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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拿着镰刀没活儿干，“农忙不见人”在多地成常见画面

【 】“麦假”成历史，农业“机器换人”进程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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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3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近期，工业

和信息化部将发放 5G 商用牌照，我国将正式进入

5G商用元年。

我国5G在哪些方面具备竞争优势，5G商用建

设是否对国外企业开放？新华社记者采访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龚达

宁，对社会公众关心的话题作出解读。

我国在5G技术、标准等初步建立竞争优势
当前，全球 5G 正在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期。

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我国 5G 产业已

建立竞争优势。

龚达宁说，在技术标准方面，我国倡导的5G概

念、应用场景和技术指标已纳入国际电信联盟

（ITU）的 5G 定义，我国企业提出的灵活系统设计、

极化码、大规模天线和新型网络架构等关键技术已

成为国际标准的重点内容。

截至2019年5月，全球共28家企业声明了5G

标准必要专利，我国企业声明数量占比超过 30%，

位居首位。

在产业发展方面，我国率先启动 5G 技术研发

试验，加快了 5G 设备研发和产业化进程。目前我

国5G中频段系统设备、终端芯片、智能手机处于全

球产业第一梯队。

记者此前从工信部了解到，在产业界各方的共

同努力下，目前5G技术和产品日趋成熟，产业链主

要环节已基本达到商用水平，具备了商用部署的条

件。

我国5G研究推进吸纳了全球智慧
多年来，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通信标准组

织、网络建设和产业推动，为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

发展做出贡献。我国5G研究、推进过程中，也吸纳

了全球的智慧。

龚达宁说，我国一直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

赢的理念，与全球产业界携手推进 5G 发展。2013

年，我国成立了 IMT-2020（5G）推进组，爱立信、

诺基亚、高通、英特尔、罗德与施瓦茨等多家知名国

外企业都是推进组成员单位。基于推进组平台，国

内外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究、技术试验和产品测试

验证，共同制定技术规范和测试规范，并积极参与

测试。

在技术试验阶段，诺基亚、爱立信、高通、英特

尔等多家国外企业已深度参与。

全球系统设备、芯片、终端、测试仪表等企业相

互合作、共同促进，为加快我国5G产业链的发展成

熟起到了重要作用。

欢迎国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 5G 网络建设和
应用推广

龚达宁说，全球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已经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各国企业通力合作、

互利共赢。4G 时代，多家国外企业已参与我国移

动通信市场，并与我国电信运营企业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是我国移动通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发放5G商用牌照，我

国将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龚达宁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外企业积

极参与我国 5G 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继续深化合

作，共谋 5G 发展和创新，共同分享我国 5G 发展成

果。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于培康是河南一家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理事长。他掰着手指头算账：“与

农民传统的分散种粮相比，合作社规模

化托管，平均一亩地一季种植成本能减

少 100 元 ，粮 食 亩 产 能 提 高 近 50 公

斤。投入更低、产出更高，粮食质量还

有保障。”

从 10 年前开始流转土地种植粮

食，到现在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托管服

务，给农民打工、为种粮服务，于培康的

合作社托管土地已经覆盖了周边 4 个

乡镇的 60 多个行政村，面积超过 2.5 万

亩，预计到今年底能达到5万亩。

此外，一些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成为现代“新农人”。河南省郸城县 90

后年轻人左明飞，与 22 个回乡创业大

学生组建“大学生创业联盟”，主攻农业

现代化种植。

于培康和左明飞这样的“新农人”

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正成为从事和

服务粮食生产的主体。农业农村部农

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说，到今

年 4 月底，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

220.7 万家，成立联合社 1 万多家，辐射

带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为成员提供农

资供应、农机作业、技术信息等统一服

务的合作社占比达到53%。

小麦专家郭天财说，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要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培

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规

模化、集约化、机械化道路是未来中国

农业的方向，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都将

进一步提升。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林嵬、宋

晓东、于文静）

手提袋、小推车、热情的吆喝、喧闹

的市场⋯⋯在很多人印象里，买菜还停

留在这样一种阶段。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菜市场加快从线下搬到线上，通过

手机 APP 买菜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的

选择。

在方便购买的同时，部分消费者也

遭遇蔬菜瓜果品质不稳定、货不对板等

操心事。手机买菜如何实现消费方便和

放心消费的兼得，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从逛菜市场
到刷手机上的“菜篮子”

打开某款以外卖起家的 APP，选中

350克上海青、300克番茄、450克肋排，

点击付款 39.28 元后上地铁。30 分钟

后，上海市民袁睿琳刚进家门菜就送到

了。

“每周用4次左右，以买蔬菜和水果

为主。”酷爱下厨房的袁睿琳说，“手机买

菜不但方便，还可以送货上门，这对忙碌

了一天的上班族很有吸引力。”

和袁睿琳有同样选择的消费者不在

少数。饿了么的数据显示，在该平台买

菜的用户平均年龄约29岁，三分之一为

“90后”，超五成为白领用户。

年轻人不想在买菜上花太多时间，

使得手机买菜这门生意逐渐火热。去年

下半年，美团APP上线买菜频道；今年3

月底，饿了么建立生鲜平台，并与叮咚买

菜达成战略合作；4月份，苏宁小店宣布

上线菜场功能模块⋯⋯随着巨头进场，

线上买菜这一“难啃的硬骨头”成为各家

争夺的“香饽饽”。

与之前生鲜电商有所不同的是，不

少手机买菜App主打“前置仓”概念，也

就是将仓库建立在社区周边1到3公里

的位置，平台将商品先由中心仓或批发

市场、综合菜场运至前置仓，用户下单后

即时送货上门。“下午2点20分下的单，2

点45分就送到了，比自己去小区对面菜

市场买菜还快。”袁睿琳说。

除了平台自建仓，不少蔬菜摊点、水

果店也借助手机 App 拓展线上销售渠

道。在上海闵行区一处菜市场，可以看

到很多外卖骑手提着菜来往穿梭。摊主

于先生说：“每天在京东到家、饿了么两

个平台上的销售额有1000多元，占到总

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菜品品质等
尚待进一步提升

手机买菜看上去方便快捷，但记者

在采访中听到的吐槽也不少：

——菜品品质不稳定。“近期买了两

次水蜜桃，一样的品种，上一次的甜，这

次的不甜。”上海市民齐漪说，线上买菜、

买水果，品质不太稳定，“线下买菜可以

挑挑拣拣，买水果可以尝，线上好不好要

看运气。”

当前，不少平台及商店首页都设置

有优惠菜品，如“0元秒杀”“0.99元生菜”

等，此类菜品的质量成为投诉高发区。

——图片和实物不符，货不对板。

一般而言，生鲜产品具有非标准化的特

点，蔬菜水果尤其如此，这使得平台配送

的货品和消费者预期之间，容易形成一

定偏差。

在一款手机买菜 App 出售的猕猴

桃评论区，有消费者留言说：“我选的是

金果，为何送来的是绿果？”

——价格先便宜后贵。和很多消费

类App一样，手机买菜App吸引用户，

补贴是重要手段。随着订单量的快速增

加，补贴的可持续性有待观察。

“之前满39元减15元、满20元减7

元的优惠券天天有，最近少了很多。”消

费者隋明伟说，感觉手机买菜App走的

也是先低价后提价的老路。

记者对比叮咚买菜、盒马鲜生、美团

买菜三款 App，规格为 1 千克重量的菠

萝，售价分别为 19.7 元、18.9 元和 17.2

元，比到店购买价格贵出三分之一左

右。“毕竟自己方便了不少，价格贵一些

也可以接受，但前提是货品质量有保

证。”不少消费者表示。

瞄准用户需求发力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生

鲜市场交易规模达1.91万亿元，2019年

将突破2万亿元。消费者对生鲜商品的

需求较高，购买频率保持在平均每周 3

次，其中水果蔬菜的每周购买频次达到

4.8次。

“菜场有时效性，部分区域超市覆盖

又不够密集，再加上一二线城市生活节

奏加快，时间和便利性成为不少上班族

的优先考量因素，这使得手机买菜有着

较大的用户需求。”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

任曹磊说。展望未来，生鲜市场会呈现

菜市场、超市和社区生鲜（手机App+前

置仓）等多种业态共存的局面。

对于手机买菜 App 来说，要做到

“又快又好”，平台需瞄准用户需求，在模

式和技术上不断创新。比如，很多平台

采用30分钟送达的前置仓模式，需要在

前置仓内提前备好货。如果前置仓经常

出现断货情况，对用户的体验损害非常

大。这就要求平台综合运用大数据等技

术，对该区域的用户需求进行相对准确

的预估。

“随着技术的进步，包括AR看菜的

应用，消费者对蔬菜品质会有更为直接

的判断。”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研

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行业市场本身也

有优胜劣汰，“如果平台老拿不新鲜的蔬

菜糊弄消费者，迟早会被淘汰掉。”

（新华社记者 杨有宗、何欣荣）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标

识。

活动标识以数字“70”和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徽

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活动主题。活动标识中，

“70”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崭新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奋力谱写新篇章。“7”的造型又

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醒目的金色立体国

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的互

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

日的欢庆气氛。

活动标识可广泛用于各地各部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环境布置和群众性主题

教育活动用品制作。

夏收“农忙不见人”

“种粮人”在哪里？
5 月末，产粮大省河南进入了忙碌的夏收时节。在河南省唐河县

焦庄村，身穿黑色连衣裙、灰色高跟凉鞋的农民郭改声，轻松地挥动铲

锹平整晾晒的麦粒。在她身后，60多亩麦田静静地在阳光下闪烁着耀

眼的金色——除了几台收割机紧张地穿梭作业，广袤的田地看不到几

个劳作的农民。

近年来，每逢种植或收获高峰期，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粮食

主产区，越来越多出现类似“农忙不见人”的场景，与城市人心目中忙

碌辛劳的抢种、抢收画面大相径庭。

今天谁在种粮？未来谁当农民？

河南省新蔡县砖店镇的一片麦田

旁，63 岁的农民陈来背着手，在女儿陈

小兰的陪伴下眺望远处隆隆作响的收

割机。前几天，陈来把腿摔伤了，陈小

兰从广州匆匆赶回来帮父亲收麦子。

可没想到，还没赶到麦地，家里的 13 亩

小麦已经快收完了。

“现在全部机械化，收麦真是用不

上人了。”陈小兰拿着镰刀本想收一下

机器到不了的边角地，没想到收割机一

溜烟收得干干净净。而且，小麦在地头

就卖给粮食经纪人换成了钱，令她感慨

不已。

事实上，无论春耕还是夏收、秋收，

当下农田里看到的都是现代化的农机

具，“耕、耙、耖”这些老农具都成了稀罕

物。

还有比陈来家更轻松的。周口市

的农民于德军全家都在湖北打工，家里

的 8 亩地托管给了一家农机合作社。

一亩地支付 400 元，合作社便提供从种

到收全程服务。于德军连老家都没回，

地里的小麦不仅亩产稳超 550 公斤，

8000 来块的小麦钱也直接打到了他的

银行卡上。

如今，“农忙不见人”在全国多地成

常态。在新疆，春耕春播的农忙时节，

田间地头看不到几个忙碌的农民，取而

代之的是用上了北斗导航播种的“智慧

农机”；在山东，一个种粮大户利用收割

机，3 天就能收完 560 多亩小麦；在河

北，收割机进度飞快，而且作业数据可

实时传输到农机合作社负责人手机上。

农业农村部统计显示，2018 年麦

收，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从启动到进度

过 8 成仅用时 17 天，有 5 天日机收面积

超过 2000 万亩，创历史新高。今年，农

业农村部预计全国将有 1630 万台农业

机械投入“三夏”生产，其中联合收割机

64万台，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27万台。

在基层农业部门工作 35 年的任希

山还记得，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每到

麦收，农村学校还有“麦假”，不少单位

和企业也会放假让职工回家收麦。

“夏忙不算忙，麦忙累断肠。”58 岁

的农民秦小凤回想起从前麦收的场面，

苦和累涌上心头。秦小凤说，要收麦

了，天大的事都得往后放一放，全家每

天早上 4 点下地一直干到天黑，连收割

带播种得一个来月。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

劳动力大量转移，60 后农民逐渐老去，

农村面临“70 后不愿种地、80 后不会种

地、90 后不提种地、00 后从未下过地”

的问题。通过大规模“机器换人”，我国

农业不仅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

且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说，目前，

我国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

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进入了机

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

20多年来，中国小麦主产区完成了

全程机械化的历史性跨越。从南到北，

农机手利用“农时差”，创造出“跨区联

合作业”模式，开辟出巨大的农机服务

市场。

传统小麦生产从播种到收获，要历

经耙压、施肥、除草、浇水、收割等 22 个

生产环节，现在基本所有环节都实现了

机械化替代。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陈

曹乡尚庄村党支部书记尚水旺算过一

笔账，如果 8 个小时计“一个工”，20 年

前，收 6 亩麦子得投入百十个工，现在

只要十二三个工。同时，小麦亩产却从

过去的 300 多公斤提高到 500 公斤以

上。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7 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 477.21 公

斤，比 2007 年的 382.54 公斤增加了近

95公斤。

手机上的“菜篮子”如何又省心又放心？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我国将发5G商用牌照
进入商用元年

——专家解读我国5G产业发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活动标识

通过智能气象站、田
间水土监测站对天、地、空
进行全方位数据采集，数
据分析后传输到农田大脑
系统，向农户提供最佳种
植方案⋯⋯浙江省瑞安市
以人工智能为农业赋能。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