平稳恢复，积极因素
不断呈现。

从城乡市场看，我省城乡市场同
步恢复，农村快于城镇。按经营单位
所在地分，城镇市场实现消费品零售
额 777.97亿元，增长 2.9%；乡村市场
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115.83亿元，增长
3.4%。

5月以来，在“五一”小长假带动
下，居民外出需求持续释放，餐饮等
接触类消费快速回升。5 月份全省
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9.7%，限额以上
单位粮油食品类和饮料类商品分别
增长 3.6%、6.3%，合计拉动当月限上
商品零售额增长 0.5 个百分点。出
行类商品消费快速增长，5月限额以
上单位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额增
长 8.5%，增速较 4 月提高 2.7 个百分
点，拉动当月限上商品零售额增长
2.8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我省升级类消费需
求不断释放。5 月份，通信器材类、
体育娱乐用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

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47.8%、27.0%、
7.5%，增速分别比限上单位商品零
售额高 48.7、27.9 和 8.4 个百分点。
电子数码产品消费快速增长，5 月
份，照相器材类、智能手机类和可穿
戴智能设备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79.5%、49.5%、15.9%。

从传统零售业情况看，我省实
体店铺经营平稳，传统零售业态持
续恢复。1 至 5 月，限额以上零售业
实体店商品零售额增长 2.7％，其中
仓储会员店、便利店、专业店零售额
分别增长 15.6%、11.1%、4.7%，恢复
势头明显。

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
为，总体来看，5 月份我省消费市场
平稳恢复。同时也要看到，汽车消
费疲软，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消费场
景还需提升改善，消费市场全面恢
复的基础仍不牢固。下一阶段，随
着居民消费信心逐步恢复，以旧换
新等相关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
费场景提升改善，我省消费市场有
望延续恢复态势。

（来源：《云南日报》，原文链接：
https：//yndaily.yunnan.cn/content/
202407/03/content＿211426.html）

普洱市完成首单取水权交易
优化配置水资源  水利改革新突破

交易商协会创新融资工具
缓解民企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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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消费市场平稳恢复

5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数据发布

墨江

孟连娜允镇

田间夏管正当时

早稻开镰喜丰收

稻鱼共生  稻香鱼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