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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做好春耕备耕生
产，是确保全年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
保供的关键，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
远具有重要意义。及早谋划今年粮食生
产，抓早抓实各项保障措施……放眼广
袤田野，一幅生机勃勃、人勤春来早的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

早：
各地下好春耕备耕“先手棋”

“您家住哪个村？土地是黑土地还
是白浆土？上一茬种了玉米还是大豆？”
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丰收农业有
限公司，农资销售人员任媛媛正耐心询
问前来选购化肥的农户，根据土壤条件
和去年施肥量等信息，提供选购意见。

“我们今年正月初三就开始营业
了。”任媛媛说，现在农户适时选购农资
意识增强，提前订购既可以降低成本，也
能避免备耕高峰期“扎堆”购买造成的运
力紧张。很多农户从去年 10 月开始就
提前交付定金采购农资，等到今年春耕
前给店里打电话，便能随时送货上门。

从东北沃野到华北平原，及早谋划
粮食生产，广大农业工作者将信心耕耘
在希望的田野上。

在山西运城盐湖区的一片麦田里，4
台自走式喷灌机正在进行喷灌作业，水
雾洒在青绿色麦苗上，更显勃勃生机。

“尽管今年小麦苗情好于上年，但是
一点不能松懈，考虑到冬季缺水，我们要
早一点春浇。”山西屴方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经理张鹏说，企业流转了1000亩土地
种植小麦，通过 4台喷灌机进行浇水作
业，20天可以普浇一遍。“我们要及早做
好田间管理，为今年的丰收夯实基础。”

今年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
年。我国明确启动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将重点做好稳面积、稳
产量，确保粮食面积稳定在 17.7亿亩以
上、粮食产量继续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
上；扩大豆、扩油料；提单产、提自给率，
力争玉米示范田亩产提高 100 公斤以
上、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提高 1个以上百
分点。

当前，各地正多措并举抓早抓实小
麦、油菜等农作物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
在我国粮食生产已实现“十九连丰”的基
础上，为下一季丰收做好充分准备。

强：
科技为现代农业插上翅膀

良种、农机、先进技术推广应用……
在今年春耕备耕一线，科技的力量给田
野带来无限希望。

海南省东方市光热和水资源充足，
水稻一年三熟，是发展制种产业的理想
地区。在海南农乐南繁科技有限公司制
种基地育秧作业区，多个育秧环节实现
了机械化，一盘盘嫩绿的秧苗被陆续运
到田里种下。据介绍，基地里全程机械
化生产能力达到80%。

在云南禄丰市，冬日暖阳下，一片片
金灿灿的油菜花格外显眼，年近50岁的
孙建华忙着灌溉油菜地。这位粮油种植
大户从2012年起开始粮油集约化种植，
如今合作社的农机数量超过50台。

“机械化降低了生产成本，种粮补贴
提升了种植信心。”孙建华说，油菜实现了
机器播种，灌溉用水也方便，地里的油菜、
小麦从此前的600多亩扩种至1200余亩。

在安徽省铜陵市，今年小麦播种面
积约 19.5万亩，目前整体长势良好。铜
陵市农业技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何永红
表示，当地安排 350 余名农业科技特派
员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分区域、分
专业“点对点”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农户
开展田间管理工作。

粮油稳产增产，科技是关键。农业
农村部 1 月 29 日组织专家制定发布小
麦、油菜防冻抗旱促稳产技术意见，启动
春季田间管理技术大培训；派出11个专

家指导组分赴河北、江西等小麦、油菜主
产区调研指导，推动防灾减灾和春季田
管关键措施落实落地。

据了解，专家指导组将深入主产县
市和乡镇，进村入户到田走访农民，实地
查看灾情、苗情、墒情和病虫情，调查了
解春耕备耕进展和存在的突出困难，因
地制宜开展指导服务，落实小麦促弱控
旺、浇水补墒、防冻抗寒、防病治虫和油
菜清沟理墒、摘除冻薹、叶面追肥等措
施，全力以赴夺取夏季粮油丰收。

汇：
各方力量汇聚浇灌丰收希望

1月25日，装运有5.8万吨约旦钾肥
的货船在天津港卸货，先正达集团中国
旗下中化化肥将陆续投放市场，保障春
耕钾肥需求。目前，中化化肥正加大化
肥生产，积极推进优质钾肥进口，春耕期
间预计将投放近 500 万吨优质化肥，全
力保障国内春耕农业生产。

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抓早抓实
各项举措，今年春耕备耕生产工作正在
抓紧部署、稳步推进。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扎实做好保障服务。抓好农资跨区域调

剂调运，支持农民备种备肥。开展线上
线下农业技术培训。组织做好农机检修
和跨区机耕机播，发挥社会化服务组织
作用，帮助小农户种好地。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英豪镇，是
以辣椒特色种植为主的乡镇。正月初七
上班第一天，数十名农技人员与包村干
部便奔赴田间地头，为群众提供优良种
子和技术指导，及早谋划今年全镇种植
2万多亩辣椒的目标。

镇党委书记张文文告诉记者，近年
来通过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帮扶，为农户
包购包销，打消了农户后顾之忧。“去年
辣椒价格不错，群众尝到了甜头，今年群
众育苗备播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我们要
及早谋划，提供好技术、种子等支持，帮
助农民增产增收，生活越过越红火。”

落实最低收购价、生产者补贴等政
策，加大对大豆种植支持力度，继续实施
小麦“一喷三防”补助全覆盖，提早下拨
病虫害防控资金，实施南方早稻集中育
秧补助……

各地各部门不误农时抓好春耕备
耕，为提升粮食稳定供应能力、保持物价
平稳打牢基础。来自各方的力量正在汇
聚，共同用汗水浇灌丰收的希望。

（据新华社电）

人勤春来早 备耕正当时
——各地各部门抓早抓实谋划粮食生产综述

1月30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清塘镇陈熊村，村民在翻地（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 30 日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
日印发《关于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高度重视粮食购销领域腐
败问题，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抓紧抓实专
项整治工作。

意见强调，要持续加大粮食购销
领域腐败问题惩治力度，对涉粮问题
线索开展清底式“回头看”，应查尽查、
一查到底；紧盯涉粮乱象背后的腐败
问题，深入查办“影子股东”“影子公
司”“国皮民骨”以及关联交易、套取资
金、输送利益等案件，从严从重惩处，

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
常在；重点围绕粮食收购、存储、轮换、
销售等环节，严肃查处“以陈顶新”“先
收后转”、空进空出、压级压价、吃拿卡
要，以及敷衍塞责、玩忽职守，搞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高度重视办理
挂牌督办的问题线索和案件，集中清

理盘点，快查快结；适时向社会公开通
报重大典型案例，让干部警醒、知止，
形成严的氛围。

同时，意见强调，要持续开展常态
化监督，将粮食购销作为监督执纪问责
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多种方式强化监
督；强化纪检监察与粮食和储备、市场
监管、审计等专业化监督的力量整合、
程序契合、工作融合，织密监督网络，形
成工作合力。

此外，意见还对持续推动监管体制
机制改革、持续推动智慧粮库建设、持续
压实各方责任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意见

持续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这是1月29日拍摄的
福州地铁滨海快线南公园
站地面施工区域（无人机
照片）。

春节假期刚过，随着
返乡工人陆续到岗，福建
省福州市在建地铁滨海快
线、四号线等重点工程项
目进入“24小时施工快车
道”，建设者们铆足干劲，
奋力实现新年重点项目建
设“开门红”。

新华社发

福州福州：：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卯卯””足干劲加快建设足干劲加快建设

梳头、插头面，油彩涂脸，假发贴鬓
角，青墨画眉，彩衣上身……在山东省
德州市夏津县白马湖镇马堤村的戏台
上，伴着竹笛、唢呐的乐点，王玉坤扮的
老旦迈着碎步走上台来。一亮嗓，就激
起了台下父老乡亲的掌声和“叫好”声。

王玉坤是白马湖镇马堤吹腔剧团的
团长。马堤吹腔，因马堤村紧靠运河，吹
腔戏演出活动频繁和人才聚集而得名，
是山东省的传统戏曲剧种，也是山东省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

每逢过年，农村看戏的人最多。今
年自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十，马堤吹腔剧
团每天在村里都有演出，剧团的 36 位
团员将相继登台。

“齐齐整整，团团圆圆，这个年过得
真高兴！”王玉坤说，可在此之前，吹腔
戏已经停演两年，剧团也“支离破碎”。

从王玉坤记事起，每逢年末岁初，
村里就自发组织剧团搭台唱戏，周边
10 里路内的村民都会赶来凑热闹，有
时观众能达上千人。如今都已40多岁
的王玉坤、丁善平、侯仁江是“发小”，十
一二岁起就跟着村里的老人学戏。

“长大后我一直留在村里种粮、种
菜，22岁当了剧团团长，他俩携家带口
外出做家纺生意，工作越来越忙，回来

次数越发少了。”王玉坤说。
春节前，10 年未聚的“发小”回乡

探亲，村民“馋戏”催促，王玉坤等三人
又找出了封存两年的戏服，挨家挨户地
招呼团员“忙活”开来，打算在腊月二十
七白马湖的“黄河大集”上先演两场“暖
暖戏”，也让久不登台的人开开嗓。

近几年，王玉坤在村里的事业小
有所成，利用闲暇时间，他还把先辈流
传下来的戏目和后期创作的新戏都记
录下来，并结集成册，又给积攒的演出
视频配上了字幕。这一回，王玉坤想
劝“发小”留下来：“我的蔬菜大棚管理
模式已经成熟，种粮有村党支部领办
的合作社，粮食丰产又丰收，你们考不

考虑回乡发展？”
“咱村在外地做家纺行业的不少，镇

上有意让我们回来发展，我肯定全力支
持。”“我一直盼着呢，回来守着父母，心
里多踏实。”丁善平、侯仁江纷纷表态。

戏台下，不少多年未见的村民或站
或坐，有的人怀里还抱着第一次回村的
孩子。锣鼓声、戏曲声、欢笑声与不远
处大运河的水声一起升腾。

“你看台上那俩后生演得多好。”马
堤村党支部书记侯庆全站在观众席最
后一排，看着台上台下的乡亲，满眼笑
意：“今年 95%以上的村民都回来过年
了，咱这吹腔戏断不了，日子也会一年
比一年更团圆、更热闹！”

（据新华社电）

非遗吹腔戏“唱”团圆
据新华社电 春节期间

人员流动频繁，是否有新的
变异株传入我国备受社会关
注。在1月30日举行的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
研究员陈操介绍，根据监测
数据显示，本轮疫情还是以
BA.5.2 和 BF.7 为主要流行
株，目前没有监测到其他优
势病毒株。

陈操说，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我国一直开展新冠病毒的
变异株监测工作，也为早期疫
情流调溯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和支撑，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经
验和数据。春节假期期间，收

到全国各省上报的新冠病毒
全基因组序列1421条，经过分
析发现有11个进化分支，仍旧
以BA.5.2和BF.7为主，没有
发现新的变异株输入。

陈操介绍，当前春运正
在进行中，高校近期也要陆
续开学，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指导全国做好新冠病毒变异
监测工作，继续对哨点医院
中的门（急）诊病例、重症病
例、死亡病例、特殊人群开展
新冠病毒的变异监测。同
时，同其他部门对海陆空口
岸的入境人员进行新冠病毒
的变异监测，及时预警并采
取相应防控措施。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目前我国没有监测到其他优势病毒株

据新华社电 在1月30日举行的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
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春节期间，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相关部门持续做好服务
保障，广大医务人员和各行业工作者坚守
岗位，防控工作平稳有序，“乙类乙管”措施
落地见效。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
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态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治的第一道防线。“为更好掌握各地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情况和疫情形势，我
们坚持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情况的日监测、
日调度、日报告制度。春节期间城乡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一直保持正常运行，提供发
热诊室门诊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
生健康司监察专员傅卫介绍。

“从 2022 年 12 月 21 日开展监测以
来，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
诊室和普通门、急诊的诊疗人次总体呈现
先增后降趋势，目前正在平稳回落。”傅卫
介绍，在 2023 年 1 月 21 日至 27 日春节假
期期间，发热诊室的诊疗量处于低位，初
一诊疗量最低，之后有一定的回升，但一
直低于节前的诊疗量，减少 40%左右。和
2022 年 12 月 23 日 的 峰 值 相 比 ，下 降
94%。2023 年 1月 27 日，基层机构的普通
门、急诊的诊疗量是 203.6万人次，与节前
相比减少近三成。

“总的来看，春节期间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的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平稳有
序。”傅卫介绍，各地在春节期间积极做
好重点人群和重症患者的转诊和转运工
作，扩充 120 转运能力，增加电话坐席，
同时组建非急救转运车队来保障患者的
转运需求。上级医疗机构也建立转诊绿
色通道，简化重症患者转诊流程，确保及
时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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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加
大，返乡人员增多，农村地区
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全国农
村地区疫情形势如何？城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情况
如何？药品供应和防疫物资
是否充足？30日，围绕公众
关注的热点，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
防疫关切。

春节期间全国农村
地区疫情形势总体平稳

“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
进入低流行水平，各地疫情
保持稳步下降态势。”国家卫
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说，要始终紧盯关键环节，做
好重点人群健康监测，全力
保障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

农村地区仍然是当前疫
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农业农
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
司长、一级巡视员毛德智表
示，春节期间，农村地区的疫
情总体平稳，没有出现疫情
上升情况。

针对包括偏远山区、牧
区、林区、海岛在内的“三区一
岛”农村疫情防控薄弱环节，
毛德智介绍，主要从以下四个
方面重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落实重点人群包保机制，
摸清老、幼、病、残、孕五类重点
人群基础信息，开展“点对点”
联系服务；二是开展巡诊服
务，推动各地配足乡村两级医
疗人员，开展医务人员“上山
下海”诊疗、送医送药上门；三
是加强药品储备，推动各地在
防疫药品和医疗设备分配时
向“三区一岛”倾斜；四是做好
转运转诊，督促指导各地为乡
镇医疗卫生机构配备救护车。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诊疗平稳有序

“总的来看，春节期间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救治和
疫情防控工作平稳有序。”国
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
司监察专员傅卫说，为更好
掌握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运行情况和疫情形势，坚持
基层机构诊疗情况日监测、
日调度、日报告制度。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疫
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第一道
防线。据介绍，截至 2022年
年底，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实现发热
诊 室“ 应 设 尽 设 、应 开 尽
开”。春节期间，全国发热诊
室 24 小时开诊，正常运行，
及时做好轻型患者对症治疗
和重症患者早识别、早转诊。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药品配备状况持续改善

春节前，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加强当前农村地
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要求保障农村
地区物资储备和供应。对
此，傅卫介绍，“我们坚持每
日监测调度，动态掌握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药品配备、物资储备和使
用情况，对各省配备情况及
时进行通报和督促。”

监测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以来，全国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配
备状况持续改善。目前，
94%以上城乡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所配中药、解热、止咳三
类药品可用一周以上，85%
以上基层机构达到两周以上
储备量，部分乡镇卫生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
小分子抗病毒药物。截至
2023年 1月 27日，全国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共配备指氧仪
289.4 万个，制氧机 21.9 万
台。 （据新华社电）

总体平稳 持续改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防疫关切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获悉，目前，各地正在有序开展
2023年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作。
与往年一样，参保人员可在上次认证后的
12个自然月内任意选择时间进行认证。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亓涛介绍
说，老年人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
服务平台网站或“掌上 12333”等官方手
机应用，进行人脸识别认证；在境外居住
的，还可以通过外交部“中国领事”手机
应用完成认证；高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
特殊群体可以提出上门认证申请，社保
经办机构会提供上门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人社部门取消了领

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集中认证，并已初
步构建了以信息比对为主、社会化服务
和远程自助认证相结合的认证新机制，
努力实现寓认证于服务、寓认证于无形，
尽量减少对老年人的打扰。

“除个人进行人脸识别认证以及由
人社部门上门认证外，我们还在加快推
进大数据比对认证。也就是社保经办机
构通过与公安、民政、卫生健康、交通运
输等部门实现数据共享，不需要本人进
行任何操作，即可完成认证。2022 年，
全国已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退休人员是通
过数据比对方式完成认证的，以后这个
比例会越来越高。”亓涛说。

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

可在上次认证后一年内任意时间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