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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收购：购销活跃 市场平稳
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首战，

做好夏粮收购事关种粮农民利益和粮

食市场平稳运行。初步预计，我国今

年新季夏粮收购量将达到 2000 亿斤

左右，其中小麦 1700亿斤。

随着新麦上市，多元主体入市积

极，小麦收购价格平稳运行。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副司长向

玉旭介绍：“近期对部分产区新季小

麦开展的质量监测结果显示，今年小

麦质量整体好于常年，目前购销比较

活跃，小麦收购进度快于上年同期，

市场运行比较平稳。”

国家有关部门日前在河南省、安

徽省启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

案，小麦价格的政策底部已经明朗，

进一步稳定了市场预期，政策性和市

场性因素均将支撑后期麦价走势。

认真抓好市场化收购，不断增强

粮食购销活力；精心组织政策性收

购，有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在今

年一系列收储调控措施共同作用下，

国内粮食市场价格整体稳中有升，将

有效呵护种粮农民积极性，助力兜住

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

看储存：科技助力 粮安粮鲜
新鲜、健康、优质是消费者对粮

食品质的期待，这对粮食储存环节提

出更高要求。

粮食怕热，粮温过高可能造成粮

食发热、变质；粮食收获和运输中，害

虫和虫卵会不可避免地混入粮堆，蛀

蚀粮食，造成粮食数量上的损失，影

响粮食质量……

记者调研发现，做好粮食储存管

理仍面临不少挑战，各地通过科技赋

能，助力破解难题。

走进位于河南省周口市的中央

储备粮沈丘直属库，一种名为“内环

流控温”的新技术引起记者关注。与

传统储粮方式相比，这一新技术能实

现“冬季通风蓄冷，夏季循环利用”，

不仅能耗少、无污染，还能更好为粮

食“锁鲜”。

在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

这一技术的工作原理：冬季，利用北

方寒冷空气，通过机械通风平衡粮堆

内部温度，同时将冷源蓄积在粮堆内

部；夏季，将冷源循环到仓内空间，使

粮堆保持在准低温状态，抑制虫霉活

动，延缓粮食品质劣变，保证粮食质

量安全。

无独有偶，在位于安徽省的中央

储备粮阜阳直属库，记者见到技术人

员采用二氧化碳气调储粮技术，通过

向粮仓注入二氧化碳，在粮食周围形

成二氧化碳“泡泡屋”，在粮堆内部创

造低氧环境，从而抑制微生物繁殖，

防治害虫，减缓粮食呼吸代谢作用，

促进粮食绿色保鲜。

“为更好守护大国粮仓，近年来中

储粮集团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不断推

出绿色储粮新技术，已基本形成北方

以低温准低温储粮为主、南方以控温

和气调储粮为主的储粮技术体系。”中

储粮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央

储备粮科技储粮覆盖率超过 98％，粮

食综合损耗率控制在 1％以内。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在绿色

储粮技术研发应用方面取得明显成

效。目前全国实现低温准低温储粮仓

容超 2 亿吨，应用气调储粮技术仓容

超 5500 万吨。在确保粮食数量安全

的同时，保质保鲜水平进一步提升。

看加工：“吃干榨净”节粮减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加

工环节减少浪费，最大程度开发每一

粒粮食的价值，既是对农民辛勤劳动

的有效回报，也是耕好“无形良田”的

必要举措。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去年印发的《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

行动方案》提出，减少粮食加工损失。

行动方案引领下，各类粮食加工企业

正不断优化工艺，做好节粮减损文章。

在中粮集团，记者看到，曾被视为

副产品的小麦麸皮等，正在“变废为宝”。

“过去像麦麸这些东西，在制粉

环节大部分就直接筛出，没有发挥其

最大价值。现在，通过积极开展全谷

物原配料生产、全谷物加工技术创新

转化，麸皮等‘边角料’正转化为全麦

面粉原料。”中粮粮谷面粉管理部总

工程师李强告诉记者。

以国家全谷物战略为指引，中粮

集团不断优化改造全麦面粉生产线，通

过强化小麦表皮清洁、膨化粉碎等措

施，有效提高全麦面粉口感和保质期，

全麦粉加工的得粉率达到 97％以上。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各地积极

应用先进智能化、绿色化技术和设施

装备，推进小麦、稻谷、食用植物油等

适度加工并取得良好成效。

《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

案》在总体目标中提出，到 2027 年年

底，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损失

率控制在国际平均水平以下。

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居民，

做好粮食加工节粮减损需要全社会上

下齐心协力，持续深挖粮食精深加工

潜力，促进粮食“吃干榨净”，减少家

庭和个人食品浪费，在有效整治粮食

“跑冒滴漏”中更好守护粮食安全。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从田间到餐桌，夏粮收储加工一线追踪
新华社记者 古一平

随着今年全国“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目前夏粮收购正在抓紧推
进，粮食市场也迎来新季夏粮。

记者近日追踪夏粮收储加工等粮食流通环节发现，各地夏粮收购平稳有
序，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同时，科技赋能助力粮食储存更加绿色新鲜，粮
食加工行业深挖潜力。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粮食生产流通各环节环环相扣，不断提质增效，共同
筑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呵护种粮农民利益、让消费者吃上安全放心粮的坚实屏障。

这是 5 月 6 日在中储粮长沙直属

库拍摄的气膜粮仓建设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 6 月 14 日，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一粮食收储企业，传输线向仓库运送

夏粮。 新华社发（武纪全 摄）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 阳

娜）23 日，记者在北京举行的 2025 全

球数字经济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5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 7 月 2 日

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建设数字友

好城市”为主题，构建“1＋6＋N”活动

框架，以开幕式、主论坛、专题论坛、特

色活动等为构建技术与人、城市与生

态和谐共进的全球数字经济新生态提

供交流合作平台，呈现开放共享、聚焦

前沿、产业融合、增强体验四大亮点。

图为 6 月 23 日 2025 全球数字经

济大会新闻发布会现场。新华社发

——构建国际合作新平台、打造

全球协作发展新范式。据介绍，本届

大会推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成为

联合主办方，达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数字友好和数字经济可持续创新实验

室”合作项目。大会海外分会场首次

赴欧洲，与西班牙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德国“未来世界”科技文化节深度联

动，推广全球数字化转型“中国方案”。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

维亮表示，大会将吸引来自 50多个国

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金砖国家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的 300
多名国际嘉宾参与，促进技术、经济、文

化等多层面的国际城市间互信合作。

——聚焦前沿技术创新。大会

将举办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首发首

秀”特色活动，聚焦新技术研发成果，

展示国内顶级数字化应用项目，还将

发布“北京数字经济十大标杆应用”，

展现数字科技应用如何赋能城市发展

和美好生活。

“多项新技术新产品将在大会中

率先应用推广。”刘维亮介绍，比如本

届大会开幕式MV采取歌词、谱曲、演

唱、视频制作全流程 AI 生成，并向全

球征集以 AIGC 模式创作大会主题

MV；大会全程探索应用演讲嘉宾声

纹复刻的“AI真人”同传应用；全面实

施现场无感通行，推行开幕式会场智

能寻座，可交互空中成像提词器讲台

等系列新技术、新产品。

—— 激 发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新 动

能。大会将围绕人工智能融合应用、

数字安全、数据要素以及数字医疗等

新兴赛道，举办 46 场专题论坛；观潮

论坛、全球开源创新发展论坛等以前

沿科技应用带动产业新突破，以高规

格对话促进深层次合作。大会还同时

设立了数字经济创新大赛，以国际

化、专业化、产业化为主线，汇聚具有

引领性和发展性的国际国内创新项

目，重点推出“AIGC 创作者”赛道，推

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艺术场景中的

应用与落地。

“本届大会新设置的‘数字经济

产业体验区’将邀请多方参与专业活

动，促进国际合作项目对接落地。”中

国通信企业协会副秘书长赵俊湦说。

——升级数字交互体验。大会

的活动之一“数字经济体验周”将首

次推出 6000 平米的数字经济体验中

心，运用 AIGC、元宇宙等技术，打造

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为公众带来可

触、可感、可参与的交互式数字娱乐

体验；联合智能穿戴、智能家居、数字

文创等科技消费企业打造数字“潮”

市，让公众一站式了解数字经济赋能

生活的无限可能。

2025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四大亮点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