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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麦收完成八成多，机收几乎把活“包圆”了

机损率再降0 . 1%，相当于增收6000万斤小麦
记者 丁安顺

麦收时节，风吹麦田千层浪。
伴着麦穗的阵阵清香，收割机穿
梭在田间地头，“吞”入沉甸甸的
麦穗，“吐”出金灿灿的麦粒。

截至6月14日下午5时，全省
应收小麦6012万亩，已收4982万
亩(日收获335万亩)，占82 . 9%，
其中机收4967 . 1万亩，当日上阵
联合收割机6 . 4万台。目前，枣
庄、济宁、泰安、日照、临沂、聊城、
菏泽等地夏收已基本结束，济南、
淄博等地夏收已过八成。

机收损失率再降0 . 1%
相当于增加6万亩耕地

为又好又快完成小麦机收任
务，全力保障夏粮丰收、颗粒归
仓，6月7日上午，山东省暨济宁市
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邹城赛
区比赛在郭里镇举行。

当日，在邹城市郭里镇高李
村比赛现场，来自各镇街的10名
机手参加大比武。“机损率的大
小，不仅靠驾驶技术，更多的是对
小麦成熟度的把控和联合收割机
的调试。”参赛选手郑庆先说，小

麦秸秆水分偏多，作业时就应让
拨禾轮转得快一些，驾驶速度慢
一些。

聊起如何降低机损率，郑庆先
打开了话匣子。“拨禾轮的转速、筛
片的角度、风箱吹风的大小，都是
影响机损率的因素。”郑庆先介绍，
比如在小麦成熟后期，麦粒比麦糠
要重，风箱速度就要调小一些。

在速度方面也有操作技巧。
“速度快，不代表机损率就高。通
过查看小麦的水分，调节拨禾轮

的转速，就能在合理速度下，把机
损率再降一降。”郑庆先说，“今年
新购置了一台联合收割机，最快
每小时能跑12公里，而普通联合
收割机每小时最快能跑七八公
里。在麦收晚期，收割时就可以马
力全开，加快抢收速度的同时，机
损率也能控制在2%以内。”

“举办机收减损比赛，就是通
过培训、竞赛交流，提高农机手的
机收操作水平。”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处长王乃生

表示，通过农机手的正确操作，损
失率大概能比国家现行标准减少
0 . 1%。按小麦平均亩产500公斤
来算，一亩地能减少损失1斤，
6000万亩小麦，相当于增收6000
万斤，也就相当于增加了6万亩耕
地。

截至6月13日，邹城市51 . 8
万亩应收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

发放作业证2 . 8万张
跨区作业一路畅通

截至6月14日下午5时，济宁
市小麦应收面积560 . 07万亩，已
收560 . 07万亩，麦收圆满结束，
总计投入收割机19131台，机收率
达到99 . 9%。

忙完麦收，郑庆先所在的邹
城市先胜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成员也没闲着。郑庆先驾驶玉米
播种机抢种承包的600亩土地，其
他社员兵分“两路”，前往德州齐
河、河北沧州两地，参与跨区抢收
作业。

王乃生介绍，今年“三夏”期
间，我省全力做好农机跨区作业
通行服务保障工作，发放跨区作
业证2 . 8万张，办理技术服务车

免费通行证231个，在跨区转移沿
线预设485个接机服务站，建立审
批服务“绿色通道”，确保农机跨
区转运通畅。

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开通
小麦机收保障热线电话174部，24
小时值守，确保第一时间为农机
手提供服务。同时，设立700座农
机用油保供加油站，开辟专享绿
色通道，确保农机用油供应充足，
省内省外机手同享用油优惠5%。

今年，我省持续打好机械化
促增产攻坚战，强化高端智慧农
机推广，推进“互联网+农机作
业”，发展智能监控系统，目前全
省深松作业智能监控设备总量超
过万台，对作业面积和质量全方
位监控。围绕提升机播作业技能，
培训农机手10万人次。

为防止阴雨天气对麦收造成
影响，省农业农村厅还制定了《山
东省三夏农机化生产工作应急预
案》《三夏小麦机收工作导则》，印
发《关于推进常态化农机应急作
业服务队建设的工作方案》和《全
省小麦抢收和烘干晾晒储存应急
处置预案》，成立应急工作专班，
组建了1331个农机应急作业服务
队，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记者 刘震

6月15日下午，上海合作组织产业链
供应链论坛暨2023上合国际投资贸易博
览会，在青岛上合之珠国际博览中心开
幕。论坛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青岛市人民政府和山东省商务厅共
同承办。

论坛以“协同共赢 链通区域经济合
作新未来”为主题，以落实《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维护供应链安全
稳定多元化的声明》为主线，立足上合、着
眼全球，深入研究保障上合组织国家间贸
易畅通、供应链安全、韧性与稳定的具体
举措，提升各国企业间产业链合作水平和
区域整体产业竞争力。

论坛以“I+N”形式举行，“1”即一个
主论坛，“N”即多个配套活动，包括2023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平行
论坛、专场推介洽谈会、产业对接会、项目
签约仪式、“上海合作组织日”庆祝活动
等。1000多家上合组织国家机构、企业在
这里凝聚共识、探讨合作，共谋发展。

论坛围绕当前我国与上合组织国家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最具互补优势和发展
潜力的产业链条，进行了充分和充实的交
流研讨，为上海合作组织相关国家地方和
企业搭建起了新的合作平台，将进一步推
动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

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升产业链
合作水平和区域产业竞争力。

开幕式发布“上海合作组织产业链供
应链论坛青岛倡议”，提出加强上合组织
及全球范围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主张
和具体建议，旗帜鲜明地发出“上合声
音”、提出“中国方案”。

开幕式上，上合示范区发起组建中
国—上合组织产业园区联盟，为上合组织
各国工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自由经济
区，中国在境外投资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
区，以及国内对上合组织国家经贸合作较
有特色的各类开发区，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和伙伴关系网络，相互赋能、整合资源，深
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同时，作为上合组织产业链供应链论
坛的一项重要成果，上合经贸综服平台
2 . 0版本正式上线，在中国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标准版的基础上，聚焦上合组织
国家普遍关注的促进出口、本币结算、易
货贸易、监管互认等实际需求，开发了上
合跨境支付结算、跨境新型易货贸易、航
空物流、二手车出口交易、纳税人供应链
信息查询等服务功能，延伸拓展了服务链
条、服务范围和应用场景。

未来，包括上合组织国家在内的54个国
家和地区，在上合经贸综服平台上，可实现
使用本地TT支付（电汇付款），其优点是速
度快，卖方能很快得到货款，安全性高。

本报青岛6月15日讯（记者 刘
震） 6月14日至18日，上合组织产业
链供应链论坛、上合组织友好城市论
坛、上合组织民间友好论坛、2023上

合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将在青岛联
袂举办。

这是青岛自2018年上合元首峰
会以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参与面

最广的国际交流活动，时隔五年，青
岛再次进入“上合时间”。

据介绍，6月15日是上合组织成
立22周年重大节点，“三会一展”的集

中举办，有助于统筹邀请嘉宾、扩大
务实成果、提升国际影响，在国内和
上合组织国家掀起新一波“上合热
潮”。

“三会一展”联袂举办

时隔五年，青岛再次进入“上合时间”

上合组织产业链供应链论坛：

协同共赢 链通区域经济合作新未来

上合组织友好城市论坛：

弘扬“上海精神”推动友好合作

记者 潘旭业

6月15日，以“弘扬‘上海精神’推动友
好合作”为主题的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
论坛暨友好城市论坛在青岛开幕。

本次论坛由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
合作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山
东省人民政府在青岛共同主办，包括开
幕式、主论坛、专题分论坛、签约仪式、成
果展示、参观考察等活动。

开幕式进行了一系列签约活动，并举
行了“中国(山东)—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友
好合作交流季”启动仪式、上合组织青少年
体育文化节启动仪式。

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分

别发布与上合组织国家和丝绸之路文化一体
化中心、欧亚民族大会、蒙古和平友好组织、尼
泊尔中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备忘录。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分别与乌兹别克
斯坦民族关系与对外友好委员会、塔吉克斯坦
上合组织友好合作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青岛市与亚美尼亚埃里温市签署建立友
好城市关系协议书，与阿塞拜疆甘贾市签署建
立友好合作城市关系协议书，与乌兹别克斯坦
撒马尔罕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

本次论坛还将举办上合组织国家科技
创新论坛、教育人文交流论坛、减贫和发展
论坛暨扶贫培训班开班仪式三场分论坛和
闭幕式，论坛主办方将发表《上海合作组织
民间友好论坛暨友好城市论坛青岛倡议》。

上合组织国家减贫和发展论坛：

全方位展示中国减贫和乡村振兴成果
记者 杨璐

6月15日下午，2023年上合组织国家减
贫和发展论坛暨扶贫培训班开班仪式在青
岛举行。本次培训班和论坛，旨在落实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上关于“未来3年，中方将向上海合作组织国
家提供1000名扶贫培训名额”的承诺。

会后，将进行为期7天的上合组织国家扶
贫培训。根据总体安排，青岛市承担200名上合
组织国家扶贫干部培训任务，今年计划培训70
人，涉及四个上合组织国家。培训班将以减贫
与发展为主题，聚焦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业
产业发展、农业机械化、农旅融合等方面，向上
合组织国家学员分享中国减贫与发展案例，全
方位展示中国减贫和乡村振兴成果。

邹城一收割机在田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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