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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要闻 22 2022年 3月 27日 星期日

新华社香港 3月 26日电 （记者苏

万明）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会 25 日

宣布，第六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的

提名期及委任选举主任的公告 25 日刊

宪。行政长官选举将于 5 月 8 日举行，

提 名 期 由 4 月 3 日 开 始 ，至 4 月 16 日

结束。

按照《选举程序（行政长官选举）规

例》（第 541J 章）的规定，候选人必须在

提名期内的通常办公时间内，亲自到中

环爱丁堡广场三号展城馆，把填妥的提

名表格送交选举主任。

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

民、没有外国居留权、年满四十岁，并在

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不少于二十年，均符

合资格获提名为候选人。

每名候选人的提名须由不少于 188
名选举委员会委员作出，其中须包括选

举委员会的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不少

于 15 名选举委员。

选举管理委员会已委任香港特区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杨家雄法官为本次

选举的选举主任。

另 外 ，根 据《选 举 程 序（行 政 长 官

选 举）规 例》（第 541J 章）第 4A（5）（b）
条，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

在决定某候选人是否获有效提名时，

可要求该候选人提供资审会认为适当

的任何其他资料，以令其信纳该项提

名有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 4月 3日开始

（上接第一版）

钻井周期缩短约 87%，
征服地质构造极其复杂，
易塌、易漏的“青山口组”

找到石油后，还面临着采油难关。

春寒料峭，大庆油田非常规石油试验区

中 ，60 米 高 的 井 架 巍 然 矗 立 ，“ 钢 铁

1205 队”字样的队旗迎风飘扬。

这支“铁人”王进喜曾带过的队伍

建队近 70 年，这是他们打的第 2490 口

井，累计进尺突破 319 万米，大约相当

于 360 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几个月

前，我们刚创下了钻井周期新纪录，从

最开始的 113 天缩短至 13.77 天，缩短

了约 87%。”第二十一任队长张晶自豪

地说。

开采非常规石油，1205 队面临的最

大挑战，便是“青山口组”的复杂地质。

“‘青山口组’地层的地质构造极其复

杂，易塌、易漏。特别是打水平井，就像

拿根吸管横穿千层酥饼，劲小了速度太

慢，泥浆可能会泡塌井壁；可劲大了，酥

饼就得掉渣儿甚至裂开，相当于井壁掉

块。”张晶打比方解释。此前曾有 4 支

钻 井 队 在 这 里 折 戟 ，一 口 井 还 差 点

打废。

果然，有一回井打到 3460 米，连续

出现掉块和卡钻，钻头像汽车陷进了泥

坑，进退两难。张晶决定改变原有的泥

浆设计，增加压井用的重晶石粉，提高

比重，撑住井壁。可到底提多少呢？大

家心里都没底。

“我们每次只提 0.01 的比重，好比

在一锅粥里每次只加一粒米，并且将测

量泥浆性能的时间从 1 小时一次缩短

到半小时一次。”经过不断尝试，张晶和

队友们终于找到最佳比重，成功稳住了

地层。

不同于常规区块采出的黑褐色原

油，大庆油田的非常规石油呈淡黄色。

“这种石油油品好、轻烃含量高，有助于

下游石化产业深加工利用。”张晶说。

化学驱油，把地层犄
角旮旯里的油“洗”出来；
二氧化碳驱油，大幅提高
石油采收率

一 台 电 脑 ，几 摞 半 米 高 的 学 术 资

料，一本写满了工作计划的台历，几乎

占满了油气开发高级专家曹绪龙的办

公桌。今年 58 岁的曹绪龙已扎根胜利

油田近 40 年。他带领团队创新发展化

学驱油技术，专注挑战复杂油藏采收率

的极限。

经过地压“顶”油、注水“驱”油两个

阶段，胜利油田已进入特高含水期，综

合 含 水 率 高 达 92% 以 上 。 也 就 是 说 ，

100 吨的采出液中，油还不到 10 吨。化

学驱油通过在水中加入化学物质，好比

洗衣粉，能够把地层犄角旮旯里的油

“洗”出来。

2017 年，在第二十二届世界石油大

会上，曹绪龙向国外同行介绍，胜利油

田的非均相复合驱技术可以使个别区

块采收率突破 60%的极限。发言结束

后，曹绪龙被同行们团团围住，咨询技

术问题。

“上世纪 80 年代，经过两年多实地

研究，国外公司曾得出结论‘胜利油田

化学驱油不可行’。但事实证明并非如

此。”对于近年来国内化学驱油技术的

发展，曹绪龙感受很深，“过去只能跟

跑，现在可以并跑甚至是领跑了，更多

沉睡地下的石油储量被‘唤醒’”。

如今，化学驱年产油量占到胜利油

田年总产量的 12%，应用化学驱技术已

覆盖地质储量 5 亿吨，累计产油 6900 多

万吨、增油 3200 多万吨。

在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气驱

试验室经理张传宝，与二氧化碳已经打

了 10 多年的交道。如今，他和团队的

研究成果已经应用到了胜利油田的二

氧 化 碳 捕 集 、利 用 与 封 存（CCUS）
项目。

“将收集的二氧化碳注入油井，可

以增加原油流动性，大幅提高石油采收

率。”张传宝介绍，二氧化碳驱油效率比

水驱高 40%，一次封存率能达到 60%至

70%，最终封存率达 100%，既能提高石

油产量还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兼具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今年，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

目“齐鲁石化—胜利油田 CCUS 项目”

全面建成。项目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00 万吨，预计未来 15 年可实现增油近

300 万吨。“继续完善技术，油田绿色低

碳转型前景可期。”张传宝很有信心。

春分已过，随着气温回升，全国各

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春管春播正由

南向北大面积展开。

在黑龙江北大荒的黑土地上，插秧

机装上北斗导航系统，自动插秧更精

准；侧深变量施肥机边测土边施肥，每

口肥料都是定制“营养餐”；无人搅浆整

地机“一键出库入库”，自动奔赴田间按

规划路线作业。

在四川大英县玉米春耕育苗现场，

四川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来到田间地

头，手把手教农民们如何实施玉米缩株

保密、大豆扩间增光等复种关键技术，

在确保玉米产量不减的情况下，让农民

多收一季豆。

选良种、建良田，“慧种地”“云插

秧”，治污染、减化肥……春耕春管为全

年粮食生产打下基础，对于夺取全年粮

食和农业丰收至关重要。记者走访多

地，看今春农业生产新图景。

更优质——

品种优化 农田升级

冰雪消融，黑土油亮。黑龙江北大

荒集团宝泉岭分公司共青农场，畦畦黑

土已经翻滚成排排大垄，为大豆采用

“大垄密”模式栽培做好准备。早上 7
点，22 岁的“种粮好手”史军晖已在爬上

爬下、检修农机。仓库里，袋袋种子堆

成小山，开袋一看，金黄饱满。“要为春

播做最充分的准备！”史军晖说，今年，

自家流转的 3000 多亩地全部由玉米转

种高蛋白大豆新品种。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

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作为我国最大

的优质大豆生产基地，黑龙江省大豆种

植 面 积 占 全 国 40% 以 上 ，商 品 率 达 到

80%以上。2022 年，黑龙江计划推进大

豆产能提升，提高大豆品质，预计新增

大豆种植面积 1000 万亩以上，新增大

豆产量 26 亿斤以上。

“玉米大豆轮作后，减肥减药，少虫

少害，作物生产质量双升。”史军晖算了

笔账，“今年预计大豆的生产者补贴比

玉米高 200 元左右，加上轮作的 150 元

补贴，种大豆的收益提高，农民的积极

性也高。”

史军晖的驾驶席旁，摆着一套《标

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这是北大荒技术

部门根据品种、土壤、杂草、气候等生产

要素，因地制宜制定的关键技术操作规

范，让生产流程标准化、精细化。”他说。

史军晖家祖孙三代都是“北大荒人”，

从大豆亩产不过百斤，到如今平均亩产近

400斤，离不开良种良法的更新换代。

共青农场农技中心实验室里，技术

人员正在一排排培养皿前进行种子发芽

试验。“为培育高寒地区广适性大豆品

种，集团 2019 年建立引繁试验区，选育

出一批高油、高蛋白、高产的大豆新品

种，其中‘龙垦 306’去年创下单产 230 公

斤的纪录。”实验室技术员严景春说。

“品种优化升级，为大豆高产提供

了保障。今年，宝泉岭分公司大豆种植

面积从去年的 49 万亩增加到 106 万亩，

主选高蛋白、高产量优质品种，力争实

现大豆单产提高 2%以上。”宝泉岭分公

司副总经理杨荣军说。

粮油丰产必须有土地保障，今年全

国将建设 1 亿亩高标准农田，各地要加

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升耕地地力等

级。来到大英县金元镇盘龙村，大片的

油菜田生机勃勃。不远处，几台挖掘机

正在作业，一边平整土地，一边修建便

道。大英县路路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陈善武介绍，今年计划在金元镇

开垦撂荒地 8000 余亩，已完成 6000 余

亩，开垦出来的土地主要用于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

为 提 升 农 田 质 量 ，大 英 县 双 向 发

力。一方面，大力推进撂荒地复耕，探

索出了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中复耕、“公

司+村委+农户”联合复耕等模式。截

至目前，复垦撂荒地 4 万余亩。另一方

面，持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今年计

划 建 设 2.2 万 亩 ，目 前 已 完 成 2 万 亩 。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丘陵地貌为主的

大英县，逐步实现土地平整、集中连片、

机力畅通、灌排配套的现代农业格局。

更智慧——

机械插秧 智能导航

春分前后，草木萌生。

安徽肥西县花岗镇种粮大户何从

金掏出手机，选准田块，设置好飞行高度

和速度后，“轰”地一声，田埂上的植保无

人机飞了起来，沿着设定路线喷药。

“这几天，部分小麦叶子发黄，麦秆上

还有斑点，怕是得了纹枯病，要抓紧防治

病虫害。”何从金说，过去打药是个难题，

靠人工，一天才能打十几亩地，“如今用上

植保无人机，100亩地半小时就能完成。”

作为肥西县双全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负责人，何从金对智慧农机很熟

悉。他算了笔账：雇人干活，150 元一

天，还得包吃饭。无人机能喷药能施

肥，省时省力，政府还给补贴。

走进双全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旋

耕机、收割机、插秧机一应俱全。30 多

台农机，一年服务周边乡镇农户农业种

植面积 6 万多亩。“今年加装了一个智

能 设 备 ，能 够 自 动 驾 驶 ，规 划 插 秧 路

径。”指着无人驾驶插秧机，何从金说，5
月就能派上用场。

近年来，肥西县大力推广先进适用

新机具新技术，一方面，不断提升农机

社会化服务能力，加快农机合作社理事

和农机手培育力度；另一方面，引导村

级组织参与农业生产托管和农机作业

网格化服务。

大数据驱动“新农具”更显神通，高科

技为春耕保驾护航。当前，全国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2%，预计今春将有

超过 2200万台（套）农机装备投入生产。

在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有限公司

的智能化暗室育秧工厂，龙门吊的机械

手臂吊起近 2 吨种子，轻松转运到双氧

催芽生产线。3 年前，同样的工序需要

十几个工人搬运数次。浸种催芽、播种

浇水、覆土育秧——工厂里，从种子到

秧苗，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无人化，工作

人员只需坐在屏幕前远程操作。

“以往要自己雇人支大棚育秧，如今

是流水线智能作业，秧苗长势均匀、抗逆

性强，去年亩增产 30 公斤以上。”七星农

场种植户周德华算了算，智能育秧，省人

力省种子，每亩节本增效 80 元以上。今

年他家的 300 亩地，80%以上要用智能化

批量育成的秧苗，多功能轨道运输车让

“车间”连“田间”，工厂秧苗直送地头。

“田间”又通过小小的手机连接到

了“空间”。“今年我家所有稻田都用上

北斗导航系统了，省下五六千元人工费

用不说，插秧还更笔直、更齐整。”周德

华点开手机应用软件介绍：有田间感应

器的墒情信息，可以按需浇灌排水；有

叶龄采集设备的叶龄分布地图，可以依

作物长势差异化管理；有高空遥感图，

可以迅速发现防治病虫害……

目前，黑龙江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到 69%，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8%。“在北大荒，智能育种、精量点播、

叶龄管理、变量施肥、卫星导航、自动驾

驶、无人驾驶、农情监测等先进技术得到

广泛推广应用。”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介绍，2021
年，北大荒集团建设了 6 个规模化无人

农场群，核心示范面积达 3.5 万亩。“今年

将再新建 6 个无人化农场，力争全年实

现无人农机作业面积达 20万亩以上。”

更绿色——

节肥环保 降本增效

“地里种的是紫云英，一种绿肥，花

开后，深翻地下，能为水稻种植提供养

分。至于虫害，则靠去年安装的太阳能

诱捕杀虫灯解决。”肥西县三河镇滨湖

社区种粮大户魏宏介绍，灯每隔 30 亩

地一盏，晚上一亮，就能引诱害虫，进行

虫害防治。

魏宏今年 49 岁，流转的 1000 多亩

地位于巢湖流域一级保护区内。过去

为了拼高产，化肥农药没少用。时间一

长，不仅污染土壤，水质也受影响。

渐渐地，有机肥替代了化学肥，太

阳能杀虫灯减少了农药使用。地里的

小麦、水稻，长势也越来越好。“虽说成

本上来了，可有机肥每亩地能补贴 200
元钱，差不了多少。”魏宏说。

“紫云英年前刚撒种，要是种得好，

可以减少 20%的化肥使用量，土壤有机

质含量也能提高。”肥西县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高级农艺师孙坚政说。为打造绿色

生态农业，肥西县不断推进化肥农药使

用减量，在巢湖流域一级保护区内绿色

种植水稻 2.7 万亩。大力推广“绿肥+优

质稻”种植模式和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

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种植技术，全县种

植绿肥 1.5万亩，优质粮食绿色生产面积

达 39万亩，同比增加了 44.5%。

截至去年，我国化肥和农药使用量

连续 5年负增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

体合格率达 97.6%。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加强农

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农业投

入品减量化，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夏天来，这稻田里左边抓鸭子，右

边捞活鱼。”站在田埂上，黑龙江桦川县

玉成合作社理事长李玉成介绍，通过鸭

稻、蟹稻、虾稻、鱼稻等立体化种植技

术，稻田里无需化肥、农药、除草剂，只

需一些畜禽粪便制成的有机肥。今年，

合作社里这样的有机稻田面积比去年

增加 53%，达到 2000 亩。“有机稻田一亩

比普通田多赚 500 元。”

“在普通稻田里，化肥的亩均使用量

5 年也减下 400 多斤。”李玉成说，农家肥

抛撒机、侧深施肥机等新农机带来新技

术。秸秆还田、侧深施肥、测土配方……

“农技中心技术员逐地逐块测土配方，为

黑土地定制‘营养餐’，更好培肥地力，精

准施肥，降本增效又绿色环保。”

目前，佳木斯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

95%，畜禽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超 90%，

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超 1500万亩。

上图：近日，山西夏县新晋村，植保

无人机为麦田施肥。

闫 鑫摄（影像中国）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版式设计：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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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26日电 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学

思践悟习近平经济思想丛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

（2021）》《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文集（2021）》近日在全国

发行。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理论创新又为回答时代

课题开辟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有效路径。 2021 年，经济日报

启动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活动，开展了践行习近平经济

思想调研行，从学理研究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立体展现习近平

经济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伟力。理论成果和调研报道在经

济日报上接续推出，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习 近 平 经 济 思 想 研 究 文 集（2021）》梳 理 了 经 济 日 报

2021 年 发 表 的 国 内 外 专 家 学 者 宣 传 阐 释 习 近 平 经 济 思 想

的理论文章；《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文集（2021）》梳理

了经济日报 2021 年刊发的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度调研

报 道 ，生 动 展 示 各 地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经 济 思 想 的 实 践

探索。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等出版发行

本报北京 3月 26日电 （记者刘诗

瑶）记者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了

解到：2021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接收

来自 2373 个依托单位的项目申请 28.73
万项，择优资助各类项目 4.88 万项，资

助直接费用 312.93 亿元。

近 年 来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进 行 系

统 性 改 革 ，各 项 任 务 取 得 重 要 进 展 。

其中，明确资助导向展现成效。基于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

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

交叉融通”4 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

请 和 评 审 覆 盖 85％ 以 上 的 科 学 基 金

项目。

完善评审机制稳步推进。稳步推

进“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

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 45 个学科。优

化学科布局全面实施。按照“符合知识

体系逻辑结构、促进知识与应用融通”

的原则，全面实施新申请代码，申请代

码体系由三级调整为两级，代码数量由

3542 个缩减至 1389 个。基于板块的资

助布局改革稳步推进，将 9 个科学部整

合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命与医学、

交叉融合 4 个板块。

原创探索计划深入推进。鼓励评

审管理方式创新，不断优化双盲评审、

预申请、评审结果反馈及答复等评审机

制，科学遴选具有高风险、颠覆性、非共

识等特征的项目。人才资助体系稳步

升级。持续加大人才项目部署力度，稳

定支持青年人才成长。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由 200 项增加到 315 项，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由 400 项增加

到 630 项。

多元投入机制初步建成。针对行

业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不同特点，

确立了 1∶2∶3∶4 的资金撬动方案，建立

了重大需求征集和科学问题凝练机制，

极大调动了行业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

投入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学科交叉研

究资助管理改革有序推进。成立并首

次启动交叉科学部资助业务，面向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和前沿交叉领域，建立健

全面向交叉融合研究的人才、项目资助

机制。

据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

李静海介绍，2022 年科学基金的财政预

算增长 6.8%，达到 330 亿元，集中申请

受 理 已 基 本 完 成 ，评 审 工 作 将 全 面

展开。

2021年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直接费用超 300亿元
择优资助各类项目 4.88 万项

本报北京 3 月 26 日电 （记 者李

心萍）近日，经申报推荐、综合评审、公

示等程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

务部联合认定了首批人力资源服务领

域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中国北京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朝阳园、中国天津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中国长春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中国上海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等 12 家人力资源服务贸易发

展基础良好、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

力的园区被认定为人力资源服务出口

基地。

建设国家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

是推动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进一步开

放发展的创新举措，有利于加快培育对

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人力资

源服务领域国际竞争新优势。近年来，

我国积极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取消了

人力资源服务业外资准入限制，简化审

批程序，外商投资人力资源服务业营商

环境不断优化，人力资源服务业开放水

平不断提升。同时，我国人力资源服务

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探索在

海 外 设 立 分 支 机 构 ，布 局 全 球 服 务

网络。

下一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商务部将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加快人

力资源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积极推动人

力资源服务行业扩大对外开放，努力将

基地打造成我国发展人力资源服务贸

易的重要载体和人力资源服务出口集

聚区。

我国首批 12家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认定

■经济新方位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