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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高 大 豆 自 给 率 事 关 粮 食

安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

工程。

农民种豆积极性如何，怎样

做好“稳粮扩豆”工作？记者深

入我国最大的优质大豆生产和

供给基地黑龙江省进行调研。

市场与政策利好，
农民积极性高

气温回升，三江平原黑土地

上，拖拉机开足马力，对去年残

存 的 玉 米 茬 进 行 碎 混 还 田 作

业。地头上，宝清县新兴大豆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邰艳

兰 左 右 张 望 ，监 督 作 业 标 准 和

进度。

“这 两 年 大 豆 行 情 看 涨 ，现

在接近 3 元一斤。”邰艳兰算起细

账，“眼前这块地，今年我们进行

玉米大豆轮作，能扩种大豆 5000
亩。”

除 了 良 好 的 市 场 预 期 ，“ 真

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更是极大调

动了农民种豆的积极性。今年 1
月，黑龙江出台扩种大豆工作方

案，明确 2022 年全省大豆种植面

积达到 6850 万亩，同比增加 1000
万亩以上；力争总产量达到 170
亿斤，预计增产 26 亿斤以上。黑

龙江相继出台文件，明确“原则

上大豆生产者补贴每亩高于玉

米生产者补贴 200 元左右”“新增

耕地轮作试点每亩补贴 150 元”。

“生产者补贴、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轮作补贴……各项补贴达每

亩 300—400 元。”克东县大海现代

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邹德海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黑龙江大豆平均亩产在 250 斤左

右，而玉米、水稻平均亩产则在千斤左右。在扩大大豆种植面

积的同时，如何保持粮食总产稳定？

黑龙江扩大大豆生产将重点在 4 方面下功夫：在玉米主产

区适度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在米豆轮作区稳步增加大豆种植面

积，新增耕地面积以大豆种植为主，在超采地下水区域的非灌

区范围内探索“稻改豆”，坚决完成粮食产量继续保持在 1500
亿斤以上、大豆增产 26亿斤的任务。

扩产，更要畅销。“我们积极与大豆收购企业和经营主体

沟通，落实订单生产。”依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辛闻说，截至

目前，企业与种植户签订大豆订单生产面积达 12 万亩，大豆

“未产先销”，让不少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

选育推广优质品种，奠定增收基础

在黑龙江省农科院绥化分院大豆研究所，所长王金星正

和同事一道按照试验方案准备春播用的大豆种子。

制定方案、田间数据采集、鉴定试验……每年的 3 月至 10
月，是王金星最忙碌的时候。“我们培育的‘绥农’系列大豆品

种具有高产、高油、高蛋白的特性，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高

纬度地区大豆品种较为单一的问题。”

大豆产能提升，要坚持扩面积、提单产双轮驱动。如何提

高单产？良种是关键。

“针对目前大豆育种目标单一、高产优质品种少的主要问

题，我们组织实施省‘百千万’工程生物育种科技重大专项。”

黑龙江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两年来，专项组已累计选育

出高产、优质、抗病大豆新品种 23 个，审定品种适应区域覆盖

了省内大豆主产区。

“我们相继投资建成种质资源库和种子处理及检验检测、

分子辅助育种等实验室，配备高通量分子设备等先进仪器，研

发基础条件达到国际种业巨头标准。”北大荒垦丰种业公司大

豆 研 发 总 监 胡 喜 平 介 绍 ，历 时 10 年 培 育 的 大 豆 品 种 龙 垦

3092，去年亩产达到 304 公斤。

一粒优质种子，不仅要走出实验室，更要走进田间地头、

扎根泥土。

“老王，你选的大豆种子 3 次发芽试验全部完成，发芽率

都在 95%以上，这下可以放心种了。”一大早，北大荒农垦集团

七星泡农场种植户王雪刚就收到了农业科技园区试验室工作

人员发来的消息。

今年，七星泡农场大力推动品种改良工程，结合气候、土

壤肥力等自然条件和品种的生态类型，通过对数十个大豆品

种的反复试验、精确对比，择优精选龙垦 306、黑河 43 等适合

本地种植的高油高蛋白优质大豆品种，确保实现良种全覆盖。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大力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推

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推动主要粮食作物自育品种推广面

积达 92%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 50%。”黑龙江省

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庞海涛说。

强化科技支撑，助力产能提升

“小垄变大垄，不单通风透光条件好，增加种植密度，还能

提高植株的抗逆性……”下村回来，绥化市北林区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主任李连文匆匆咽下几口面条，准时开播“田间课堂”，

在线传授大豆大垄双行栽培技术。

白天走村串户指导选种、整地，晚上直播连线传授种植技

术，从 3 月份开始，李连文忙得“脚打后脑勺”。

大豆增产，离不开技术支撑。今年，黑龙江省农业技术推

广站组建了大豆技术服务专家团队，编制发布大豆种植的技

术文件，并通过线上教学向农户传授大垄密植、45 厘米双行

等先进栽培技术，目前已普及培训近百万人次。

海伦市东兴现代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院里，崭新的大豆

气吸式精量播种机旁，理事长刘春生一脸喜色。“用上这个‘大

家伙’，可以实现种肥同施，播种效果好，出苗率高。”

大豆高产稳产，良田、良法、良机缺一不可。数据显示，目

前黑龙江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分别

达到 69%和 98%。“耕种管收全程机械作业，现在农民种地真

是挑上了‘金扁担’。”刘春生感慨。

“我们大力推广优质品种应用、测土配方分层定量施肥、

防病促熟等技术集成应用，推动出现了一批亩产 400 斤以上

农场和亩产 500 斤以上地块。”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守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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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14日电 （记者朱竞若、王昊男）奥密克戎

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匿传播性强，对首都疫情防控是巨大

挑战、严峻考验。当前北京疫情正处于胶着状态，零星散发

病例与聚集性疫情交织，病毒传播链条仍未完全阻断。北京

疫情防控再提速、再加快，全面压实“四方责任”，以更坚决、

更果断措施，坚决阻断疫情传播和病例外溢，全力打好疫情

歼灭战。

新的风险仍然存在，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14 日召开的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新增一起

韵 达 快 递 长 阳 分 部 相 关 聚 集 性 疫 情 ，累 计 报 告 感 染 者 16

例。房山区从严从快抓好流调、筛查、管控、转运工作，13 日

连夜发布公告，对 20 余万件货物来源进行追溯倒查。韵达

快递长阳分部周边，1 个村、4 个社区划为封控区；拱辰街道

15 个村、39 个社区，西潞街道 5 个村、17 个社区，长阳镇 4 个

村、12 个社区，实施管控。截至 14 日 15 时，已判定密接 738
人，全部转运至集中隔离点；次密接 149 人，均居家隔离。

由于确诊病例为快递人员，涉及风险点位较多，房山区

全面强化管控措施：封控区，实行不出不进、足不出户，“上午

核酸、下午抗原”的筛查模式；管控区，全面开展敲门行动，确

保核酸检测一人不漏、一天不落。同时，全区严格执行居家

办公，公交、地铁、网约车全部停运；全区所有卡口、路口、村

口进一步严格进出管理，确保不漏一人、不漏一车。

压实“四方责任”，失责必须问责。数起聚集性疫情，给

北京疫情防控增加不确定性。“5 月 3 日以来，中国铁建所属

中铁十一局三公司在北京 3 个项目部发生聚集性疫情，暴露

出中铁十一局的疫情防控存在漏洞，给首都疫情防控工作造

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我们深感自责。”在 14 日的发布会上，中

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钱桂林介绍，疫情发生后，

中国铁建对疫情防控工作再部署，中铁十一局 6 人被问责。

北京市纪委对北京农商银行 5 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问责

处理。

据通报，截至 14 日 15 时，中铁十一局三公司相关聚集性

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 49 例；北京农商银行数据中心相关聚

集性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 37 例；534 路公交场站乘务人员

相关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 3 例。相关流调溯源工

作正在进行中。

筑牢社会防线，各方扛起责任。当前，北京正利用周末

窗口期，力争筛清社会面隐匿病毒。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

人徐和建表示，要全面压实疫情防控“四方责任”。在压实

单位主体责任方面，要坚持“谁使用谁负责”“谁管理谁负

责”，在京单位做好线性工程人员、保安、保洁、钟点工、装修

工、快递外卖小哥等流动性较大群体常态化防疫管理，强化

群租房、大棚房、集体宿舍、工业大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监督

检查，合理降低人员密度。在压实行业管理责任方面，坚持

“管行业必须管防疫”“管业务必须管防疫”，切实加强行业

内、系统内防疫管理和监督检查，深入查找“人、物、场所”等

风险漏洞。在压实属地兜底责任方面，各区对属地疫情防

控工作负总责。在压实个人防疫责任方面，在本市行政区

域内居住、工作、生活、学习、旅游以及从事其他活动的境内

外人员，应当配合国家和本市依法采取的疫情防控应对措

施，履行好个人责任。

北京采取更坚决更果断措施

防控再提速 责任再压实

3 月 3 日至 5 月 9 日 12 时，“上海志愿者网”新增注册志愿

者 40.3 万人，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在“上海志愿者网”发布

1.3 万个“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项目，招募疫情防控志愿者

48.4 万人。仅 5 月 8 日 12 时至 5 月 9 日 12 时这 24 小时，上海

各区上岗志愿者总计 51 万人次。

3 月初以来，在疫情防控、物资保供、城市运转、方舱医院

管理等方面，数十万普通人站出来担当志愿者，共同守护这

座人民城市。在职员工、青年学生、退休职工……在大上海

保卫战前线，处处闪烁着守“沪”有我、命运与共的凡人微光。

小区有我——
“真诚付出，总有回报”

“听到小区招募党员志愿者，我立即报名。”在普陀区长

征镇梅六小区，上海久事北外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归俊

已经奋战近一个月。

有一次帮居民配药，虽然排队的不多，但每人手上都有

厚厚的单子。归俊下午 2 点出发，拿到药走出医院时，天已

经黑了。

家就在居委会办公室旁十几米，但疫情防控最严峻时，

归俊在办公室行军床上睡了两周，“怕万一封楼，耽误志愿工

作。每天能看到父亲在窗口锻炼，我就放心了。”

00 后视频博主“拉宏桑”是个大三学生，用视频记录了自

己的故事——组织居民做核酸检测、帮居委会发放抗原检测

盒……她成长为居民区里阿姨爷叔们信赖的楼长。

志愿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有过矛盾、不解、委屈，但更多

的是温暖：邻居端来一碗红烧肉；居委会姐姐担心她不会下

厨，叫去一同吃饭。“拉宏桑”说：“真诚付出，总有回报。”

一把小椅子，一张小圆桌，一套工具……浦东新区九庐小

区，每天早上 9：30，老莫准时来到理发角，为居民义务理发。

他半蹲着，左手拿着梳子，右手拿着电推剪，专心地推动着

……不到 20分钟，就帮一位小朋友剪了个清爽的发型。

61 岁的老莫是广西南宁人，退休后到上海和妻儿相伴。

年轻时学过几天理发，疫情中发现居民为理发难犯愁，他便

拾起丢了 30 多年的手艺。

要理发的居民很多。老莫的儿子在线统筹，把有需求的

居民拉群。老莫这边快理好一位时，儿子就在群里“喊”下一

位，既方便大家，又避免聚集。

4 月 20 日起，老莫为 100 多位居民理了发。“能发挥一点

余热，高兴！”他很欣慰。

“转岗”有我——
事不过夜，全力以赴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第三检察部、第六检察部的

庄逸润、葛毅恒顶、武斌等 3 名检察干警第一时间在工作群

主动报名，已经在流调岗位奋战一个多月。

“流调需要极强的耐心反复沟通。”葛毅恒顶记得，一开

始电话打过去，有人说“打错了”并直接挂断。

“流调是与时间赛跑，必须‘事不过夜’。”庄逸润说，工作

分为早班和晚班，晚班有时要忙到夜里一两点。

有时候，武斌被当成“咨询电话”接线生，有的流调对象

确诊后打电话来咨询，“他们有各种担心，我也尽可能安慰”。

虹口区检察院 25 名居住在虹口区的干警，统一下沉至 8
个街道参加志愿服务；29 名干警受区委统一调配至区疾控中

心、江湾镇街道、北外滩街道、四川北路街道支援战疫；另有

116 名虹检党员，在居住地就地“转岗”，响应“党员双报到”号

召：向居住地所在社区、党群联络点报到，协助社区战疫。

受疫情影响，有 200 余名卡车司机一度滞留闵行区吴泾

镇塘湾地区。闵行公安分局民警在走访时得知，其中 20 辆

左右的保供车队有相关通行证明，领队周师傅说：“如果有需

要，车队一定全力以赴。”

4 月初，吴泾镇政府急需运输一批防疫物资，一时找不到

运输车辆。闵行公安分局塘湾派出所赶紧联系周师傅，帮助

运送了两车抗原试剂和防护服，总计 600 余箱。几位货车司

机组成战疫志愿运输车队，随叫随到，累计出车提供志愿服

务 30 余辆次。

方舱有我——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4 月 5 日开舱的临港方舱医院设计床位 1.36 万张，由江

苏、浙江援沪医疗队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护管理团队

协作共管。该方舱 B2—3 区活跃着一支“黄马甲”队伍。

“进舱时看到可以报名志愿者，我立刻报名。”志愿者高

登燕说，她帮着医护人员分发三餐，跟舱友聊天、谈心，还会

组织无症状感染者跳舞、健身。

负责该区域的是江苏援沪医疗队方舱队南京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分队，“护士每 4 小时换班，每个班次一位护士

要管 30 多名感染者。为了更好服务，我们充分调动志愿者

力量。”该医院护士长杨昕说，有病友不舒服或心理不适，志

愿者会立刻联系值班护士，及时采取措施。

“方舱空间大，人员流动性大，民警和医护力量有限，但志

愿者力量是无限的。”驻守临港方舱医院的上海边防和港航公

安分局民警诸佳君说，警、医、患三方共组志愿者工作微信群，引

导志愿者骨干出舱前做好“接力”，让志愿工作可持续。该分局专

为临港方舱医院志愿者准备黄马甲，目前已发放 600余件。

在普陀区连亮路方舱医院，区建管委规建科副科长朱啸

吟 4 月 16 日就满足了出舱条件，但他一直坚守到 4 月底，随

着疫情向好才离开。在舱 20 多天，他负责统筹舱内志愿者

管理、帮助办理医学隔离观察各类手续，有时医护人员忙着

做核酸，他就到护士台和其他志愿者一起，组织隔离观察对

象的出舱工作。

有位 86 岁的奶奶不能吃油腻，方舱医院准备了白馒头

和鸡蛋，朱啸吟便帮忙用微波炉炖蛋，“老人、孩子需要特别

关注，我们配合医护，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数十万志愿者坚守上海战疫第一线

凡 人 微 光 处 处 闪 烁
本报记者 巨云鹏 王伟健 季觉苏

本报长春 5月 14日电 （记者刘以晴）记者

从吉林省卫生健康委获悉：13 日 0—24 时，吉林

省新增 1 例本地确诊病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吉林省感染人数持续下降至个位数。其

中，5 月 12 日，吉林省无新增确诊病例及无症状

感染者。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吉林省毫不动摇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落细落实防控措施，持续

巩固抗疫成果。确保核酸检测资源无短缺，聚

焦全员检测需求引进足量设备，加快培训组建

常态化采样和检测队伍；确保重点人员筛查管

理无隐患，进一步强化对社会面服务人员防控，

抓好治愈出院人员监测管理；确保全员核酸检

测无遗漏，扎实开展常态化检测筛查，建立步行

15 分钟核酸“采样圈”；确保有序复工复产无风

险，进一步压实企业责任，指导企业强化内部防

控措施，建立“白名单”制度，坚决防止发生新的

聚集性疫情；确保小区管控无盲点，加强基层基

础工作，严格落实“三区”动态管理措施，充分发

挥“三长”职能作用，扎实开展无疫小区创建，继

续做好以老年人为重点的疫苗免疫接种，共同

筑牢社区防线。

吉林巩固抗疫成果
感染人数持续降至个位数

这是一张 72 年前上海抗美援朝医疗队三位队员的合影，战地

无惧，青春激扬。72 年后，在上海，照片中两位战友叶鸣和王漫如

的抗疫经历令人感佩。

5 月 14 日上午 11 时许，年已 108 岁，入院 32 天的新冠重症患

者叶鸣，从上海市浦东医院出院，创下国内新冠肺炎重型转阴出院

最高龄纪录。

抗战时期，叶鸣曾以上海市立第

三医院（现东方医院前身）手术室麻

醉师的身份，为抗日游击队筹措医疗

器械、药品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又

参加医疗队，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在这次与新冠病毒的“战斗”中，

叶鸣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有脑梗、冠

心病等病史，老人长期卧床，比较虚弱，入院时已意识不清。浦东

医院组织心内科、老年医学科、呼吸科、中医科等科室专家和护理

人员成立团队，及时将老人转至 ICU 施治。考虑到他已经 108 岁，

经国家督导组专家和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钟鸣等讨论治疗方

案，并根据家属意见，决定不做插管，给予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采

用俯卧通气，这对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专家组和护理团

队悉心治疗护理下，叶鸣老人一天天好转起来。到 5 月 14 日，老人

达到采样时间超过 24 小时、连续两次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出院标

准，顺利出院了。

叶鸣的战友王漫如也经历了一番与新冠病毒“战斗”的过程。

4 月 23 日，94 岁的王漫如因感染新冠病毒进入上海临港方舱

医院。细心的华山医院值班医生在网上搜索，发现她是立过三等

功的志愿军英模。当王漫如康复后，医护人员从室外采来几株鲜

花，致以军礼，简朴热烈地欢送她出舱。如今，王漫如老人已经回

到疗养院，接受体贴的照顾。当听到叶鸣出院的消息时，王漫如激

动地说：“这真的很惊喜！”

这次，两位志愿军老战士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又打

赢了一场“硬仗”！

图为 72 年前王漫如（左）、叶鸣（右）与战友奔赴抗美援朝战场

前的合影。 资料图片

两位抗美援朝老战士——

72年前同框 而今共赢“硬仗”
季觉苏 张 琪

■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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