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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夺丰收
今年夏季，黑龙江五常、尚志等地

出现连续强降雨。“洪水刚退那段时间
大家抓紧排水，抽水机日夜不停。”农民
李殿友说，今年他种了200多亩水稻，
被淹的少、没被淹的多，整体是增产
的。没受灾的地块产量提升、米质明显
比去年好，加上粮价不错，收益有保障。

一手抓减损，一手促增产。农
业农村部今年启动粮油等主要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在 100个大
豆、200个玉米主产县主推玉米大豆
密植技术，重点县示范区玉米平均
密度每亩增加了 500至 800株。专
家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
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73％以上。

在山东省莱州市，今年玉米密
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模式推广面积
超过 6万亩。“亩株数比常规种植方
式多 1300多株，达到了 5500多株，
地里铺设滴灌带精准调节水肥。”莱
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农技站站长张鑫
说，当地集成推广保墒保苗、种子包
衣、绿色防控等技术模式，全市大多
数地块亩产在700至750公斤。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今年春季有些旱，后期又遇上

连阴雨，但最终产量没怎么受影响，
主要是格田改造提高了抗风险能
力。”北大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公司
种植户李宏伟说。

今年我国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严格耕地用途管控，
坚决守住 18亿亩耕地红线，加快建
设高标准农田。

在良种方面，科研人员育成了短
生育期的油菜“中油早1号”，在解决
南方冬闲田种油菜、不耽误来年种早
稻的问题上迈出重要一步；在农机装
备领域，再生稻收获机等产品基本成
熟，电驱式精量播种机成功量产应用。

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不断加
力完善，设施装备条件持续改善，为
“虫口夺粮”“龙口夺粮”增添了底
气，为稳产增产筑牢了根基。

多措并举提升农民积极性
新米上市后，特色稻米杂粮迎

来消费旺季。美团优选数据显示，
11月上旬，东北稻花香大米月销量

环比上涨近三成，陕西米脂小米月
销量增长近25％。

“米袋子”产品关系千家万户。
科学种植、优质优价、产销衔接，是调
动农民积极性和稳产保供的关键。

在云南省宜良县，首届中国·昆
明国际鲜食玉米品种展示会展出了
各地特色玉米品种，当地还在微信
公众号、视频号等发布了甜玉米、饲
用玉米、红薯、鲜食大豆等栽培技术
指导，通过推广特色粮食作物种植，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在江西省金溪县，优质高产水稻
新品种、工厂化集中育秧等技术正加
快推广。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继续提高
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完善玉米大
豆生产者补贴，增加产粮大县奖励
资金规模，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
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
围，多措并举提高农民种粮积极
性。各地贯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不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挖掘面
积潜力。据新华社

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9年超1.3万亿斤
比上年增加177.6亿斤，增长1.3％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1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粮食生
产再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
新高。全国粮食总产量 13908.2亿
斤，比上年增加 177.6 亿斤，增长
1.3％，连续 9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
上。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粮
食播种面积 17.85亿亩，比上年增加
954.6万亩，增长 0.5％。其中，全国
谷物播种面积 14.99亿亩，比上年增
加 986.3万亩，增长 0.7％；全国豆类

播种面积1.8亿亩，比上年增加174.3
万亩，增长1％。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
表示，2023年，尽管华北东北部分地
区发生洪涝灾害，但全国大部农区光
温水匹配较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
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同
时，今年开展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
单产提升行动，重点推广耐密品种，
集成配套栽培技术，实施效果明显。
全国粮食单产389.7公斤/亩，每亩产

量比上年增加2.9公斤，增长0.8％。
据介绍，2023年，全国夏粮产量

为2923亿斤，比上年减少25亿斤，下
降 0.8％；早稻产量为 566.7亿斤，比
上年增加4.3亿斤，增长0.8％。全国
秋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地
区灾情较轻，特别是北方旱地雨水
多墒情好，秋粮产量增加。上年长
江流域部分地区高温干旱导致秋粮
减产，今年农业气象年景正常，实现
恢复性增产。

农民在贵阳市开阳县宅吉乡堰塘村的高标准农田里收割小麦 新华社发

攻坚克难攻坚克难！！看中国人是如何看中国人是如何
确保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确保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

粮食丰收来之不易。今年粮食丰收有哪些关键因
素？如何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记者就此进行采访。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
韦伯档案首现南京

新华社电 南京大学教授、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
张生，发现并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庭长威廉·韦伯的个人档案。专
家认为，韦伯个人档案有助于促进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进一步深入。

1946年 5月 3日至 1948年 11
月12日，美、中、英、苏等11国在日
本东京开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
判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这场人
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
国际审判，被称为东京审判。澳大
利亚法官威廉·韦伯担任庭长。

张生告诉记者，为了将此案
办成经得住历史考验的“铁案”，
每名被告均有日本籍、美国籍辩
护律师各 1人，控、辩双方在法庭
上的权利义务完全平等。在两年
多时间里，东京审判共开庭800多
次，出庭证人达 400多名，书面证
人 700多名，受理证据 4300多件，
判决书长达 1200多页。最终，宣
判25名被告有罪，对东条英机、松
井石根等7人处以绞刑。

张生说，此次发现的档案主
要包括四部分，即韦伯起草的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判决书草
稿文件、与法庭相关人士的书信
往来、多个战犯具体案例。张生
认为，东京审判涉及11个国家，能
维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安全运
转，韦伯是关键人物。

认定彩礼范围，确定返还原则
最高法公开征求意见

新华社电 记者11日从最高
人民法院获悉，为妥善审理涉彩礼
纠纷案件，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征求
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人民法院
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
综合双方当地民间习俗、给付目
的、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
大小、给付人及接收人等因素，认
定彩礼范围。

根据征求意见稿，未办理结
婚登记但双方已共同生活，一方
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共同生活
时间、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
有无孕育子女、双方过错等事实，
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
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最高法公告称，为广泛听取社
会各界意见，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关
切，现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
中国法院网、人民法院报等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本次征求意见截止
日期为2023年12月26日。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