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20年，黑龙江又是一个丰收

年：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七连丰”，

全省粮食总产达到 1508.2 亿斤，占

全国总产的 11.3%，比 2019 年增加

7.6 亿斤，粮食总产连续 10 年位居

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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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 10日
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0 日
发布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
展合作》白皮书。

白 皮 书 全 文 约 26000
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
包括八个部分，分别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时代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时代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取得新进
展、助力共建“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
手应对全球人道主义挑战、
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
展能力、加强国际交流与三
方合作、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展望。

白皮书说，新时代的中国
国际发展合作，以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精神
内涵更加丰富，目标方向更
加 清 晰 ， 行 动 实 践 更 有 活
力。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规模
稳步增长，并更多向亚洲、
非洲地区最不发达国家和“一
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倾斜。

白皮书指出，新冠肺炎
疫情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
安全和健康福祉造成巨大威
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
来 重 大 挑 战 ， 落 实 联 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任重
道远。展望未来，中国将继
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
指引，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
导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为
全球发展注入中国力量。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

去年秋收时节，接连3场台风“光顾”黑龙江，雨
又大又急，让李泽峰彻底慌了神。

李泽峰是北大荒集团绥滨农场东井管理区的水稻
种植户，家里种着375亩地的水稻。“往年，1台轮式机
足够用了，可是 2020年雨量大，地里太湿，轮式机走
不动，眼看着粮食收不上来，当时真是懵圈了。”

“农场从外地调度到200多台履带式收获机。机械已
经在路上，今天就能收完。”紧要关头，管理区主任刘德
勇带着两台收获机上了门，当天就帮李泽峰收了粮。

“接到台风预警以来，我们组织人员机械力量，要
求各个管理区充分掌握机车动力数量与收获任务相配
比，统计出需要补充的机械数量。根据实际情况，新
购、外联大马力农用机车149台，调度外来履带式收获
机 214台，确保收获、翻地机械力量充足。”绥滨农场
农业发展部副部长崔新宇说。

天灾面前，要稳住农业，政策引导、科学调度更
显重要。针对特殊情况，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下发了

《关于全面做好秋收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抓好落实，抗灾夺丰收。

“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紧紧围绕农时季节，省市
县乡四级派出 1000 多个专家指导组、3.5 万人次深入一
线工作。”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金会介绍。

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51 岁的刘春生，这两年总爱去村里保护区的试验

田转悠。“保护区的黑土地，和其他土地相比肉眼看不
出啥区别，可用手摸一摸，以前是梆梆硬，现在是松
软，用脚一踩地里的垄都能直接起来，我心里高兴！”

刘春生是绥化海伦市前进镇东兴村农民，2012
年，他带领村民们成立东兴现代农机农民专业合作
社。2018 年，海伦市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实施黑土地
保护利用整建制推进试点县，合作社 2000亩地成为试
验田，由政府组织经营主体推进耕地轮作制度，并通
过玉米、水稻秸秆全量深埋还田等处理方式提高黑土
地有机质含量。

两年沉淀下来，时至去年秋收，红利逐渐显现。
“在降雨较多的情况下，试验田长势明显比其他土地更
好。试验田大豆每亩增产22公斤，玉米每亩增产50公

斤，粮食收入增加了至少5个百分点。”刘春生说，“过
去的黑土地眼看着又回来了，我瞅着地力在增厚，有
专家评估说每年有机质含量能提高1%到3%。”

“项目区内耕地质量得到了提高，地力明显提升，
黑土层最深达到1.2米。同时，保护区还起到了示范引
领作用，实施秸秆还田、有机肥堆沤、减少化肥使用
量这些措施，在项目区外也自发开展起来。”海伦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姚宏伟说。

近年来，黑龙江严守耕地和生态红线，采取工
程、农艺、生物等多种措施，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
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根据不同积温带和土壤类型，
推广“一松两免”“一翻两免”和保护性耕作全覆盖三种
模式，全省黑土耕地保护示范区面积达1000万亩。

为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我种的 352 亩水田地，选的是‘三江 6 号’品
种。水稻品质好，还一直按照农场标准种植模式在
种，哪能不丰收呢！”望着不远处装满粮食的大粮仓，
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分公司种粮大户张景会喜上心头。

去年春播生产，张景会采用机械替代人工的方式，
利用轨道车喷药、运苗，不仅节省了人工，还提高了作业
效率。到了夏天，他还掌握了“数字管控”，通过观看叶龄
长势，进行科学管理。作为农场“红人”，周边种植户常来
找他“取经”，他乐此不疲地为大家传授经验。

无需到田间地头搜集数据，监测点传感器会自动
将农作物的各类要素信息传到物联网系统内，让科研
工作者更全面地进行监测分析，这得益于物联网综合
服务管理平台的运用。

“智能化叶龄诊断，通过对田间水稻长势长相的诊
断、预测进行调控，促进水稻生长发育，让水稻更好
地抽穗成熟，由经验种田转变为科学种田，不断提高
农业科技水平，为丰产丰收提供了坚实保障。”建三江
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副主任张晓波说。

“近年来，黑龙江实施科技兴农强农行动，为农业现
代化插上科技翅膀，全省农业科技贡献率预计达到
68.3%，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7%。”王金会介绍，通过
在各积温带作物推荐3-5个高产品种，引导选用优良品
种，全省良种覆盖率已经实现100%。全省高素质农民已达
9.3万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稳定在1.2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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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仓黑龙江：

“十七连丰”护牢中国饭碗
本报记者 吴齐强 方 圆

2020 年 9 月 29 日，北大荒集团九三农场尖山
农场大豆开镰收割。 孙建新摄 （人民视觉）

2020 年春节，91 岁的欧阳永
英搬到了江西新余高新区水西镇的
儿子家过年，没想到遭遇疫情，一
下住了3个多月。住久了，老人经
常唉声叹气，仔细一问，原来是想
念桐林村“颐养之家”里那帮老伙
伴了。

“5 月份疫情后重新开门第一
天，老人们就回来了一大半。”桐
林村村委委员兼“颐养之家”管理
员胡克军领着记者转了一圈，只见
三四十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家或围坐
下棋打牌，或抱孙闲唠，还有的坐
在空调房里听京剧，很是惬意，

“一个小小的‘颐养之家’，暖人
心，受到好评。”

为让更多农村老人颐养天年，
新余从 2016 年起，由组织、民政
部门共同推动全市农村“颐养之
家”建设，“既解决农村养老问
题，也能让党建工作在基层找到有
效抓手。”新余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赖国根介绍。

建设“颐养之家”，钱从哪里
来？多番调研之后，新余确定了最

可行的路径——“政府主导，群众
自养”。初期建设经费以财政投入
为主，由市、县、乡按一定比例分
担，后期运营经费多方筹措，老人
自缴 200 元，政府出补贴 150 元，
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爱心捐款捐物。

建设“颐养之家”，光有钱还
不够。新余紧紧围绕老年人需求特
点，精心谋划打造：选址尽量挨着
村卫生室，确保每位老人都有一份
健康档案；针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
人，采取送餐制。

红烧鱼、冬瓜肉、炖豆腐，鸡
蛋汤……2020 年 9 月 3 日中午，在
渝 水 区 罗 坊 镇 高 勘 村 “ 颐 养 之
家”，84岁的彭美连正吃得津津有

味，“三餐热饭热菜，味道蛮好，
有的菜就是自留地里摘的，新鲜。”

这个400多平方米的“颐养之
家”，由原来的村小学改造而成，
不仅整合了村卫生室、农家书屋，
还为需要住宿的老人们备下几间
房。活动室墙壁上贴的党建宣传栏
十分醒目。

让“颐养之家”充满温情，需
要基层党组织切实发挥作用。为
此，新余将服务“颐养之家”作为
党员先锋创绩的评价标准之一，组
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宣讲活动。
而入住“颐养之家”的不少老党员
则组成了理事会，为这个“大家
庭”忙前忙后。

“颐养之家”让老人、子女安
心，更使得党组织在基层中深得民
心，入住其中的老人们，又成为基
层工作的重要“帮手”。

随着“党建+颐养之家”模式
逐步成熟，新余已将入住老人年龄
放宽至 70 岁以上。截至 2020 年 9
月，新余 414 个行政村已建成 736
个“颐养之家”，入住老人 10309
名，实现全市所有行政村和有需求
老人全覆盖。

江西新余

“颐养之家”温暖人心
本报记者 朱 磊 王 丹 王 亮

1月10日，人民警察迎来了
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让我
们向中国人民警察致敬！祝他们
节日快乐！

大图：西藏林芝边境管理支
队南伊边境派出所全体民警前往
红色教育基地——琼林新村戍边
小牧屋开展警旗宣誓活动。

袁 泉 杨 洋摄影报道
小图：甘肃兰州公安交警在

街头执勤。 新华社发

人民警察，节日快乐！

日前，莆炎 （福建莆田—湖南炎陵） 高速公路明溪城关至建宁里
心段正式通车试运营，建宁往返三明将缩短30分钟车程。该项目全长
99.74公里，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对促进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联系
具有重要意义。 雷书振摄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在
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
际，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福建省“漳州 110”的先进事迹，
授予他们“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福建省“漳州 110”，全称为“福
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直属
大队”，1990 年引领全国建立 110 报
警服务台和快速反应机制，实现了打

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功能的
有效整合，被百姓亲切地誉为“远亲
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 110”。进入
新时代，“漳州 110”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公安工作系列重要论述
精神，深化警务机制改革，着力打造

“漳州 110”升级版，积极拓展建立网
格治理“社区（乡村）110”，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北京1月10日电（记者熊
建、叶紫）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
月 9 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卫健委副主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负责人
曾益新表示，疫苗接种是控制传染
病大流行的最有力武器，2020年12
月15日以来，中国正式开展了重点
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迄今为
止，全国重点人群接种量已近 750
万剂次，加上之前针对高风险人群
接种的 160 余万剂次，已累计开展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900多万剂次。

“900 多万剂次的接种，进一步
证明了中国新冠病毒疫苗良好的安
全性。”曾益新说。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

家王华庆表示，根据监测结果，现在
报告上来的疑似不良反应中，80%是
一般不良反应，其中有十万分之六是
异常反应。在异常反应中大多数都是
过敏性皮疹，也有其他的过敏反应，
包括血管性水肿等不良反应，严重的
不良反应大概是百万分之一。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表示，疫
苗免费接种是在居民知情自愿的前
提下进行的。企业按议定价格提供的
疫苗的费用，加上接种服务等全部的
费用，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
担，居民个人不负担。“通过主要动用
医保基金滚存结余和财政资金共同
承担新冠疫苗及接种的费用，不影响
当期医保基金的收支，也不会影响大
家看病就医的待遇。”李滔说。

中宣部授予福建省“漳州110”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900多万剂次

内陆与沿海添新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