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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粮收购好“丰景”，“智慧大脑”保归仓

　　陈志亭展示今年的好收成。

　　□文/图 本报记者 陈蔚

　　进入6月中旬，西海岸新区的夏
粮收获基本结束，农户们正抢抓晴
好天气积极卖粮。记者从区粮食和
物资储备中心获悉，今年新区计划
收粮48000吨，截至6月15日已入库
夏粮25404吨，收购进度达到53%。
6月16日，记者走进新区大场粮食管
理所（以下简称“大场粮所”），探访
夏粮收购现场，了解今年夏粮收购
的新特点和市场行情。

　　当天下午3时，在大场粮所内，一
辆辆满载小麦的三轮车排起了长龙。
　　“我们家里有5亩地，今年麦子
长势好，收成也好。天气预报说过
几天有小雨，我们两口子就趁着天
气好，抓紧时间来卖粮。”来自大场
镇陈家小庄的售粮户陈志亭正在排
队等待，他捧起车斗内的小麦笑着
向记者展示道，“按照今年的收成，
我们得来五六趟呢！”
　　说着，陈志亭将三轮车在化验室
前停稳，随后进入屋内进行登记。同
时，大场粮所检验员吴忠仕来到陈志
亭的三轮车前进行扦样。只见吴忠仕
手持长约30厘米的扦样器，在车斗前、
中、后三个部位分别进行扦样。“我们
对每一车小麦都会进行扦样。对于散
装小麦，要在车斗的前、中、后三个部
位进行上、中、下三个方位的九点取
样；对于袋装小麦，每一袋都要扦取，
确保样品的全面性。”吴忠仕说。
　　记者看到，吴忠仕将取出的小
麦样品放入状似圆盘的谷物筛中，

随后手持谷物筛划圈晃动，使筛内
样品充分混合并且杂质沉底后，再
将筛网和底盖分离。“通过谷物筛中
样品和杂质的重量比，可以检测出
该车小麦的杂质比。”吴忠仕说道。
　　登记结束后，陈志亭将三轮车开
至地磅处进行称重，随后又将三轮车
开至粮仓前，两名工作人员立即上
前 ，调 整 输 送 机 、打 开 车 斗 后 挡
板……伴随着阵阵声响，大量麦粒从
车斗后挡板开口处倾泻而出，金黄色
的麦粒通过输送机输送进入粮仓内。
不到20分钟，车上的小麦全部入库。

　　“净重1260公斤。”陈志亭将粮
食入库后回到登记处，拿到了他的
结算单。随后，陈志亭拿着结算单
去财务领取了3339元的售粮款。
　　“今年我们收购的小麦价格为
一等1.345元/斤、二等1.335元/斤、三

等1.325元/斤，平均收购价稳定在
1.325元/斤，远高于1.17元/斤的国家
最低收购保护价。”大场粮所副所长
周玉华介绍说。
　　“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大场镇的
夏粮收获期较晚，我们在6月中旬才
进入收购高峰期，但我们在今年5月
份就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周玉华说，“我们一是结合市场行情
和储备粮管理要求，先后腾并仓容近
2000吨，确保夏粮收购做到‘仓等
粮’。二是围绕安全生产、粮食政策
等业务知识，组织开展夏粮收购业务
培训会，规范粮食收购各环节管理工
作，确保夏粮收购做到‘人等粮’。三
是与农发行黄岛区支行对接，备足夏
粮收购资金，坚决杜绝‘打白条’、拖
欠农民售粮款等问题发生，确保夏粮
收购做到‘钱等粮’。”
　　此外，大场粮所还提前做好夏
粮收购宣传工作，深入周边村庄宣
传售粮政策。同时，优化收购现场
服务，在收粮高峰期延长每日收购

时间，早开门、晚收秤，切实做好接
卸引导、账款清算等工作。
　　“今天收粮共105.37吨。”晚上10
时30分，在盘点完当天的收粮记录后
周玉华说，“目前正值夏粮收购高峰
期，我们早晨7点开始上班，忙到半夜
是常有的事。自6月7日夏粮收购工
作开展以来，大场粮所已累计入库小
麦357吨。”

  记者从大场粮所获悉，该粮所今
年在收粮过程中首次运用新区“智慧
粮库系统”。据悉，该系统于2022年
12月上线运行，能够根据地磅两次的
称重自动换算出入库粮食净重，并根
据输入的容重、杂质、水分等各类数
据指标自动判别小麦等级，根据小麦
等级、净重算出最终结算价格。
　　周玉华介绍：“以前在计算小麦
净重时需要人工进行统计，虽然看上
去计算量不大，但是统计人员每天都
要面对数以百计的售粮户，工作任务
还是很艰巨的。但今年我们有了‘智
慧粮库系统’的助力，帮助我们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智慧粮库系统’不仅能够帮助
各站所节省人力，还有助于新区储备
粮的科学化管理。”区粮食和物资储
备中心粮食储备服务科负责人李海
俊说道。
　　“截至6月15日，新区已入库夏粮
25404吨。”李海俊说。“智慧粮库系统”
覆盖了新区12个粮食系统站所、应急
成品粮和应急物资代储企业。同时，
该系统实现了数据高效共享同步，强
化了粮食市场预警和监测能力，实现
了全区粮仓“一张网”管理、地方储备
粮动态监管，大幅提升了管理效能及
监管服务能力，助力新区夯实粮食安
全基础。

抢抓晴好天气
农户积极卖粮

智慧粮库系统
守护粮食安全

做实收购准备
确保颗粒归仓

 西海岸新区夏粮收购进度已过半，截至6月15日已入库25404吨 

（上接第一版）坚持陆海统筹，创新陆
海一体治理体制机制。
　　过去，新区涉海机构多、分而不
统，缺乏协调机制，存在“九龙治海”
的“顽疾”。为此，新区先行先试，以改
革思路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组建新区
工委（区委）海洋发展委员会，建立起

“海洋委主导、海洋办统筹、部门抓落
实、专班抓攻坚”的工作机制。同时，
健全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差异化
绩效考核构成的空间协同体系，探索
构建良性互动的陆海统筹开发格局；
坚持以海定陆顶层设计，将陆域空间
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区域用海规划
等“多规合一”，陆海空间实现“一张
图”管理。
　　自此，陆海一体、系统高效，新区
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海洋经济
管理工作体系，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夯实根基，在引领海洋治理体
系现代化上发挥支撑作用。
　　于外，新区实施海洋领域更大范
围 、更 宽 领 域 、更 深 层 次 的 对 外 开
放，高标准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开拓“蓝色朋友圈”，打造海上合作
高地。
　　携手联合国“海洋十年”，是新区
做好经略海洋文章的动人笔触。
　　6月27日，2023东亚海洋合作平台
青岛论坛将在青岛世博城盛装启幕。

　　本届论坛主题设定为“‘海洋十
年’，和合共生”，将深度联结联合国

“海洋十年”这一全球顶层涉海倡议，
聚焦七大愿景之一“健康且有复原力
的海洋”，精心策划论坛、展会、经贸对
接等主题活动。主题更加聚焦、议题设
计更加广泛、嘉宾层次更加高端、预期
成果更加丰硕，这个起于西海岸的“蓝
色故事”将更加丰盈、令人期待。
　　发展海洋经济必须走开放合作之
路。新区将继续深耕向海开放，加快建
设“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实体化、
专业化、特色化和国际化运作东亚海
洋合作平台，推动建设跨国蓝色产业
园、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先导区，打造海
洋国际合作的青岛样板、山东实践，为
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输出中国方案
和中国智慧。
　　坚持陆海统筹与深耕向海开放内
外兼修，联合国“海洋十年”与经略海
洋国家战略交汇叠加，一个更加开放、
更加自信的西海岸，正向世界张开怀
抱，展现风采。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今年是新区的“创新突破年”。将
实施“十三大创新突破行动”，推动新

区全面提质、向更高水平迈进。
　　“创新”就要打破常规、优化重组，
敢于闯新路；“突破”就要打开缺口、超
过自我，开创新局面。
　　突出科技兴海，西海岸新区组建
科技创新委员会，放大海洋资源集聚
优势，统筹全区涉海科技资源，加快构
建海洋科技创新体系，积极打造面向
世界前沿的海洋科学城。
　　目前，新区集聚海洋物探及勘探、
海藻活性物质等涉海国家重点实验
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个，中国海洋
工程研究院、中船海洋装备研究院等
国字号涉海科研院所10多家，建成涉
海高校11所，海洋人才达到7.1万人、涉
海合作院士25名。
　　新区还积极探索“企业出题、校所
答题、联合攻关、政府服务”模式，实施

“揭榜挂帅+科技专员”激发创新活力，
设立1亿元高校校长基金，每年安排专
项资金支持大院大所向区向海发展，
保障山东省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
心核心运营机构落地。
　　科技创新形成强力支撑，新区现
代海洋产业集聚成势。
　　世界最大吨位级“海上石油工厂”
P70、全球首艘10万吨级大型养殖工船

“国信1号”、世界最大的圆筒形“企鹅”
FPSO……一个个“大国重器”纷纷从海
西湾驶出。依托海西湾国家级船舶海

工产业基地，新区正加快建设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高技术船舶和高端海工装
备制造基地。2022年，新区的船舶海工
重点规上企业营收同比增长7%，这样
的表现殊为不易。
　　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新区正加
速实现规模化。过去一年，BG136成
为国内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抗肿瘤
海洋药物，明月海洋中药制剂等项目
竣工，得益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破题与
规模化生产力的释放，带动新区海洋
生物医药重点规上企业营收同比增
长16%。
　　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主体，构
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是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鲜明标志。突出
产业强海，新区大力实施海洋产业突
破行动，以发展海洋优势产业为重点，
积极培育海洋新兴产业，突出“强链延
链补链”，推进海洋产业提质增效。
　　数据最有说服力。2022年，西海岸
新区六大海洋主导产业完成增加值占
全区海洋经济总量的72.8％、同比增长
1 2 . 4％，对 海 洋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达
89.9％，已然成为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
　　发展永无止境，奋斗未有穷期。站
在时代潮头，让我们带着光荣与梦想，
去追求新区海洋事业更加绚丽的蜕
变、更有分量的飞跃。

创新突破促全面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