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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稻田難避減產 農戶或一年白幹
黑龍江五常市多鄉鎮水稻被淹 村民損失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訪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期
間同兩國政要就當前南海局勢交換看法，闡明中
方立場。

冀菲珍惜雙邊關係改善積累的互信
王毅說，多年來，在中國和東盟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勢實現總體穩定，也為各自發展提供了良
好環境。而美國等一些勢力唯恐南海不亂，不斷
在這一海域興風作浪。最近又借仁愛礁問題煽風
點火，在中菲之間挑動是非，慫恿對抗，破壞南
海和平安寧，以服務美自身地緣政治戰略。中方

希望地區國家對幕後黑手保持必要警惕，把維護
南海和平穩定的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已
多次提出願同菲律賓通過雙邊對話妥處存在的分
歧。希菲方恪守以往達成的共識，珍惜雙邊關係
改善積累的互信，盡快同中方相向而行，尋求管
控海上局勢的有效途徑。
王毅強調，中方願同東盟各國一道，加快推進
「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爭取早日達成行之有
效、富有實質意義、符合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在內國際法的地區規則。我們相信，中國和
東盟國家完全有能力、有智慧維護好南海的和平
穩定，建設好我們的共同家園。

安瓦爾：歡迎中國企業擴大對馬投資
另據報道，當地時間8月11日，馬來西亞總理
安瓦爾在檳城會見甫抵當地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
安瓦爾愉快地憶及今年3月對中國的成功訪問，

表示中國是馬來西亞可信賴的好朋友，馬中關係特
殊友好，雙邊合作強勁有力。習近平主席高度重視
馬中合作，令人深受感動。雙方積極落實兩國領導
人共識，經貿投資、人文旅遊等合作取得重要進
展。我們歡迎中國企業擴大對馬投資，願同中方持
續深化各領域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王毅轉達了中國領導人的親切問候，表示總理
先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兩國領導人建立了牢
固互信和友誼，為中馬攜手共建命運共同體指明
了方向，開啟了新的篇章。我們願同馬方一道，
保持雙邊關係健康強勁發展勢頭，為兩國人民帶
來更多福祉，為地區發展振興作出新貢獻。
王毅表示，中馬同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

發展理念相近，有着廣泛共同利益。兩國高質量共
建「一帶一路」成果豐碩，東海岸鐵路、「兩國雙
園」建設取得良好經濟和社會效應，務實合作前景
廣闊。我們願同馬方分享超大規模市場機遇，拓展
合作領域，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王毅：美國等勢力唯恐南海不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拉林河兩

邊一公里以內的水稻田基本都被淹了，何況我這塊距離

（拉林河）只有500米的田。」黑龍江省哈爾濱五常市

向陽鎮愛國村村民白雪站在剛剛露出頭的水稻田邊低沉

地說。受颱風「杜蘇芮」殘餘環流影響，自8月2日起，

以「五常大米」著稱的五常市連續多日降雨，多個鄉鎮

不同程度受災。還有不到兩個月就要秋收，一場天災讓

不少稻田地變為汪洋。7日開始，隨着水位開始下降，被

洪水淹沒的五常市的大部分稻田已逐漸顯露。最近兩

天，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當地了解到，村民種植的莊稼受

到不同程度損害，減產已成定局但並非絕產絕收。

五常市的受災村民，壩內
的 稻 田 都 買 了 「 土 地 保
險」，但還沒來得及申請理
賠。五常市龍鳳山鎮村民張

女士說，「每年都會買保險，但從來沒用過，
從來沒想過自己的地會被淹，村裏年紀大的老
人說也沒見過發這麼大的水。」

據國家金融監管總局4日公布數據，截至8月
3日，北京、天津、河北等14個受災地區的保險
機構收到保險報案14.36萬件，其中，農業保險
報案有1.43萬件，估損金額5.42億元人民幣。

針對農作物被淹如何理賠？中華財險客服人
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申請理賠需要先聯繫

當地理賠部，需要專家去核實農作物受災情
況，核實完損失後，會根據承保情況，來計算
理賠。

安華農業保險客服人員也表示，「工作人員
去現場查看後，會進行估損、賠付。」當地村
民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已經有人來村裏
統計過受災的情況，還詢問過是否有保險，希
望盡快能有處理結果。」

專家：水稻被淹超三天很難長粒
「目前，水稻正處於孕穗、揚花期，如果遭

遇強降雨沖刷，會造成花粉流失，影響授粉結
實，被淹超過三天後，水稻很難長粒成米，往

往會成空殼。」黑龍江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二
級研究員潘國君說。

潘國君說，洪水很有可能帶來巨大的動能和
泥沙，從而引起水稻倒伏。現在可以做的就是
盡快把水都排出，後續再通過耕作栽培措施，
創造有利於水稻生長發育的環境條件。

近日，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發布了颱風洪澇
災後主要農作物栽培技術建議。針對水稻，要
強化水層管理，對颱風強降雨導致水稻田間水
層過深、短期淹澇的田塊，及時排盡積水，查
苗洗苗扶苗。持續降雨有利於稻瘟病發生，也
要防治病害。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農戶可申請農險理賠減少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陝
西省西安市8月11日出現強對流天氣，其中秦
嶺腳下的長安區局地出現大暴雨。當日18時
許，西安市長安區灤鎮街道喂子坪村雞窩子組
突發山洪泥石流災害，兩處民房被沖毀，2人死
亡16人失聯。目前相關搜救和救援工作仍在進
行中。

兩處民房沖毀 4名受困人員獲救
據了解，陝西省近日來局部連續出現強降

雨。8月11日上午11時，陝西省自然資源廳與
陝西省氣象局聯合發布地質災害氣象預報黃色
預警，預計未來24小時，該省多地發生滑坡、
崩塌、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的可能性較大，請各
地注意防範。當日中午15時，西安市氣象台發
布暴雨紅色預警信號，此時部分區縣已出現60
毫米以上強降水，且降水持續。
受短時局部強降雨影響，8月11日18時許，
位於秦嶺分水嶺210國道附近的西安市長安區灤

鎮街道喂子坪村雞窩子組突發山洪
泥石流。經排查，該村有兩處民房
被沖毀，道路、橋樑、供電等多處
基礎設施受損，2人死亡16人失
聯，4名受困人員獲救。當地村民
表示，秦嶺山區氣候變化多端，特
別是到了夏天多雨季節，大家對自
然災害已有防範，但還是防不勝
防。
災害發生後，應急管理部部長王

祥喜立即作出部署，第一時間在國
家應急指揮總部連線陝西省應急管
理廳和消防救援總隊，調度了解現
場情況，指導應急救援處置工作。
由於受災害影響，從8月12日早

8點開始，西安市當地公安交警已對210國道西
安至重慶方向灃峪口路段實施交通管制，只允
許搶險救援車輛進入，遊客被一律勸返。西安
應急部門12日發布警示信息表示，近期，西安

市秦嶺山區還將經歷多輪強對流天氣，加之連
日降雨導致山體和土壤飽和度高，容易引發山
洪、泥石流等次生災害。應急部門提醒廣大市
民群眾盡量不要前往山區、河道等危險區域。

西安一村突發山洪泥石流 致2人遇難16失聯

◆西安一村突發山洪泥石流，致當地道路、橋樑、供電等多處
基礎設施受損。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

五常市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食基地，也是全國水稻五強縣之一，
水稻種植面積佔黑龍江全省的十分之一。2022年，五常當地的

大米年產量為192萬噸。五常水稻中乾物質積累多，營養成分高，可
速溶解的雙鏈糖含量高，顆粒飽滿、質地堅硬，吃起來香甜。截至8
月4日17時，五常鎮農田受災面積是40,963.5畝，其中水稻面積
36,549畝。
水退了，一些村民陸續返回家中，白雪和愛人也回到了愛國村。原
來已經進院的積水已經退去，村裏的道路可以正常通車。她說，「我
家地勢相對較高，屋裏沒有進水，其他親戚家裏洪水都上坑了，有些
老式的草房已經塌方了。」
白雪初步查看了一下田地情況，今年承包了100畝水稻田，淹了30
畝，她自己算算說，「估計損失得十幾萬（人民幣，下同）。以前每
年都只種了20畝，今天眼看孩子大了，想多掙點錢，萬萬沒想到發
了這麼大的洪水。」記者了解到，五常市受災區的水稻田都有不同程
度的損失，因每家所種的土地位置比較分散，所以均會有不同程度損
失。

即將灌漿被淹導致無法授粉
五常市龍鳳山鎮村民張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我們這一塊是
核心產區，每畝地可以產1,200斤到1,300斤稻米。今年8月初，水稻
已經進入揚花期，馬上就該灌漿了，明明再等一個多月就可以收成
的。而且這一個多月是最不累人的時候，你只要看着別出問題就
行。」張女士非常可惜地說，「洪水一來就會有淤泥，水稻在揚花期
的時候可以授粉灌漿，但是在這個期間被大水淹沒，穗花上面掛的都
是泥，就無法授粉到殼裏。」
每畝地大概可以賣3,500元，可如今張女士心裏早已沒有了往年的

欣喜，她說，「現階段即使退水，水稻再繼續生長的可能性也不會
有。至少得虧二十多萬，一年全白幹了。」

稻農冀通過網絡賣米回籠資金
雨水漸退，對於農民來說，搶救地裏的莊稼也提上日程。近日，當
地農戶本着「少損失一點是一點」態度，積極開展「自救」。白雪也
和愛人忙着去地裏抽水，看看還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白雪說，
「種水稻要花錢的地方太多，家裏最值錢的就是農機設備，這些東西
在城裏人可能看都不看一眼，發洪水那天，我媽在車上死死守了一
宿。」
明年的種子錢沒有着落，甚至9月份開學孩子的學費還不知道怎麼
辦。白雪希望能通過網絡爭取把手裏去年的大米賣出去，盡快回籠資
金，明年還要重振旗鼓。」

減產帶來價格上漲 稻農樂不起來
在五常做了多年分銷商的張先生說，五常大米的市場需求沒有變化
的情況下，產量減少帶來的肯定是價格的上漲。收購價上漲對於農民
來說本應該是高興的事，但五常市二河鄉二河村村民張娜（化名）可
真樂不起來。她說，「今天年種了170畝地，被水淹了70畝，一斤大
米漲一塊錢，也彌補不了30畝地絕產的損失，何況自已受災的要更
多。」
被淹了70畝地，張娜保守計算損失了要有20多萬元人民幣的收
入，近17萬元的成本被大水沖走。張娜說，租一畝地是1,300元左
右，一畝地的種子折算下來要六七十塊錢，插秧的人工費用是300元
左右，加上除草藥、化肥等支出，一畝地的總成本是2,500元左右，
而一畝地的收成是3,500元左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每年在新米面市的時候，市場會自發形成

一個收購價，加工廠會根據水稻的收購價折算出銷售價，而該銷售價
一年中幾乎不會出現變動。
但是張娜對於收購價格的漲幅不抱太多期待，她心裏清楚，五常大
米雖然好，但在市場上除了五常大米還有很多品種，如果價格太高，
消費者可以選擇其它的品種。目前只有抓緊把手中的大米銷售出去，
再盡可能的多賣一些山貨產品。她說，有鄰居已經計劃明年把土地承
包出去，外出打工，可自己現在上有老下有小只能挺着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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