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1年7月9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张晓蓉 视觉编辑：褚林要闻

胡启生在沧州调研沿海经济带建设时要求

全面提升向海发展能力
打造沿海经济带增长极

张妹芝在邢台调研时强调

坚持政治站位 提升履职能力 扎实
开展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联动监督工作

本科提前批A段各类院校（专业）
一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

时清霜在秦皇岛市检查防汛相关工作时强调

压实防汛责任 落实防御措施
确保安全度汛

夏粮喜丰收 麦香盈满仓
——我省小麦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岚山）7月
7 日至 8 日，副省长胡启生到沧州
就高质量建设沿海经济带进行调
研。他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论
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全面提升向海发展能力，推动
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打造沿海经济带增长极。

胡启生一行先后到沧州经济
开发区、渤海新区，深入企业、港口
和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企业发
展、项目建设、海洋资源利用以及
规范用海等情况，协调解决面临的
突出问题。

胡启生指出，沿海经济带是我
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全省大

局中具有特殊战略地位。要强化沿
海思维、创新理念、开放意识，构建
陆海统筹、港产联动、港产城融合
发展的新格局。要推动港产联动发
展，加快港口资源整合和优化提
升，做大做强临港产业和海洋特色
产业，打造现代化临港工业基地。
要深入推进“四个一批”，加快产业
集约集群发展，提升园区发展能
级，加速港口、产业、城市有机融
合。要强化开放合作，用好资本市
场，加快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为
沿海经济腾飞插上科技和金融的

“翅膀”。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下好先手棋，打好主
动仗，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
型，构建低碳循环产业体系。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7月
8日，副省长时清霜一行到秦皇岛
市检查防汛工作，实地查看备汛
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压实
责任，消除隐患，科学调度，周密
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在检查过程中，时清霜一行先
后来到卢龙县青龙河夹河滩防洪
堤、杨山沟水库和抚宁区洋河大李
庄段，详细了解水库蓄水、工程运
行情况，仔细询问应急预案准备、
防洪物资储备工作。

时清霜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

工作的部署要求，克服麻痹思想和
侥幸心理，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
识，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
救大灾，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
领导，做到责任到位、措施扎实、指
挥科学、应对有序。他要求，汛期要
严格执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做好信息收集、预警发
布、指令传达等工作，确保防汛指
挥系统高效运转。要适时组织会
商，预测雨水情发展趋势，评估研
判不利影响，科学制定防范措施。
水利等部门要充分利用现有水利
工程，精准调度洪水，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存蓄利用好雨洪资源。

金色麦浪，颗粒归仓，又是一季丰
收粮！

得益于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
今年，我省小麦生产呈现出面积、单
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夏粮再获
丰收。

党政同责保面积，惠农
政策增底气

抓起一把金黄的麦粒，深州市种
粮大户孙仁中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今年，孙仁中流转种植的2000亩小
麦，平均亩产达600公斤左右。

“今年是个丰产年，也是丰收年。”
提起今年小麦的收成，孙仁中挺满意。

“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
食生产年年要抓紧。”“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
书记也要负责。”

我省是农业大省，承担着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任务。省委、省
政府坚持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
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狠抓粮食生
产不放松，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结
构合理、品质优良，牢牢把握粮食安全
主动权。

重农抓粮首先要保面积，力争稳
中有增。按照国家下达我省的粮食生
产保障任务目标，我省制定重要粮食
生产保障目标，并将粮食面积、产量目
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村、落实
到地块，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确保
任务完成。今年，我省小麦播种面积
3350.5 万亩，比上年增加 45.3 万亩，为
保障夏粮丰收夯实了基础。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保
护耕地就是保护粮食生产。我省采取

“长牙齿”的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
止耕地“非粮化”，严禁违规占用耕地
和违规绿化造林、挖湖造景，严格控制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深入开展农村乱
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

多一分耕地，多一份丰收。今年，
我省将撂荒地治理作为挖掘粮食生产
潜力的关键举措，统筹推进撂荒地综
合利用，改善撂荒地耕作条件，提升耕
地地力，增强撂荒地生产能力。到2021

年底基本实现全省耕地无撂荒，耕地
资源潜力得到初步恢复，为保障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支撑。

从播种、田管，到收获、销售，一系
列强农惠农富农措施，增强了广大农
民的获得感，也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
极性，让粮食安全的根基稳如泰山。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关键在于
让农民种粮有钱挣。这不仅需要稳定
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等强农惠农政
策，更需要种得好、卖得好。”省农业农
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用好产粮
大县奖励、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小麦最
低收购价、农机购置补贴等强农惠农
政策，提高种粮比较效益，调动各地重
农抓粮、务农种粮的积极性。

我省还安排专项资金 5450 万元，
用于强筋小麦、优质谷子产业集群建
设。统筹资金 8193 万元用于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其中用于麦田病虫防治资
金2291万元。

良种良田齐发力，稳粮
提质见效益

石家庄市藁城区种粮大户王永昌
种植了1100亩“藁优5766”优质强筋小
麦，今年尝到了丰收甜头：产量与种普
通小麦相当，但一公斤的价格高出普
通小麦 0.2 元以上，一亩地能多增收
100多元。

“我选种子，一看产量，二看品质。
产量稳定风险就小，品质好就不愁
卖。”王永昌说，区别于普通小麦，强筋
小麦面筋强度高，延伸性好，是制作面
包、饺子的最佳选择，也成为大型食品
加工企业替代国外进口小麦的“香饽
饽”。“受益于好种子，今年麦子的收成
真不赖。”王永昌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小麦亩产
量的提升，离不开好种子的支撑。

6月11日，魏县“马兰1号”节水高
产示范田实打实收，3.59亩小麦平均亩
产 801.42公斤，我省小麦亩产首破 800
公斤。6月 14日，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南
楼村小麦控水节肥丰产增效百亩示范
田里，实收“马兰1号”面积4.3亩，籽粒
平均亩产为 811.9公斤，再创我省小麦
单产最新纪录。

坚持“藏粮于技”，我省围绕小麦

产业，强化新品种选育，集成绿色高效
技术，打造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有效促
进了优质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
培 育 出 师 栾 02- 1、藁 优 2018、藁 优
5766等一批品质性状优良、产量高、适
应性强的强筋小麦品种，以及马兰 1
号、衡9966等节水高产小麦品种，小麦
品种的更新换代为夏粮丰收奠定了坚
实基础。同时，我省普及推广深耕深
松、测土配方施肥、小麦秸秆还田，以
及“一喷三防”等关键增产技术，保障
了小麦丰产丰收。

良种要种在良田上。走在景县志
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高标准农田里，
阡陌纵横，田畴整齐，麦收后的田野又
添新绿，一棵棵玉米秧苗长得笔直。

说起高标准农田的好处，志清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志清打开了
话匣子：“旱涝保收，节肥减药，农机
进田容易了，集中连片耕种，成本降
了一大截。”

站在田间地头，农田里的指针式
可移动大型节水喷灌设备格外醒目。

“通过土壤墒情监测设备，可以知道什
么时候该浇水，应该浇多少，可以实现
水肥一体化灌溉，既节水节肥又省
工。”高志清说，比起传统灌溉方式，该
设备可节水45%左右。

为持续落实好“藏粮于地”战略，
2020 年，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
产品保护区为重点，我省安排新建高
标准农田286万亩，进一步提高项目区
耕地质量和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为今
年夏粮产量再攀新高峰发挥了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

高标准农田，建好更要管好。为提
高管理能力水平，确保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质量和成效，今年，我省开展高
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年”活动，确保已
建成项目质量经得起检验，新建成的
高标准农田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受
益群众满意度90%以上，田间灌排渠系
建筑合格率（含建材）95%以上，田间道
路通达率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区达
到90%以上。

社会化服务唱主角，机收
减损保归仓

如今，机收已成为麦收的主要方

式，但机收造成的损失也不容忽视。
54岁的杨俊山是成安县俊山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从 2015 年开
始，他通过流转土地大规模种植小麦，
今年种植的3500亩小麦喜获丰收。

“减少损耗就是增产增收。”杨俊
山说，种地增收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
提高粮食产量和价格，另一方面抓好
机收减损，确保颗粒归仓。如果麦收中
机损率高，很多粮食就会白白抛撒到
地里。

如何减少机收损失？几年下来，杨
俊山对小麦减损增收有不少心得。

“小地块收割的时候机械拐弯多，
麦粒损耗要比走直线多。把地块整合
成大地块，再加上从种到收运用先进
技术，每亩能比散户种植多收 50 公斤
以上。”杨俊山告诉记者，减少机损率
不仅和农机有关，还和农机手的技术
密不可分，收割时速度不能太快也不
能太慢，太慢了会影响作业效率，太快
了就会有很多小麦抛撒出去，要保持
匀速收割。

小麦虽丰收，就怕收中丢。降低机
收损失，就相当于增加了种植面积和
粮食产量。今年，我省各地积极落实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求，紧盯小麦
机收减损，对农机手进行操作提示，在
选择作业路线、作业速度、调整作业幅
宽、留茬高度等方面，都提出小麦机收
减损的技术示范，把节约粮食落实到
田间地头。

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机收减
损。我省充分发挥10个国家农机“土专
家”和22个省级“土专家”的作用，在小
麦集中收获期，围绕降低割台损失、夹
带损失、清选损失等重点环节，开展巡
回技术指导。普及推广试割作业，组织
技术人员开展损失监测，及时调整割
台、滚筒等关键部件作业状态。

为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今
年，我省大型复式、智能化农业机械尽
锐出击，社会化服务唱主角。“三夏”期
间，我省充分发挥农机大户、农机专业
合作社、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
心等市场信息灵、装备实力强、服务质
量好等优势，大力推广托管式、订单
式、租赁式等服务模式，发展“互联网+
农机作业”，让农户省心省力又省钱，
有力保障了夏粮丰产丰收。

燕赵先锋

王建威：乡亲们增收致富是我最大的快乐
河北日报记者 李连成 通讯员 李瑞民 郑美芳

“茎部有白霜，这是得了茎基腐
病，使用甲霜恶霉灵喷雾或灌根，隔
5-7 天再用药一次，基本就好啦。”听
说贾村镇王文村的番茄秧苗出现了
瘫软卷曲，7月 2日下午，刚从北京赶
回望都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望都县
农业推广研究员王建威，第一时间钻
进了番茄大棚里。“农民种地不容易，
一点小疏忽，都可能造成大损失。”

王建威与王文村村民的交情要
从 10 年前说起。那时，望都县还属燕
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王
文村正是其中的贫困村。“当年，望都
县将我聘为该村的农业专家，协助带
动村民脱贫致富。”王建威回忆说。

望都县之所以选派王建威来到
这里，是因为他刚刚蹚出一条农业丰
产增收的新路。“当时，玉米、小麦是
各村种植的主要作物，家家会种，但
不咋赚钱。许多村民见我就问种啥才
能多挣钱？”农民所需，就是干事的动

力，王建威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调研。
他发现，望都土壤层厚、有机含量高；
水质好，PH值在8-8.5之间，偏碱性；
光照充足，空气湿度低，生长月平均
气温在20℃-28℃。“这些综合条件特
别适合种植番茄。”王建威联合农业
合作社，接连试验了 100 多个番茄品
种，终于选定了最适宜的品种。那段
时间，他没在家歇过一个完整的周
末，身子瘦了，脸黑了。

带着试验成果来到王文村，却遭
到了村民质疑。“这西红柿咋种呀？”

“收下来卖不出去咋办？”……在村里
召开的番茄种植推广大会上，王建威
还没讲几句，就被村民们的吵吵声打
断了。“我手把手带你们种，出了任何
问题，我负责！”他掷地有声，现场向
村民作出承诺。

说干就干，王建威组织村民到山
东寿光、沧州肃宁等地参观西红柿种
植，安排村民在当地农业合作社边打
工边学习。“可最后统计种植意愿时，
只有 6 户村民愿意试试。”王建威说，
当时都不富裕，很多农户连投资建棚

的本钱都没有。“我决定先干起来，用
事实说话。”

平整土地，搭建大棚，培育秧苗，
点花授粉……每个环节，王建威都盯
在现场，每项技术都手把手教。村民
曹志琴说，每天凌晨 5 点，农户没到，
王建威已在田间。晚上，农民都回家
歇息了，他还在大棚观察记录番茄生
长状况，经常忙到9点多，才拖着疲惫
的身子回家。

在王建威悉心指导下，6 户村民
试种的番茄当年就见了效益，每个棚
纯收入达2万元。每户种植2个棚，一
年收入 4 万元。其他村民一下子就有
了信心，纷纷报名，第二年村里种植
面积就达到了100多亩。

“要想进一步提效增收，就得不断
提高农业技术含量。”王建威没有懈
怠，又全身心投入到引入、转化、试验
新技术的工作中。随着新技术不断应
用，番茄产量增加了，品质提高了，农
户腰包越来越鼓，全村的种植面积一
年年扩大。目前，王文村番茄大棚达
446个，占地1160亩，年均收益超千万

元。“自从种上番茄，日子一天天红火。
如今不但住进新房子，还开上了小汽
车，生活特幸福。”曹志琴说，不只她
家，村里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小康生活。

1992年大学毕业后，王建威一直
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常年在田间地头
奔波，今年52岁的他，皮肤黝黑、头发
稀疏、手上布满老茧，看上去比同龄
人苍老很多。其实，王建威曾多次有
留在城市坐办公室的机会，但他选择
坚守在“离土地最近的岗位”，并且一
干就是30年。

30 年来，他累计为农民“传经送
宝”近 3 万次，培训 6 万多人次；为全
县引进推广蔬菜新品种56个，选育辣
椒新品种 3 个；促进粮食蔬菜科技成
果转化13项，经统计增加农业经济效
益28亿元。望都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说，一项项成绩，是王建威无数
汗水滚落田间的结晶。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踏
踏实实把本职工作干好，乡亲们增收
致富是我最大的快乐。”王建威坚定
地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7 月 8
日，我省本科提前批A段录取有序
进行，各类院校（专业）一志愿满额
率普遍较高。

本科提前批A段包括5所公安
类高校，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
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和铁道警察学院
等。录取时，省教育考试院将报考
该院校的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和政
治考察均合格且达到相应批次控制
线的考生，依据考生分数，按照招生
计划的100%投档，招生院校负责审

查录取。从投档情况看，考生志愿
填报十分踊跃，有的院校物理、历史
组合投档线均达到550分以上。

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
大学等，采用综合评价的录取模式
招生。南方科技大学按物理学大
类录取，学生入学不分专业，在大
学一、二年级根据自己的兴趣、能
力和社会需求再选择专业。该校
投档考生中，高考成绩全部超过
620分。

此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
学等高校的飞行技术专业，也在提
前批A段录取，各院校基本满额。

关注2021高招

河北日报讯 7月6日至7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妹芝带队
到邢台市就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联
动监督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相
关立法工作进行调研。她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公共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
部署，坚持政治站位，提升履职能
力，扎实开展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联
动监督工作。

张妹芝实地调研了信都区、沙
河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并分
别召开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联动监
督座谈会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
相关立法座谈会，认真听取市人大
常委会、市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汇
报，研究推进举措。

张妹芝强调，要坚持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开展公共医疗卫生服
务联动监督的重要意义，切实把责
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要提升履
职能力，认真学习研究相关法律法
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
相关工作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重点难点，持续盯紧老问题、
分析研究新问题，切实解决公共医
疗卫生服务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要强化组织领导，上下协调联动，
确保联动监督工作有力有效开展。

张妹芝指出，医疗纠纷预防和
处理相关立法是今年省人大常委
会确定的一类立法项目，要坚持科
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广泛
征求意见，认真研究论证，打造精
品良法。

（上接第一版）
2003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

到村里，详细询问情况，一起商量对策：“省里
研究一下，给你们村派一个科技特派员来。”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俞旭平
来了，在村里驻了一个月，转遍沟沟坎坎，用
手一指：中药材黄栀子，适合本地土壤。

长杂草、灌木的低坑坞，种上了 500 亩黄
栀子。两年后，下姜村每户农民通过药材种
植能收入4000多元。

做 给 农 民 看 、带 着 农 民 干 、帮 着 农 民
赚……从福建南平的“星星之火”，到全国推
广的“创新之花”。党的十八大以来，约 29 万
名科技特派员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实现了
对全国近10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科技服务和
创业带动全覆盖。

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
科技。

稻浪滚滚，满眼金黄。位于黑龙江省东

部的七星农场万亩大地号，10 多台大型收割
机一字排开。

昔日北大荒，今日北大仓。2018年9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生产全程机
械化的情况。

科技创新“解锁”黑土地现代农业发展的
密码。在太空，高分一号卫星定期“光顾”农
场，将采集的数据下传给信息中心。在田间，
传感器实时监测和提取各类环境要素信息，
对万亩田畴实现精准管理。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机
械化水平超过70%，全国粮食作物平均单产达
到382公斤/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倍多。

今天，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正在插上科技
的翅膀。

■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

“你们青春年华投身祖国航天事业，耄耋

之年仍心系祖国航天未来，让我深受感动。”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孙家栋、王
希季等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
信时写道。

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
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
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
学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亲切地提
起这些名字。

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创新，离不开创
新人才。

中国科技大学的“80 后”教授陆朝阳，始
终心怀一个信念：让中国人站上量子科学之
巅。28 岁从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后，陆朝阳立
刻回国，投身量子领域前沿研究。

“要充分认识推动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
系统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

习时的重要讲话，让陆朝阳对深入科研“无人
区”有了更大信心。

2020 年 12 月 4 日，他担当主力的团队成
功研发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居于全球领
先位置。

陆朝阳的手机里一直存着老师潘建伟的
一条短信：“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早日归来，为
中华民族复兴做贡献。”

从“墨子号”卫星，到千公里级量子保密
通信干线，再到量子计算实现“量子优越性”，
英国《自然》杂志评价，中国在量子领域“从10
年前不起眼的国家发展为现在的世界劲旅”。

“十三五”时期，我国加强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研发人员全时当
量从 2015 年的 376 万人年增长到 2019 年的
480万人年，一批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脱颖而
出，青年科技人才逐步成为科研主力军。

得益于人才队伍的不断成长壮大，这一
期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

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从嫦娥五号“上九天”，到“奋斗者”号“下

五洋”，从高铁、5G培育新增长极，到大数据、
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从量子、干细胞研
究深入“无人区”，到“中国路”“中国桥”“中国
核电”不断走出去……无论是基础研究、高新
技术，还是成果转化、工程应用，重大创新竞
相涌现。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
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

历史的时针指向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的消息，
让身在陕北梁家河的青年习近平十分激动。

多年以后回顾起这个情景，习近平总书
记仍然感慨：人类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是渺小
的，但人类的探索精神是伟大的。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科技
就有前途，创新就有希望。”习近平总书记这
样寄语。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