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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黄河入海口，
天高云阔。在此过冬的
海鸥、东方白鹳不时飞
掠水面，为湿地增添许
多生机。

“咱这里有 300 多种
鸟呢！”山东黄河三角洲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
人员李方说，黄河山东
段全长 628 公里，约占黄
河总长度的 11.5%。好生
态的背后，是能源绿色
转型及一系列生态保护
举措。

作为经济大省，山
东工业门类齐全，能源
需求量大。近年来，山
东省积极推动能源转型。
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山东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
机 已 达 10642.6 万 千 瓦 ，
历史性超过煤电，跃升
为全省第一大电源。在
此过程中，重点企业和
重 点 项 目 的 作 用 不 容
小觑。

在华能滨州 85 万千
瓦光伏项目，记者了解
到，2024 年 12 月 27 日，
该项目首批 60 万千瓦并
网发电。“项目全容量投
产后，每年可提供绿色
清 洁 电 能 12.86 亿 千 瓦
时，平均等效可利用小
时数 1312 小时，每年可
节约标煤 38.58 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 91.77 万吨。”
华能山东滨州公司总经
理丁杨指着一排排崭新
的太阳能光伏板说，这
是 企 业 进 行 业 务 重 整 、
能 源 转 型 的 一 次 大 胆
尝试。

丁杨和同事们最早是在沾化热电厂工作，2022 年，
考虑到热电厂实际以及滨州沿海滩涂地区多、风光资
源丰富等特点，华能山东分公司在科学评估后决定就
在沾化热电厂开展试点，推动老小热电厂重整，全面
向清洁能源转型。

“这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确权政策实施后首个获得
批准的立体用海光伏项目。我们利用沿海滩涂的地形
特点，仅占用水面上的空间铺设光伏板，滩涂水体、
地底淤泥可以同时海域养殖、海水晒盐与提溴等，实
现海域综合利用最大化。”丁杨说。

在位于山东东营的华能河口风电场，上百台白色
风力发电机伫立迎着海风旋转，不舍昼夜地为保护当
地生态环境、稳定能源供应贡献着力量。

“风机不转圈，不休星期天。”对华能新能源公司
东营区域运检中心主任胡鹏飞来说，用这句顺口溜形
容自己和同事们的工作最恰当不过。他告诉记者，风
力发电机昼夜均可发电，对电网的调峰要求不如太阳
能那样高，因此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同事们一起对
风力发电机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维护，尽量确保风机满
发满产。

这座风电场投产至今已经 10 年有余，对于一个
“老”风电场来说，胡鹏飞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多。“相
比于新风机，老风机的故障风险点更多、隐藏更深。
比如，地下电缆、油管破损，海边防盐防潮，风机控
制系统更新等，都需要投入更大精力。”胡鹏飞说。

实践中，相比于基础设施和零部件的维护，风电
PLC 系统的更新维护难度最大。“当年设备采购时，我
们风电场机组使用的 PLC 系统软硬件还都是国外进口
的。近些年，国外厂商调整产品线，有些型号停产，
有些虽然能买到但供货周期长达一两年，我们的风机
不可能停下来等这么久。”胡鹏飞说。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华能依托旗下的西安热工
院，自主研发了国产化风电 PLC 系统。据了解，华能
研制的风电 PLC 对标国际主流产品，关键软硬件实现
100％国产化，逻辑编程软件可运行于国产计算机平
台，支持符合 IEC 61131 国际标准的工业语言以及 C
语言。截至 2024 年 12 月，华能河口风电场分两批次完
成 98 台风电机组国产化系统改造工作。改造后，机组
总体故障率降低了 20%，PLC 模块相关故障率降低了
85%，发电量提升比例约为 2%。

天色渐晚，黄河两岸，水鸟归巢。在山东，能源
结构正向着更新、更绿的方向转型，为当地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夯实着基础。山东省能源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大力提
升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积极探索能源转型新路径，
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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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为我拓宽了求学之路!”日
前，一位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给北京市残
联和教委写来感谢信。去年中考，她和其
他多名脊髓性肌萎缩症考生得到了合理

“照顾”——考试时间延长了 30%。
变化源于一个 12345 工单诉求。此前，

一位市民通过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向北京
市残联反映，自己的孩子患有脊髓性肌萎
缩症，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考试，“能
不能参照高考，为肢体障碍学生参加中考
提供一些方便？”

经过北京市残联与相关部门的沟通，
一系列利好中考残疾考生的举措出台：为
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群体和视力残疾人延
长考试时间，为视力残疾考生提供盲文试
卷、大字号试卷及允许携带盲文笔、盲文
手写板等特殊书写工具，听力残疾考生免
除外语听力考试，允许携带助听器、人工
耳蜗等助听辅听设备……

北京市残疾人维权服务中心接诉即办
工作人员付晓旭介绍，北京市残联全流程
打造工单办理快速受理、精准派单、制定

方案、高效办结、认真回复、细致核验、
暖心回访、二次跟办“八步工作法”，通
过优化方法路径，解决了“怎么办、怎样
办好”问题。

民生无小事。为了更好倾听残疾人呼
声，更精准有效推动问题解决，北京市残
联在 2023 年初开始实施“接诉即办结对
共促”工作机制。截至 2024 年 11 月，北
京市残联系统办理接诉即办工单一共 7357
件，平均响应率 100%、解决率和满意率
超过 99%。

“ 对 残 疾 人 群 体 反 映 的 共 性 高 频 问
题 ， 我 们 从 政 策 服 务 方 面 挖 潜 力 ， 从

‘ 一 件 事 ’ 到 ‘ 一 类 事 ’， 加 强 主 动 治
理。”北京市残疾人维权服务中心主任贾
一均说。

残疾人证如何办理？辅助器具如何申
请补贴购买？居家助残补贴如何领取？
……北京市残联官网和“北京残联”微信
小程序中增设“我有需求”栏目，下设

“我要办”“我要问”“我要查”“我要提”
4 个板块，在线提供残疾群体关注的常用
服务，详细解答残疾人群体关切的共性问
题，及时反馈残疾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建议。

“我们将着力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以
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好残疾人接诉即办
工作，厚植理解、尊重、关心和帮助残疾
人的社会文明风尚。”北京市残联相关负
责人表示。

依托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加强主动治理——

北京着力提高残疾人服务保障水平
本报记者  施  芳

普查成果超出预期

种质资源是育种创新的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第
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专家组组长刘旭表示，没
有种质资源做基础，再先进的育种技术和保障条件，也
不可能凭空育出新的优良品种。

怎样打好这个基础？开展普查是一个关键。
据介绍，中国分别于 1956—1957 年、1979—1983 年

开展了两次农作物种质资源征集，保护了一大批资源；
于 1979—1983 年、2006—2009 年开展了两次全国畜禽遗
传资源调查，基本掌握了除青藏高原区域以外的大部分
地区畜禽遗传资源情况；水产方面还没有开展过全国性
的普查。

农业专家分析，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气候
环境变化以及农业种养方式的转变，农业种质资源数量
和区域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部分资源消失的风险加剧，
一旦灭绝，其蕴含的优异基因、承载的传统农耕文化也
将随之消亡，损失难以估量。

在此背景下，新一轮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于 2021
年 3 月启动。此次普查范围更大，农作物以县域为单元，
对全国 2323 个农业县 （市、区） 开展全方位普查，包括
前两次普查未涉及的 332 个农业县；畜禽以行政村为单
元，针对前两次普查未覆盖到的青藏高原区域启动了重
点调查；首次开展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覆盖全国
2780 个县级区域。

普查成效如何？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刘莉华
表示，此次坚持普查和保护并举，成果超出预期。

农作物方面，新收集种质资源 13.9 万份，覆盖了粮
棉油糖、果菜茶桑等，99％为种植历史久远、类型丰
富、性状多样的传统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目前已全
部 移 交 国 家 库 圃 安 全 保 存 ， 实 现 了 应 收 尽 收 、 应 保
尽保。

畜禽方面，全面查清了畜禽、蜂和蚕资源家底，新
发现鉴定地方品种资源 51 个，采集制作遗传材料 107 万
份，同步对 61 个濒危资源开展抢救性保护，目前 159 个
国家级保护品种都实现了活体保护。

水产方面，全面摸清了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种类、数
量、区域分布状况，采集制作遗传材料 12万份。

“这次普查全面摸清了种质资源的家底，抢救收集保
护了一批优异种质资源，为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加
快种业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撑。”刘旭说。

水产领域实现 3 个“首次查清”

时至冬捕季，华子鱼再次以主角身份在高原碱性内
陆湖——内蒙古达里湖登场。“从去年 12 月 22 日开始，
这季捕捞期将持续到今年 1 月 20 日。”达里湖渔业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冯俊杰说，本次达里湖冬捕秉着保护资源、
捕大放小的原则，捕捞产量控制在 40 万斤，以维持生态
平衡。

华子鱼学名瓦氏雅罗鱼，味道鲜美，富含多种微量
元素和氨基酸，是达里湖仅有的两种经济鱼类之一。第
一次全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日前发布的
报告显示，瓦氏雅罗鱼具有高盐碱适应性，是耐盐碱机
制研究和耐盐碱品种培育的重要资源之一，入选 20 个优
异特色水产养殖种质资源。

中国是世界水产养殖第一大国，也是世界渔业大国
里首个实现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业的国家。2023 年，全国
水产品总产量达到 7116 万吨，连续 35 年位居世界第一。
专家表示，这个发展过程，大量的水生生物资源被发现、
驯化、培育成了水产种质资源，但受条件所限，全国性
系统性的种质资源普查还没有开展过。

2021 年，第一次全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启动。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刘新中介绍，此次普查
首次查清了全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底数。对 312 个重点种
质资源进行系统调查，普查到的 857 个种质资源分为淡水
鱼、海水鱼、虾蟹、贝、藻，还有两栖爬行、棘皮及其
他类等 8 大种类，隶属 155 个科，369 个属，643 个物种，
包括原种 558 个，品种 209 个，引进种 90 个。“无论从种
质资源数量、物种数量还是品种数量等方面，应该说都
是世界第一。”刘新中说。

刘新中表示，这次普查还首次查清了全国水产养殖
种质资源区域的分布和水产养殖主体的底数。普查显示，
总体上我国沿海省份种质资源分布数量高于内陆省份，
南方的省份高于北方省份，广东、浙江、广西、福建四
省区种质资源数量均超过了 300 个，其中广东最多，达到
了 374 个。全国共调查到 92 万家水产养殖主体，2 万余家
水产苗种生产主体。

曾宣布灭绝的畜禽品种找回来了

畜禽资源普查是此次全国普查的另一个重点。全国
畜牧总站副站长左玲玲表示：“我们逐村逐户开展排查，
给每个品种建立了‘户口本’和信息库，查清了有哪些、
在哪里、有多少、怎么样。”

曾宣布灭绝的品种找回来了。山东烟台糠鸡，红
色的羽毛，带有像草本植物子壳一样的飞花，因外观
漂亮、肉质好曾被当地农户大量饲养，但 20 年前进入濒
临灭绝状态。“通过这次普查，烟台糠鸡在原产地 400
公里外的济宁太白湖畔被重新找到。”左玲玲说。不仅仅

是烟台糠鸡，此次普查共重新找回了 10 个曾宣布灭绝
的品种，包括甘肃太平鸡、广东中山麻鸭、云南临沧长
毛山羊等。

左玲玲表示，通过大力实施抢救性收集保护，避免
了濒危资源的灭失。经调查评估，我国现在畜禽地方品
种濒危数量占比是 10.1%，明显低于 2016 年的 18%，也远
低于全球 21.4% 的水平。61 个濒危畜禽地方品种存栏数量
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性增长。

“第三次普查也确认，第二次普查进入名录的 510 个
地方畜禽品种，这次一个也没有减少。”左玲玲说，普查
数据显示，我国共有畜禽遗传资源 1018 个，蜂品种资源
39 个，蚕品种资源 307 个，数量均居世界首位。另外，首
次查清了青藏高原区域畜禽遗传资源的本底，填补了我
国极高海拔地区的普查空白。

有了种质资源，如何做好保护利用？
“我们不断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的建设，初步

构建了原位保护和易位保存相结合、活体保护与遗传材
料保存相补充、国家保护与省级保护相衔接的保护利用
体系。”刘莉华介绍，现代化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新库
已经建成运行，保存能力达到 150 万份，可以满足未来 50
年长期战略保存的需求；世界单体最大的国家畜禽种质
资源库正加快建设，预计到 2025 年年底能够基本完成；
世界一流的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投入运行，
保存能力达 35万份。

刘旭表示，普查收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将加快资
源的鉴定和挖掘，强化资源改良和创制，推动资源的共
享 和 利 用 ， 让 资 源 优 势 尽 快 转 化 为 创 新 优 势 、 产 业
优势。

新收集农作物资源 13.9万份、采集制作畜禽遗传材料 107 万份——

农业种质资源亮“家底”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找回曾经宣布灭绝的 10 个品种、首
次查清青藏高原区域畜禽遗传资源本底、
全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底数第一次查清
……历经 3 年，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不
久前全面完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
施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参与人数
最多的一次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何开
展此次普查？新收集的种质资源有哪些
特点？对农业生产有啥影响？

日前，华能滨州 85 万千瓦光伏项目首批 60 万千瓦
并网发电。                       中国华能供图

▼在西南大学魔芋研究中心资
源圃，研究人员查看繁育的魔芋新
品系幼苗生长情况。
          秦廷富摄 （新华社发）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恩施市六角亭街道一家农资销售
门店内，农民在采购种子。

      张远明摄 （人民视觉）

王  威制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