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31 日，联合收割机在
河 南 省 开 封 市 尉 氏 县 南 曹 乡
前孙村的麦田里抢收小麦。

眼 下 正 值 河 南 小 麦 成 熟
收获期，河南各地农业部门采
取多种措施，组织农机抢收小
麦，确保颗粒归仓。

新华社发（李新义 摄）

小麦收获
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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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在本公司拍卖
室对山西平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所涉及的太阳
路南虞国壹号小区 3#3 套房屋资产进行公开拍卖，本次拍卖拟定于
先整体后分拆，拍卖参考价：5000 元/㎡，整体竞买保证金 50 万元（不
计息）。

3#1号房屋，面积：203.86㎡，竞买保证金 10万元（不计息）。
3#2号房屋，面积：251.64㎡，竞买保证金 10万元（不计息）。
3#3号房屋，面积：274.2㎡，竞买保证金 10万元（不计息）。
标的以现状拍卖，竞买人办理竞买手续均被视为已了解和认可

拍卖标的的现状及瑕疵。
标的展示及报名时间：6月 1日-6月 15日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公司地址：运城市解放北路 578号（都市商务中心 16楼）
咨询电话：2160693 13610636999

山西兴源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5月31日

拍 卖 公 告
●不慎将山西省万荣县光华乡原北火上

村 第 一 组 居 民 李 丙 学（ 身 份 证 号 ：
142725193110062811）土地确权证（证号：NO.
D1408220034750）丢失，声明作废。

● 本 人 赵 桂 莲 （ 身 份 证 号 ：
142733195705070326）不慎遗失山西云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7 号楼 3 单元 503 室的
房款收据【收据编号：NO.0086652，金额：壹拾
肆万元整（小写：140000 元）】原件，特此声明
此收据作废。

● 不 慎 将 董 守 信 （ 身 份 证 号 ：
142701196208030335）、董 振 杰（身 份 证 号 ：
14270119880517159X）购买的新星花园（惠景
嘉 园）2 号 楼 6 单 元 501 室 房 的 收 款 收 据 于
2023 年 6月 1日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候 大 虎 残 疾 证（ 证 号 ：
14270119670503243844）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张 拥 军 残 疾 证（ 证 号 ：
14272319710407061862）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肖 会 英 残 疾 证（ 证 号 ：
14272319630909084544）丢失，声明作废。

●李雪岩不慎于 2023 年 5 月 28 日将本人
第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142702200303051818）丢失，现声明非本人持
证签字办理的所有业务与本人无关。

● 不 慎 将 尚 文 丽 残 疾 证（ 证 号 ：
14270119811008662012）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不慎将山西省万荣县贾村乡李家
庄 村 第 二 居 民 组 李 进 章（ 身 份 证 号 ：
142725194604254017）土地确权证（编号：NO.
D1408220061992）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冯 红 芳 残 疾 证（ 证 号 ：
14270219650907006263）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山西省万荣县光华乡原北火上
村 第 八 组 居 民 李 振 通（ 身 份 证 号 ：
142725194108162818）土地确权证（证号：NO.
D1408220045655)丢失，声明作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运城市土地收购储备暂行办
法》的有关规定，现决定依法收回下列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收回的宗地四至：东邻货场东路西线、西邻运城市化轻公司、南邻
运城市盐湖区教育局、北邻运城市机电设备总公司。收回土地总面积
为 5157.88 平方米（合 7.74 亩）。收回范围内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由住
建部门负责，所涉及单位和个人的土地证书由拆迁单位代为收回，交
由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注销，逾期不交，自动作废。

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收回后，将纳入政府土地储备库，按照
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处置。公告期 15 日，详情可到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 313室查询（联系电话：0359-2288816）。

特此公告
运城市人民政府
2023年6月 1日

运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当前，全国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
获期。5 月下旬，北方冬麦区出现大
范围持续降雨天气过程，局地出现短
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部分地区发生“烂场雨”，导致局部麦
田倒伏或被淹、部分成熟小麦发芽霉
变。

如何抢时抓好小麦抢收和烘干晾
晒？下一步要采取哪些举措科学应
对？记者 31日采访了农业专家。

当前麦收进展如何？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
截至 5 月 31 日 17 时，全国已收获小麦
面积 4300 多万亩，四川、湖北麦收已
进入收尾阶段，安徽麦收进度一成半，
河南、江苏进度过一成。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刘录祥介绍，当前全国小麦从南到
北逐步进入收获期，预计一周后将进
入收获高峰期。近期河南南部地区降
雨持续时间较长，造成驻马店、南阳、
信阳等地小麦收获延迟。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大林镇
一家名为民鑫粮业的粮食烘干点，机
器轰鸣，4 台烘干机开足马力，24 小时
连续作业，烘干刚收获、水分较大的小
麦。

大林镇镇长皮运红介绍，全镇有
12.1 万亩小麦，现已收获三成左右。

目前，已摸排全镇的收割机需求，并已
调度到位 560 台收割机，分布在全镇
17 个行政村，履带式收割机已进田作
业。“预计再有三四天时间，能完成全
镇收割任务。”皮运红说。

应对雨情抓好一个“抢”字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
农业农村部 5 月 30 日再次部署安

排“三夏”生产工作，对及时抢排田间
积水、科学调度机械抢收、抓好小麦烘
干晾晒、做好发芽霉变小麦处置等四
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

其中，要求加强排查处置，对发现
麦粒萌动发芽的小麦田块，帮助农民
及时收获、烘干晾晒，组织粮食收购企
业根据发芽程度分类收购，防止出现
卖难情况；对发生霉变的小麦，要妥善
处置后，根据实际用作工业等用途，避
免直接流入口粮市场。对小麦繁种
田，要登记品种、面积、农户，确保种子
质量安全，坚决防止不合格种子流入
市场，给秋播小麦生产造成安全隐患。

目前，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中
国农科院小麦产业团等组织专家赶赴
麦收一线，与地方部门共同积极应对。

一方面，抓住有利天气间隙抢收，
能收尽收。随时关注天气预报，集中
力量尽快组织协调区域内履带式收割
机及运输、仓储等保障措施，抓住有利

的晴天窗口期，尽快组织全力抢收。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烘干仓储设

备，能储尽储。积极动员有烘干及仓
储条件的收储机构、新型经营主体或
种植大户，利用全部烘干设备，加大收
储力度。快速增建简易风干仓等有效
应急设施，配套烘干塔，降低霉变风
险。

“当前，要突出一个‘抢’字，抢机
收、抢烘干、抢晾晒。”农业农村部小麦
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郭天财对记者表示，一场雨过后，小麦
成熟期会集中，要充分利用农机智能
化调度平台，科学有序精准调度收获
机械。

郭天财说，农技人员要深入一线，
为农民抢收抢种做好技术指导。麦收
后，要充分利用当前土壤墒情适宜的
有利时机，种足种好秋收作物，努力实
现以秋补夏，确保全年粮食产能稳定。

下一步如何保种稳生产？

稳住粮食生产，保种尤为关键。
刘录祥表示，要优先保障种子田

收获烘干，确保秋播用种。穗发芽风
险区域优先协调和保障小麦繁种田的
收割和烘干机械，尽最大可能降低对
秋播用种的影响；对已经受“烂场雨”
影响导致穗发芽较重的地区，政府部
门尽早与相近生态区协调种源，确保

秋播用种。
“对于种子田，除了常规的去杂去

劣，保证种子纯度外，还要特别注意选
没有穗发芽、没有霉变的籽粒，并及时
晾干，确保种子的发芽率，保证种子质
量，为秋播备好良种。”中国农科院作
科所研究员赵广才说。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 10 天夏
收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淮、西北地区东
南部和华北南部等地，整体来看大部
地区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对小麦及
时收获晾晒较为有利。但陕西南部在
6 月上旬还是多降雨天气，小麦成熟
地区要注意抓住降雨间歇抢收抢晒。

“目前河南连阴雨天气过程已基
本结束。今年的小麦收获期与常年相
似，遭遇‘烂场雨’的地区，收获时
间会略有推迟，如果天气一旦放晴，
麦农会抓紧时间抢收，预计小麦总体
收获的结束时间会与常年接近。”赵
广才说。

刘录祥等专家建议，在多措并举
降低阴雨天气对夏收影响的同时，下
一步应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及补贴政
策，稳定种粮积极性。春季小麦价格
持续走低，叠加持续降雨不利因素影
响，可能影响农户后续生产积极性。
建议拓展农业生产险种，拓宽保险覆
盖及服务范围，降低农户生产风险，稳
定农户种粮积极性。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局地突遭“烂场雨”如何做好小麦抢收烘干晾晒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陈冬书 孙清清 马意翀

近期，北方冬麦区出现大范围持
续降雨天气过程，局地出现短时强降
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
区发生“烂场雨”，导致局部麦田倒伏
或被淹、部分成熟小麦发芽霉变。

监测显示，25日至 29日，西北地区
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汉等地多阴
雨天气，其中河南、陕西中南部及江汉
中西部等地连续雨日有 3 天至 4 天，黄
淮南部、江汉东部、陕西关中以南部分
地区累计雨量达50毫米至100毫米。

北方尚未到雨季，为何会出现这
样长时间的降雨？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
示，受今年第 2 号台风“玛娃”影响，副

热带高压西伸北进逐步控制长江以南
大部分地区，冷暖气流持续在副高北
部边缘交汇，导致处于边缘的山西、陕
西、河南、安徽这一带地区降水时间较
长。

“同时，副高边缘地区对流发展条
件较好，造成这一带降雨过程多、强度
也 比 较 大 ，因 此 降 水 量 整 体 明 显 偏
多。”陈涛说，“和常年同期相比，出现
连阴雨还是比较少见。这与今年台风
出现时间较早、副高位置异常偏强偏
北有直接关系。”

当前，全国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
获期。据农业农村部 29 日农情调度，
全国冬油菜收获过九成；冬小麦已收

获 10.7％，其中西南地区收获基本结
束，湖北过九成，安徽、河南、陕西、江
苏相继开镰。

未来一段时间夏收天气如何？
中央气象台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郭

安红表示，未来 10 天夏收区域主要集
中在黄淮、西北地区东南部和华北南
部等地，整体来看大部地区天气以晴
到多云为主，对小麦及时收获晾晒较
为有利。但陕西南部在 6 月上旬还是
多降雨天气，小麦成熟地区要注意抓
住降雨间歇抢收抢晒。

据郭安红介绍，小麦成熟收获期
易受到连阴雨、强降雨、大风、冰雹等
灾害性天气影响。连阴雨会导致小麦

成熟后不能及时收获晾晒，容易发芽
霉变；而强降雨、大风、冰雹易致小麦
倒伏，一方面增加机收难度，另一方面
被砸落在农田里的麦粒很难完全收
获。

专家建议，成熟小麦要抓住时机
抢收抢晾。遇阴雨天气，要趁降雨间
歇抢收；收获的小麦湿度较大要抓紧
晾干并通风储存，防止霉变。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紧
急通知，要求相关省份科学应对“烂场
雨”天气，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科学调
度机械抢收、抓好小麦烘干晾晒、做好
发芽霉变小麦处置等。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阴雨天气致部分地区麦收受阻 未来夏收天气如何
新华社记者 黄 垚

6 月 1 日 起 ，在 此 前 试
点基础上，北京、天津等 21
个省（区、市）实施内地居民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试点扩大首日，记者走访了
试点地区婚姻登记机关，发
现各地“跨省通办”工作井
然有序，这一便民举措受到
了群众的普遍欢迎。

“恭喜两位从今天起正
式 结 为 夫 妻 。”6 月 1 日 上
午，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来自辽
宁的王先生和张女士兴奋
地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
大红色的结婚证，办证过程
仅花了十分钟。

“ 如 果 没 有 这 项 好 政
策，我们还得赶回辽宁老家
领证，耗费时间不说，光路
费就得花近 3000 元。”手捧
着新领到的结婚证，王先生
高兴得合不拢嘴，“婚姻登
记‘跨省通办’对我们这些
在外地工作的人来说真是
一个好消息。”

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
到，全国每年办理婚姻登记
和补领婚姻登记证约 1800
万对。随着人户分离现象愈
加普遍，婚姻登记必须在一
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办理的
规定，多年来让不少外出工
作、生活、学习的人深感不
便。

试点工作开展后，试点
地区群众办理婚姻登记，无
需再回到一方常住户口所
在地，可以选择一方经常居
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凭借
双方户口簿和身份证以及
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的
有效居住证办理婚姻登记。

“我们 5 月下旬就在网
上看到了可以‘跨省’办理
结婚登记的消息，预约通道
一开放，就赶紧选择了‘六
一’这个日子，一是想快些
领 到‘ 红 本 本 ’，二 是 觉 得

‘六一’寓意着要永远保持
一颗童心。”在上海市普陀
区婚姻收养登记中心现场，来自陕
西的刘先生和姚女士开心地向记者
分享着他们的喜悦。

据了解，实施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的 21 个省份，覆盖我国总人口
的 78．5％，能够基本满足群众异地
办理婚姻登记的需求。

为了提高“跨省通办”效率，试
点地区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提
前作了许多准备。

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的电话从 5 月 31 日起就不时响
起。

“打来电话的大都是非天津户
籍的‘准新人’，想了解‘跨省通办’
的办理细节。”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夏玉生介绍，
为做好这项工作，河西区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提前做好系统调试等各项
准备工作，还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对

来 电 咨 询 的 群 众 耐 心 解
答。

天津市民政局社会事
务处四级调研员周婧告诉
记者，全市各级婚姻登记
机关充分利用报纸、广播、
民政系统官网、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对“跨省通办”
政策进行了广泛宣传和详
细解读。“我们还专门制作
了新的婚姻登记办事指南
图 解 ，帮 助 群 众 更 清 晰 地
了解新政策。”周婧说。

老家在江苏淮安的新
人 刘 先 生 和 袁 女 士 6 月 1
日按照预约时间准时来到
了上海市普陀区婚姻收养
登 记 中 心 ，顺 利 地 领 到 了
结婚证。

“ 多 亏 了 这 里 的 工 作
人 员 ，提 前 一 天 专 门 打 电
话来告诉我们结婚登记的
流程、需要携带的证件，我
们才能这么顺利地办完这
件‘ 人 生 大 事 ’。”袁 女 士
说。

数据显示，6 月 1 日，上
海 16 个区级婚姻登记机关
迎来了 100 余对新人跨省

“扯证”。
上海市民政部门相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为 开 展 好 婚
姻登记“跨省通办”工作，
相关婚姻登记机关专门对
预约系统和登记系统进行
操作演练，做足准备工作。

此 外 ，上 海 市 民 政 部
门 通 过 与 相 关 单 位 合 作 ，
做 好 潜 在 服 务 人 群 测 算 ，
帮助窗口人员了解相关信
息情况，为婚姻登记“跨省
通办”夯实了数据基础。

婚 俗 展 示 区 、自 助 拍
照 室 、特 色 颁 证 室 …… 为
迎 接 新 政 策 落 地 ，苏 州 市
吴中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专门对登记场所进行了升
级改造，550 平方米的改造
空 间 焕 然 一 新 ，让 人 倍 感
温 馨 舒 适 ，吸 引 等 候 登 记
的恋人自发拍照“打卡”。

“我们每个窗口都配备人脸识
别系统等智能化设备，同时加强现
场登记人员安排，确保有序快速零
失误办理。”苏州市吴中区民政局局
长张建琳说。

专题培训是帮助试点地区婚姻
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及时掌握政策和
办理流程的重要方式。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此前，民
政部专门举办了培训班，21 个试点
地区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培
训。6 月 1 日前，新纳入试点省份普
遍组织了本省范围内的业务培训，
确保婚姻登记工作依法依规开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
提升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强化服务
意识，为群众带来更贴心、暖心的婚
姻登记服务。”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相
关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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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来自江苏的刘先生和袁女士在上海市普陀区婚姻收养登
记中心展示他们刚领取的结婚证。当日，上海市开通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服务。即日起，在沪工作和生活的准新人们，只要一方持有上海居
住证就可以在沪登记领证。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