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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三农资讯】云南甘蔗新品种选育应用
取得重大突破

博 览科技

不折不扣科学精准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

11月18日，云南省农科院

甘蔗研究所在昆明举办自主选

育甘蔗新品种成果发布会。国

家糖料技术专家指导组组长张

跃彬正式发布了“云蔗 0551”

和“云蔗 081609”两个高产高

糖新品种。

经全国甘蔗糖业信息中心

监测与统计分析，2022年，“云

蔗 0551”和“云蔗 081609”在

云南种植面积分别为50.12万

亩、37.84万亩，种植面积位列

全省第一和第三。其中，“云

蔗081609”蔗糖分达20.3%。

云南省农科院甘蔗所研究

员刘家勇说：“这两个新品种，
‘云蔗 0551’抗旱性更加突
出，在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
治县旱地百亩连片甘蔗平均

亩产高达 9.2 吨，打破了全国
无灌溉区甘蔗单产最高纪
录。‘云蔗 081609’的高糖特
性尤为突出。”

云南是我国第二大糖料基

地，食糖总产量占全国的20%以

上。2020/2021榨季，云南入榨

甘蔗1696万吨，蔗糖产量221.23

万吨，创“十三五”以来的新高；出

糖率达13.04%，创历史新高。

甘蔗品种改良更新是蔗糖

产业发展的关键。近年来，云

南省农科院甘蔗研究所大力挖

掘高糖高产优质甘蔗种质资

源，并首创集“家系选择、理想

株型选择、高糖基因检测和

抗性（抗旱、抗病）评价”为

一体的高糖育种技术体系，

为选育甘蔗新品种奠定了

扎实基础。

据介绍，自云蔗型高产高糖

甘蔗新品种的推广应用以来，云

南甘蔗亩产由2016年的4.1吨

增加到了目前的4.8吨，蔗糖分

也由13.5%提高到了15.1%。

张跃彬表示：“此次公布的

两个甘蔗新品种是国家糖料产

业技术体系的育种科研成果之

一，必将有力提升云南蔗糖产业

竞争力，为国家食糖供给安全提

供保障。下一步，我们将进一

步挖掘优势种植资源，培育更

多的优质甘蔗新品种。”

（据《农民日报》）

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花卉

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力争到2025年，花卉种业创

新体系基本建立，花卉年销售

额达到3000亿元。

为了推动花卉品种创新，

指导意见明确，将开展花卉种

质资源普查，强化种质资源数

据管理，探索建立种质资源信

息共享机制；推进我国传统名

花等主要花卉种业自主创新，

开展花卉育种核心技术攻关，

不断丰富我国自育花卉品种类

型和数量，并推进花卉新品种

应用，加强花卉知识产权保护。

指导意见指出，完善我国

花卉标准体系，加强花卉品牌

打造，并优化产业布局结构，推

广林下种植模式，淘汰低端产

能，促进花卉生产向专业化、规

模化、机械化、特色化发展。此

外，还将深入开展花卉领域对

外交往，为我国花卉业持续健

康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据新华社）

我国力争到2025年基本建立
花卉种业创新体系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

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关

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强化农民工

就业服务保障，允许失业农民

工在常住地、就业地、参保地进

行失业登记，同等提供基本公

共就业服务，支持有条件地区

在农民工就业集中地区建立劳

动维权咨询服务点，指导企业

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

大龄农民工，为有就业需求的

大龄农民工免费提供公共就业

服务。 （据中国新闻网）

五部门要求不得“一刀切”
清退大龄农民工

我国将开展3大攻坚行动
改善空气质量

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以来，各地迅速

贯彻落实，细化执行方案。如何不折不扣、

科学精准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进一步提

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1月17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就相关焦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防止“一封了之”“一放了之”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

要坚决反对两种倾向，既要持续整治“层层

加码”，防止“一封了之”，又要反对不负责

任的态度，防止“一放了之”，保障好二十条

优化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落实，保障好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沈洪兵说，要落实

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要求，做到既要防住疫情，又尽可能减少

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服务保障的影响。

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以来，各地结合自

身实际，在隔离转运、核酸检测、人员流动、医

疗服务等方面采取更为精准的措施。一些

地方也在及时纠正与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

十条优化措施不相符的做法，进一步提高疫

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

与此同时，各地整治“层层加码”问题

专班发挥主导作用，指导各方面及时纠正

违反“九不准”要求等突出问题，及时纠正

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及时纠正“一封了

之”“扩大赋码”等简单粗暴做法，有效维

护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科学性、精准性

“二十条优化措施，是对第九版防控

方案的补充和完善，不是放松，更不是放

开和‘躺平’，而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防控的

科学性、精准性。”沈洪兵说。

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将风险区由

“高、中、低”三类调整为“高、低”两类，高

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纠

正“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不科学做法；

对密切接触者和入境人员，将“7天集中

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管理措施调整

为“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

“这样的优化调整，对各地疫情处置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的流

调、风险研判更加精准高效，该管住的风

险要管住，该落实的措施要落实到位，该

取消的要坚决取消。”中国疾控中心研究

员王丽萍说。

加强医疗资源建设是二十条优化措

施的重要内容。“我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和应对病毒的变异，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因此要加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和救治资

源准备。”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

长郭燕红说。

郭燕红说，要持续加强定点医院建

设，满足对普通型、重症、危重症等患者的

救治需求；加强方舱医院建设，主要收治

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感染者；加强发热门

诊建设，并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真正实

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有效控制疫情跨地区传播扩散风险

近期，部分省份在返回人员中陆续发

现感染者。面对人员跨省流动，如何有效

控制疫情跨地区传播扩散风险？

沈洪兵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明确要求，当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的地区，要切实承担起防范疫

情扩散的首要责任。当前没有

疫情但溢入风险较高的地区，

要进一步完善疫情跨地区传播

防控工作方案，关口前移，面向流入人员

提供“落地检”服务。

“疫情发生地滞留人员较多时，要专

门制订疏解方案。”沈洪兵说，目的地要增

强大局意识，不得拒绝接收滞留返回人

员，并按照要求落实好返回人员的防控措

施，既要避免疫情扩散，也不得加码管控。

与此同时，我国优化了文化和旅游行

业疫情防控措施。文化和旅游部11月15

日印发通知，要求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再

与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跨省游客需凭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跨省交通工

具，并对跨省流动人员开展“落地检”等。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

晓勇说，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再与风险

区实施联动管理，有利于整治个别地区

“一刀切”“层层加码”、随意限制跨省旅

游经营活动等问题，调整跨省旅游管理

政策也有利于遭受疫情影响的旅游行业

恢复发展。 （据新华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焦点问题

生态环境部等15部门日

前联合印发《深入打好重污染

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

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

案》，提出到2025年，全国重度

及以上污染天气基本消除；

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取得积

极成效，臭氧浓度增长趋势得

到有效遏制；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水平显著提高，移动源大气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

降。 （据新华社）

冬菜收获忙
11月18日，山东省邹平市

孙镇怀家村农民在瓜蒌基地采

收瓜蒌种。

初冬时节，各地种植户抓

住有利时机采收、打包、运输冬

菜，确保市场供应。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