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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要求，对

《都兰金辉矿业有限公司都兰县五龙

沟矿区红旗沟—深水潭金矿采选改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进行

网上公示。以了解公众对本项目建

设的态度和建议，更好的接受社会公

众的监督。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

公 众 可 登 录 建 设 单 位 网 站

（http://www.dljhky.com/index.

asp），在“首页//工作动态”栏中相

关链接浏览征求意见稿全文。

纸质报告书查阅途径：可根据提

供联系的网络链接下载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或到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办

公场所查阅纸质报告书。

2、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内容、格式及填写要

求已生态环境部要求为准，可通过以

下 链 接 下 载 ：http://www.mee.

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参与的调查对象主要是以

拟建项目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居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公众可通过传真、邮件或邮寄纸

质版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反馈公众意见表，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都兰金辉矿业有限

公司

地址：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宗加镇

邮 编：816100

联系人：袁 工

联系电话：13897145446

评价单位：西安中地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友谊东路438号

联系人：李 工

联系电话：029-87821766

邮 箱：xazdhjkj@163.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意见的时间为公示10个工

作日以内。

都兰金辉矿业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都兰金辉矿业有限公司都兰县五龙沟矿区
红旗沟—深水潭金矿采选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遗 失：甘鹏的中专毕业证（证书编号：

121061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 失：德令哈外婆家土菜馆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26328020018025）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 失：乌兰县柯柯镇东村四社巨克召的宅

基地不动产权证书（证号：青 2019 乌兰县

000106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 失：德令哈五号蔬菜摊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859000067070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 失：都兰县绿优家庭农场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632822600144352）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遗 失：邹成宏的危货押运资格证（证号：

62222619720304151X）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粮食连年丰收并不意味可以

高枕无忧。”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远

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党永富说，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

大事，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

14亿人口要吃饭是我国最大的国

情，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粮食安全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在“六保”

任务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必须坚决

保障好。

那么，未来如何端稳、端好我们

的饭碗？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黑龙江省

委主委赵雨森说，要让“中国饭碗”

不缺粮、装好粮，要稳住耕地，确保

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

下降，要建设高标准农田，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利用科技提升粮食单产，

有效应对极端天气等带来的风险。

同时要处理好生产与生态的关

系，让丰收可持续。努力摆脱资源

“紧箍咒”，建议在全国普及地力培

肥、土壤改良等综合配套技术，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绿色

技术，为土地持续“减肥”“节药”、补

充“营养”。

“稳定粮食种植面积，鼓励农民

种粮积极性，还是要通过促进农业

稳定发展，带动农民持续增收来实

现。”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濮阳县

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特别是加大对种粮农民的支

持，如在农业补贴和保障上探索更

有针对性、更有力度的政策，使务农

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

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 两会之上问收成

在河南省商水县张庄乡南岭坡，

5万亩连片的小麦熟了。一阵清风

拂过，沉甸甸的麦穗随风轻扬。

负责托管这片麦田的商水县天

华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天华

说，对小麦生产而言，今年其实算

不上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先

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春管节

奏，此后又不同程度地面临条锈

病、赤霉病风险，5月初还出现了短

期干旱。但现代农业科技帮了

大忙。

疫情期间，合作社利用自走式

喷药机，通过手机智能调度，10天

就完成了农药喷洒；出现旱情，只

需要在手机上操作，喷灌系统就能

根据不同地块水肥条件，选择不同

的喷灌模式，在高效灌溉的同时实

现节水……“这里小麦亩产预计在

1200 斤以上，又是一个丰收年。”

刘天华说。

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也是每

年我国农民收获的头一茬粮食。

虽然夏粮只占全年粮食产量约四

分之一，但它属于城乡居民主要口

粮品种，对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目标、奠定全年粮食

丰收基础至关重要。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

备司司长秦玉云说，综合各方面情

况看，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获

得好收成，预计产量将保持在较高

水平，收购量也稳中有升。

“家中有粮，心中不慌。”葛树芹

说，“只要粮食又丰收，心里就有底

气！”

全国人大代表、来自黑龙江省佳

木斯市桦南县梨树乡的种粮大户孙斌

今年流转了8400亩水田。就在前两

天，插秧已全部结束。

“疫情严重时，我们担心春耕会

受到影响，想尽办法抢抓农时。”孙斌

说，通过线上订购，解决了农资问题；

用工紧缺，就努力提高机械化程度。

原来运输秧苗用人工，现在铺设了田

间轨道车，节省了人力。

全年粮食的大头是秋粮，而春

播进展决定着秋粮的生产基础。

此时，东北地区春播已接近尾声。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

至5月17日，全国春播粮食完成意

向面积过八成，进度同比快 3.5 个

百分点。

记者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农业部门了解到，今年粮食播种面积

总计稳定在3.52亿亩以上。其中，黑

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近

50 万亩，规模化经营面积扩大到

1.38亿亩。

“稳定春播面积，提高播种质量，

就是努力为秋粮丰收打下基础。”全

国人大代表、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

（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王守聪表示，面

对各种新情况新形势，我们有信心、

有底气应对一切风险挑战，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我们“手中有粮，心里不

慌”。

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

在6.5亿吨以上，特别是稻谷、小麦两

个口粮品种，多年来产大于需。粮食

总库存处于历史高位。

王守聪说，虽然疫情下部分粮食

出口国采取一些限制出口措施，可能

会加剧国际市场粮价波动，但在我国

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足的背景下，

对目前国内粮食市场的影响不大，老

百姓也不需要囤粮。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两会开幕

之际正值小满时节，2020年夏粮有望

再获好收成。夺取夏粮丰收是全年

粮食生产关键一仗。在战疫之年，打

赢这一仗意义重大。

一年口粮在于夏。夏粮生产的

好形势来之不易。今年春耕备耕之

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阶

段。惊蛰前后，党中央、国务院就对

农业生产做出全面部署，较常年提前

近一个月，抢得农时先机。各地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迅速

恢复农业生产秩序。“手中有粮，心中

不慌”，粮食生产良好开局，为我们打

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面对全球性疫情，世界农业与粮

食生产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联合国

粮农组织一再发出警告。在此特殊

形势下，中国小麦、早籼稻等夏粮收

成良好，14亿人的口粮绝对安全得到

进一步保障，对大疫考验之下的世界

粮食安全，也是一颗定心丸。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中

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

碗里要装中国粮。越是面对风险挑

战，越要稳住农业这个基本盘。夏季

粮油丰收，稳住了农业生产的开局，

稳住了农民全年生产预期，稳住了百价之基的粮价与

百姓“米袋子”。

丰收丰收，丰产更要丰收。目前小麦、油菜籽零星

上市，夏粮收购工作陆续展开，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迅速

行动，确保颗粒归仓，不许出现“卖粮难”。要坚持粮食

收储制度改革方向，推动农企对接，强化资金保障，深

化产销合作，引导形成市场化收购新格局。中储粮要

合理布设收购网点，精准启动预案，严格执行质价标

准，发挥好政策性收购的托底作用，坚决守住农民“种

粮卖得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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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2020年全国两会拉开大幕。“俺老家的

夏粮也开始收获了！”来自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

葛树芹的家乡进入夏收农忙时节。她告诉记者：

“我去看过的地方，金黄的麦浪一望无际，肯定又

是一个丰收季！”

今年4月，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提出了“六保”，保粮食能源安全是

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两会之际正值夏收开始，

特殊之年如何做好粮食生产、未来如何保障粮食

安全，百姓关心，代表委员关注。

■新华社记者 胡璐于文静 宋晓东 王建

夏粮有望好收成，
粮食安全有保障

秋粮生产基础好，
库里存粮也不少

如何进一步端稳、
端好“中国饭碗”

↑5月5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永安镇黄庄村田间拍

摄的小麦。

当日是立夏节气，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在田间

忙碌。

新华社记者孙中喆 摄

← 4月26日，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井字镇黄牛

峰村，农民在稻田里忙碌。

近日，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农民抢抓农时，加快

水稻插秧进度，为粮食丰收打基础。

新华社记者 李建新摄

↑5月5日，农民在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扬州市农科

院）的试验田里整理土地（无人机照片）。

当日是立夏节气，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在田间忙碌。

新华社记者 孟德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