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广告 32024年4月10日

星期三

服务服务 生活生活

郭军不慎将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证丢失，证号：142230199007073812，
准驾车型：C1，现声明作废。

母亲孙美花不慎将孩子柴嘉琪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丢 失 ，编 号 ：

H140272217，现声明作废。
解春芳不慎将朔州市兰富商贸有

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40600MA0LFFP167，现声明作废。

声 明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国务院近日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
产 能 提 升 行 动 方 案（2024—2030
年）》。行动方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如何确保完成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目
标？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负责人。

问：行动方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

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已经
连续 9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人均
粮食占有量达到493公斤，国家粮食安
全总体有保障。同时也必须看到，随
着我国自然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趋
紧，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粮食
需求持续增长，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
将长期存在，在未来一段时期，现有产
需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需进一步提
升粮食产能，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
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
部门编制了行动方案，经国务院常务
会议讨论通过后，日前已由国务院印
发实施。

问：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升行动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从耕地、水利、种子、农机、化肥农
药、耕作技术等着手，加强衔接配合和
技术集成创新，强化粮食生产能力建
设，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健全种粮
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
机制，走基础设施完善、科技支撑有
力、集约节约绿色的增粮之路，全方位
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坚持立足国内、端牢饭碗，把解决
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农业现代
化的首要任务。坚持依靠科技、集成
配套，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推动
良田良制并举、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
艺融合。坚持优化结构、绿色增粮，着
力提高粮食供给质量。坚持适度规
模、集约经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坚持完善
政策、压实责任，形成支持粮食产能提
升的工作合力。

问：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升行动有哪些主要目标？

答：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
实现新增粮食产能千亿斤以上，全国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在严格保
护耕地的基础上，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7.5亿亩左右、谷物面积14.5亿亩左右；
粮食单产水平达到每亩420公斤左右。

品种结构方面，综合考虑今后一
个时期不同粮食品种消费需求变化趋
势，行动方案明确了分品种增产任务，
将产能提升重点放在玉米和大豆上。
按照“巩固提升口粮、主攻玉米大豆、
兼顾薯类杂粮”的思路，水稻、小麦重
在提升品质、优化结构，玉米重在集成
配套、主攻单产，大豆重在多措并举、
挖掘潜力，因地制宜发展马铃薯、杂粮
杂豆等品种，根据市场需求优产稳供。

区域布局方面，主要是根据粮食
生产现状和未来增产潜力，巩固提升
优势产区，挖掘其他地区潜力，调整优
化粮食生产格局。行动方案明确了六
大片区、不同省份的产能提升任务，并
在全国部署了 720 个粮食产能提升重
点县，带动重点粮食品种和产能提升
任务有效落实。

问：围绕提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下一步有哪些工作考虑？

答：行动方案围绕粮食生产关键
领域和薄弱环节，谋划部署了农业节
水供水、高标准农田建设、种业振兴、
粮食单产提升、粮食绿色生产、农业机
械化提升、农业防灾减灾、盐碱地综合
利用、粮食加工仓储物流能力建设等9
项支撑性重大工程。具体实施过程
中，将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等
各方面力量，多渠道筹措资金，合理安

排建设时序，扎实推进工程建设，有效
改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加快
补齐种业科技创新等短板弱项，切实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问：为确保完成新增千亿斤粮食
产能目标，行动方案明确了哪些保障
措施？

答：行动方案部署了6方面保障举
措和支持政策：一是坚持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压实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落实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二是多渠
道筹措资金，强化粮食生产投入保障，
有效调动各方面力量，形成支撑粮食
产能提升的集聚效应。三是完善种粮
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粮食主产区
利益补偿机制，提高农民种粮和主产
区抓粮积极性。四是创新金融支持政
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粮食生产相关
信贷投放。五是推进粮食生产适度规
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六是健全
现代粮食流通体系，提升粮食储备调
控能力，完善粮食市场调控体系，保持
粮价合理水平。 新华社北京电

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就《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方案（2024—2030年）》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新华社北京电 （记 者 陈炜伟
严赋憬）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 4
月 8日对外发布修订后的《基础设施和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自2024年
5月1日起施行。办法旨在鼓励和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运
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保护特许

经营者合法权益，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法规司负责人说，

办法明确特许经营应当聚焦使用者付
费项目；将特许经营最长期限延长到40
年，鼓励民营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独资、
控股、参与联合体等多种方式参与特许
经营项目；改进特许经营项目管理程

序；明确特许经营模式管理责任分工。
这位负责人介绍，办法着力解决特

许经营领域民营企业入场难、项目实施
不规范、政府履约诚信低等问题。此外，
办法进一步规范特许经营项目管理，强
化特许经营项目前期研究论证，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强调投资者权益保护。

六部门修订发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赵文君）
记者 4月 8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鼓
励特殊食品企业清晰显著标注食品的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特殊食品包括保健食品、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作为
预包装食品，关乎“一老一小”等重点人
群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针对消费者反映食品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字太小、颜色浅、藏得深”等问
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鼓励
食品企业优化预包装食品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标签标识的公告》，推动食品企
业积极采取针对性改进措施，方便消费
者清晰辨识。

特殊食品企业应该结合公告和《保
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标识指南》要求，在最小销售
包装的主要展示版面显著标注，其位置
应当清晰明显、描述准确、易于查找。在
字体方面，鼓励使用最小高度不小于3毫
米、高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1的文字、
数字、符号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并按
照年、月、日的顺序明确标注。

生产日期不好找？

鼓励特殊食品清晰显著标注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顾天成）
春季气温回暖，蜱虫及其相关疾病进入
活跃期。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健康
提示，提醒公众春游踏青、拥抱大自然
时，要提防蜱虫叮咬。

根据健康提示，蜱虫每到春季就进
入活动高峰，可以吸血，通常寄生于野
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体表。蜱虫一般呈
红灰褐色，长卵圆形，背腹扁平，不吸血
时体积只有芝麻到米粒大小，吸饱血后
的蜱虫如黄豆粒大。

蜱虫是多种传染病的媒介生物，一般
蜱虫叮咬后可引起过敏、溃疡或发炎等轻
微症状，但有时也可能引起严重疾病。

如何防范蜱虫叮咬？中国疾控中
心有关专家介绍，当不得不进入蜱虫主
要栖息的草地、树林等环境中时，大家

要做好以下防护，包括穿长袖衣服，避
免裸露皮肤；扎紧裤腿或把裤腿塞进袜
子，防止蜱虫从缝隙钻入；穿浅色衣服，
让附着在身上的蜱虫无所遁形；避免穿
凉鞋，有效防护足部；不在草地、树木上
晾晒衣物，防止蜱虫附着；进入室内前
认真检查，防止通过衣物或宠物把蜱虫
带回家。

专家提示，如果被蜱虫叮咬，重要
的是不使用蛮力，尽快去除蜱虫。无论
是在动物、人体体表，还是在墙面、地面
发现蜱虫，不要用手直接接触，更不能
用手直接挤破虫体，要用镊子或其他工
具夹取，缓慢用力拔出。如不慎皮肤接
触蜱虫，尤其是蜱虫挤破后的流出物，
要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如出
现发热等不适，应尽快就医。

春日出行防蜱虫

疾控机构提示这样做

新华社天津电 （记者 周润健）
4 月的“天象剧场”11日将推出两台好
戏，分别是黎明前的火星土星极近和傍
晚时的昴星团伴月。届时只要天气晴
好，感兴趣的公众可赏“星星相吸”和

“星月合影”。
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为相似

的行星，也是一颗承载人类最多梦想的
星球。本月，火星日出前可见于东偏南
低空，大约于凌晨 4至 5时升起，越往后
升起时间越早；土星是太阳系中仅次于
木星的第二大行星，是一颗气态行星。
本月，土星可见于东南方附近低空，大
约于凌晨 5时后升起，越往后升起时间
也越早。

进入4月，火星与土星在黎明前的低
空越靠越近，11日最近，二者之间的角距
离近乎1个满月视直径大小。日出前，火
星与土星携手出现在东南方，但地平高度
有些低，可观测时间不足1小时。

“由于这两颗行星的亮度都是 1.1
等，在晨光中不容易被找到，感兴趣的
公众最好是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
文望远镜观测，喜欢天文摄影的朋友可
以试着将它们‘同框’拍下。”中国天文
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提
醒说。

11日傍晚，一弯细细的蛾眉月会近
距离伴随著名的疏散星团——昴星团

（也称“七姐妹星团”）出现在西北方天
空。这幕天象非常适合目视观测和摄
影拍照。

“这次时间比较理想，月相也比较
合适。从日落后到 21时左右都可以进
行观测。感兴趣的公众要想清晰地看
到二者‘相依相偎’的样子，最好是去光
污染较小的郊外或乡村，这样裸眼就能
够直接看到昴星团，它就在蛾眉月的旁
边不远处，像一团晶莹的蓝色‘钻石’。”
杨婧说。

据了解，今年会有多次昴星团伴月
甚至月掩昴星团的现象，除了本次之
外，10月20日凌晨发生的月掩昴星团也
值得期待，我国大部分地区可见。

11日看火土极近 赏昴星团伴月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胡喆） 记者
从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悉，天都二号通
导技术试验卫星冷推系统工作正常，近
日已为卫星绕月提供了高精度轨道姿
态控制，标志着液氨冷气微推进系统在
深空探测领域实现首次成功应用，同时
标志着我国 3D打印贮箱首次实现在轨
应用。天都二号推进分系统由航天科
技集团六院 801所研制，推进系统采用
一体化成型3D打印铝合金贮箱，在我国
首次实现在轨应用，该贮箱由 801所和
800所共同研制。

801所专家告诉记者，卫星贮箱是
卫星推进系统的重要部件，作为承压构
件，不仅要求成型精度高、无渗漏，而且
要求抗疲劳性能好，可以实现燃料的反
复加注和排出。研制团队以颠覆式技
术创新方案实现贮箱一体化和轻量化
设计，先后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不仅
所有组件均在贮箱上实现高度集成一
体化安装，贮箱内部也通过3D打印流道
实现了各组件之间的连通，无需导管连
接，研制周期大幅缩短，成本有效降低。

我国3D打印贮箱
首次实现在轨应用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 林凡诗）近期，
科研人员在广西红水河水系发现了一
种小型洞穴鱼类，基于形态学比较和
分子系统发育学研究证实，该鱼类为
新物种，因其首次发现于广西来宾市
忻城县安东乡，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

“安东岭鳅”。
这一研究成果近日由广西师范大

学、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院、柳州市渔业技术推广站等研究人员
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动物园钥匙》上。

科研人员介绍，岭鳅属是一类分布
于中国西南及越南北部的小型淡水鱼
类，大部分生活在喀斯特地下水系环境
中，对极端黑暗的喀斯特地貌环境表现
出显著的适应能力，如眼睛退化、鳞片
脱落、体表缺乏色素沉淀，且具发达的
鱼鳔后室等。

我国科研人员
发现洞穴鱼类新物种

4月7日6时35分，珠江流域北江发
生 2024年第 1号洪水，为我国今年主要
江河首次发生编号洪水，也是全国 1998
年有编号洪水统计以来发生最早的一
次。同一天 16时 40分，珠江流域韩江
发生 2024年第 1号洪水。相比较而言，
今年的1号洪水为何来得偏早？

就珠江流域而言，2023年没有发生
编号洪水，2022年第 1号洪水发生在 5
月的西江，今年是自1998年有编号洪水
统计以来首次发生在4月。

就全国近年来看，2023年 7月 30日
海河流域子牙河发生 2023年第 1号洪
水、2022年5月30日珠江流域西江发生
2022年第 1号洪水、2021年 6月 21日嫩
江发生 2021年第 1号洪水，分别为当年
我国主要江河首次发生编号洪水。

相关专家指出，受2023年东亚冬季
风整体较多年同期偏弱等影响，华南降
雨偏多。4月3日以来，珠江流域出现了
今年汛期的第一次强降雨过程。受持
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出

现明显洪水过程。
根据水利部2019年印发的《全国主

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全国大江大河
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的主要江河水
位（流量）达到警戒水位（流量），可定义
为洪水编号标准。4月7日，北江干流石
角水文站流量涨至 12000立方米每秒，
韩江干流三河坝水文站水位涨至 42.01
米，分别达到水利部洪水编号规定的标
准，北江、韩江相继发生 2024年第 1号
洪水。

专家指出，我国珠江流域汛期一
般为 4 月至 10 月，在七大流域中一般
入汛最早、汛期最长，备汛时间短、任务
较重。

针对北江、韩江发生的洪水，水利
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会同广东、福建等
地水利部门积极调度北江、韩江流域水
库拦洪、错峰，强化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细化落
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北京电

今年1号洪水为何来得偏早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戴小河）
中国石化 4月 8日宣布，公司部署在海
南的福深热1井顺利完钻，井深达5200
米，刷新了我国最深地热科探井纪录。
该井的成功钻探，揭示了华南深层地
热形成与富集机理，意味着我国干热
岩勘探在地区和深度上取得新突破，
对提升我国华南地区地热资源规模化
开发利用、助力区域能源结构调整有
重要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总地质
师郭旭升说，福深热1井钻探目标为2.5
亿年前的花岗岩，属于深层干热岩地热
井。自2023年8月开钻以来，该井应用

了“双驱钻井+高压喷射”等多项自主研
发的创新技术，在近 3900米温度超过
150℃，达到高温地热标准，在5000米温
度超过 180℃，达到国家能源行业标准
规定的干热岩温度界限，形成了深层地
热资源探测评价关键技术，达到科学探
井预期目标和任务要求。

下一步，中国石化将依托福深热
1 井开展研究和现场试验，建成我国华
南首个深层地热产学研一体化现场试

验研究平台和开发利用示范平台，探索
形成适用于华南地区的理论方法和技
术体系，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郭旭升说，地热能是一种稳定可
靠、绿色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储量
大、分布广、清洁环保等特点。当前，我
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多以浅层和中深
层的水热型地热为主，而埋深 3000米
以下的深层地热，尤其是干热岩资源的
开发尚处于探索阶段。

5200米！我国最深地热科探井完钻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于文静）
历经多年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
研究所研发的数字低碳渔仓技术，实
现了水产养殖过程的绿色、智慧、高
效，将通过科企合作推广，推动水产养
殖业转型升级。

这是记者4月9日从数字低碳渔仓
开仓暨科企合作签约活动了解到的消
息。数字低碳渔仓是中国农科院饲料
研究所在水产科技领域的一项重要科
研成果，由水产微生物与饲料创新团队

主持研发。
据了解，该团队通过深入研究鱼类

肠道微生物组学及其功能特征，建立了
强化益生菌、控制有害菌、改善肠道理
化环境的菌群调控策略，创制出预消化
饲料、功能性饲料及后消化饲料，并融
合生物净化、营养提质、数字运营、品牌
创新，与现代水产养殖结合，构建了数
字低碳渔仓系统。

该系统实现了对种苗、饲料、养殖、
品牌、市场、销售、物流等各个环节实施

精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实现全产
业链的高效运转。

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
表示，中国农科院集聚力量组织开展
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不断创新和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我国现代农牧
渔业发展提供坚强科技支撑。数字低
碳渔仓技术是水产养殖业现代化转型
的重要探索，也是数字化农业领域的
重要创新成果，将为水产养殖业发展
注入新动力。

中国农科院推广数字低碳渔仓技术助力水产绿色健康养殖

4 月 8 日，人们在西安大雁塔广场游览。眼下，古城西安春意浓浓，美不胜收的景色吸引许
多游客、市民游览休闲。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4月9日，工人在位于青岛市即墨区
的一汽-大众青岛基地总装车间工作。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持续
优化区域产业布局，着力围绕汽车全产
业链培育产业集群，构筑起制造业发展
的新优势。目前，该区拥有汽车及配套
生产企业 400 余家，年产各类商品车逾
70万辆。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