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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防汛抢险救灾

□□ 本报记者 于险峰 张仁军

辽河天山红线牵，辽疆同心一家亲。
从塔城到石河子，从工厂到农田，从学校到
医院，到处留下辽宁援疆队员的身影；丝路
文化商品城、额敏工业园，一座座校舍，一
个个援疆项目洒下辽宁援疆队员的汗水。

按照党中央的安排部署，辽宁对口支
援新疆塔城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
师、第九师。2017年初，辽宁第五批援疆队
员从东北渤海之滨，来到遥远的大西北天
山脚下，开始了新一轮援疆之旅。目前，有
950 多名来自辽宁的各类干部人才奋战在

“一地两师”的各条战线上。
在6月27日举行的辽宁·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
谈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表示，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坚决落实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援疆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纳入全局工作，坚持真抓实
干、倾注真情实意，为新疆稳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新疆各族人民感恩在心。

辽宁省省长唐一军指出，辽宁一定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狠抓对

口支援各项工作落实，进一步在携手维护
稳定、推进精准援疆、深化产业合作、拓展
开放空间、促进民族团结、完善工作机制等
方面下功夫，一如既往、一以贯之地全力做
好对口援疆工作，努力开创辽疆对口支援
合作交流新局面。

“我们要有作为、有担当，不是来混日
子的，要给当地留点什么。”塔城地委副书
记、辽宁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杨军生在
刚入疆时就坚定地表示，第五批援疆干部
一定会在辽宁省委、省政府和自治区党委、
政府及地委、行署的领导下，紧紧围绕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切实把辽宁各项
援疆工作落到实处，努力为祖国分忧、为新
疆奉献、为辽宁争光、为人生添彩。

援建丝路商城，打通中亚新丝路

2019年5月30日，对于塔城来说，是一
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克塔铁路正式开通。
塔城终于结束了不通火车的历史，发出开
往乌鲁木齐、开往祖国各地的第一列火车，
接到直达塔城的第一趟辽宁援疆旅游专
列，同时辽宁援疆项目边民互市丝路文化
商品城开始试运营。克塔铁路原计划于
2019年 10月开通运营，在辽宁援疆前方指

挥部的大力沟通协调和全体铁路建设者的
艰苦努力下得以提前开通。

2018 年，辽宁援疆旅游专列共开行 9
趟次输送游客近万人，但是游客只能到塔
城地区乌沙板块的景区。2019 年，辽宁援
疆前方指挥部以克塔铁路开通为契机，计
划组织 10趟以上辽宁旅游援疆专列、输送
游客万人以上，下半年计划开行送客入辽
旅游专列 3 列、输送新疆游客 1500 人。通
过旅客互动推动辽疆两地文化交流进一步
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体现辽宁援疆力量、唱
响辽宁援疆强音。目前已开行送客入疆专
列5列、输送游客2500余人。

辽宁投入援疆资金 1.19 亿元，着力打
造了巴克图口岸中哈边贸互市。其中，丝
路文化商品城是中哈边贸互市的核心项
目。6 月 18 日，塔城巴克图口岸中哈边民
互市丝路文化商品城正式运营，这是塔城
地区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重
要契机，是融入自治区口岸经济带战略布
局的良好机遇，是巴克图口岸焕发新活力、
助力富民固边的关键节点。

塔城边境合作区发改局的贾兴玲向记
者介绍：“丝路文化商品城全是借助援疆资
金建设的，巴克图口岸以前只是一些日用

品与商品贸易往来，现在可以进原料，拉动
外向型经济发展。塔城成为‘一带一路’的
重要节点，打通第三条亚欧大陆桥，有利于
长久援疆。”

辽宁援疆不但帮助建设丝路商城，而
且帮着招商运营。杨军生、塔城地委组织
部副部长张克、塔城市委副书记束从杰等
援疆干部分别组织塔城市内、外贸企业和
哈国客商赴辽宁省沈阳市五爱市场、南台
箱包市场、佟二堡皮草市场、西柳服装市场
调研考察招商。

丝路文化商品城开业以来，每天吸引
境内外客户2000余人，周末高达上万人，日
均销售额40余万元。目前辽宁企业正在利
用新疆开放平台和优惠政策，进一步走向
国际市场，商城成为辽宁产品走向中亚和
欧洲的“桥头堡”。

辽宁援疆抓住“一带一路”历史机遇，
着眼推动辽疆两地经贸合作。辽疆两地农
产品贸易迅速扩大，新疆面粉、干果、牛羊
肉走进辽宁千家万户，辽宁的水果、蔬菜、
大米也走进新疆市场，并经由塔城出口到
中亚。辽疆两地不断繁荣的商贸活动，为
受援地企业提供了商机、创造了财富，推动
受援地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下转第二版）

天山辽水两相亲
——辽宁省对口支援新疆一地两师综述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 白阳）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在全
社会广泛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

通知强调，学习宣传活动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广泛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
传活动，大力弘扬公安英模精神，推出一批优
秀基层民警典型，教育引导广大民警以先进模
范为榜样，锚定锻造“四个铁一般”公安铁军标
准，立足本职、敬业奉献，全力做好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在全社会着力营
造理解支持公安工作的良好氛围，大力唱响礼

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通知明确，学习宣传活动由广泛发动、遴选

推荐、展示评审、发布仪式、集中宣传、学习实践
等环节组成，突出政治过硬、实绩突出、群众认
可标准，坚持面向基层、自下而上逐级开展。要
动员广大基层民警和干部群众积极参与，通过
组织推荐、媒体推荐、群众推荐等多种方式，深
入挖掘宣传身边优秀基层民警忠诚履职、敬业
奉献的感人事迹，举办一系列富有仪式感、庄严
感的活动，充分展示新时代公安机关和公安民
警“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的良好精神风貌，引导广大民警不断从先进典
型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实际行动，坚决打

赢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这场硬仗。
通知指出，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

活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抓手，是激励警心斗志的实际举措。各有关
部门和地方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筹划部
署，严密组织实施，积极稳妥做好各相关工作，
确保学习宣传活动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要
以传播效果为导向，做好统筹协调，大力推进
学习宣传活动理念、内容、手段创新，不断增强
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引导力。

按照通知部署，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将综
合各地推荐、网络点赞和现场展示等情况，遴
选确定 20位“最美基层民警”，于 2019年 10月
下旬向社会宣传发布。

中宣部、公安部部署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 本报记者 郜晋亮

70 年埋头苦干，70 年不忘初心，70 年砥砺奋进。新中国成立以
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青海粮食产量仅 29.57 万吨，油料产量 0.83 万
吨，第一产业增加值仅0.99亿元。70年来，青海调整生产结构，着力提
升单产，加大基础投入，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生产力明显提升。
2006-2017 年期间，油料和粮食生产分别实现历史性的“十连增”和

“十一连增”，产量持续稳定在30万吨和100万吨以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青海畜牧业基础差、底子薄，发展如履薄冰。改

革开放后，畜牧业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但也带来了不小的生态压力。
2008年以来，从提出生态畜牧业发展战略，到率先在全国牧区探索实
践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建设，青海畜牧业发展抓牢历史机遇，实现
完美转型，11.5万户牧民从中受益。

新中国成立初期，青海农牧民群众生活极度贫困。到1978年，农
牧民人均收入仅有 113元。多年来，青海积极拓宽农牧民收入渠道，
促进农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
越。2013年，53万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了从“游牧”到“定居”的
跨越。2018年，青海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393元，首次突破
万元大关。

如此成就，关键在于青海省委、省政府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始终
坚持保护和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始终坚持深化农牧区农牧业改革。

如此成就，是一代又一代青海农牧人用青春甚至生命，在高原厚
土上默默耕耘换来的。他们一心只为农牧业谋发展，为农牧区谋振
兴，为农牧民谋幸福，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青海特点的现代农牧
业绿色崛起之路。

立足生态优先，优化生产布局

大美青海，犹如画境。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发
源地及水源涵养区，被称为“中华水塔”，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
障。青海的生态关乎中华民族长远大计和永续发展，牵一发而动全
身，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从2008年生态立省战略的提出，到明确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到
努力实现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的转变，到以生态文明理
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决策，再到生态报国重大战略，青海省历
届党政领导班子，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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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 9 号台风
“利奇马”8月 10日在
浙江登陆，给华东5省

（市）及东北部分地区水稻生产带来影响，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洪涝淹水易倒
伏。受大风和强降水影响，浙江、上海、江
苏、安徽和辽宁部分地区水稻受淹，造成
水稻倒伏和叶片机械损伤，不利于水稻灌
浆。二是病虫为害易重发。台风过后，水
稻植株易受伤，利于条斑病、白叶枯病等
细菌性病害发生，以及稻曲病和稻瘟病等
真菌病害的加重流行蔓延，同时稻飞虱和
稻纵卷叶螟等迁飞害虫也可能加重发
生。三是低温寡照易迟熟。今年东北地
区水稻生育进程较常年偏晚，台风带来的
连续阴雨和低温寡照，将进一步加重贪青
晚熟，“早霜”为害的风险增大。

当前，长江下游地区一季中稻多处

于拔节孕穗期，部分杂交稻进入破口抽
穗期；东北地区一季稻陆续进入抽穗灌
浆期，是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针
对台风对水稻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潜
在风险，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会
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提出“两
促一降”的灾后恢复技术指导意见。

一是排涝降渍促恢复。受淹稻田应
尽快排除田间积水，防止长时间积水导致
茎叶腐化和烂根，减轻渍涝对水稻生长的
影响。倒伏稻田应及时扶苗洗苗，恢复叶
片正常光合机能，促进植株恢复生长。灾
后如遇高温晴热天气，切忌一次性排尽田
水，要保留田间3厘米左右水层，防止高强
度叶面蒸发导致植株生理失水。部分双
季晚稻绝收田块，应直接改种应季作物。

二是科学追肥促生长。退水后 3-5
天追肥，长江下游地区灾后生长偏弱的稻

田，适量追施速效氮肥，或采用磷酸二氢
钾加少量尿素均匀喷施，提高植株抗病
力，加快植株恢复生长。东北地区部分贪
青晚熟地块，适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
提高水稻光合效率和灌浆速度，加快生育
进程，促进安全成熟，降低“早霜”风险。

三是严控病虫降危害。加强水稻病
虫的监测预警和适时防治。长江下游地
区的水稻细菌性病害以预防为主，重点是
已发病田块和新出现的发病中心，台风过
后及时用药全面预防1-2次，防止病害流
行危害。一季稻穗期病害防治应重点把
握破口前 7-10 天的关键节点，预防稻曲
病和稻瘟病，同时做好“两迁”害虫监测和
药剂防治。东北地区重点是预防稻瘟病，
抓住抽穗末期前进行喷药预防。

（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 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台风“利奇马”对水稻、玉米、蔬菜生产
影 响 及 灾 后 恢 复 技 术 指 导 意 见

水稻

玉米

蔬菜
自“利奇马”在

浙江登陆后，浙江、
江苏、山东等地出现

大风、暴雨天气，造成大面积菜田积
水，部分菜田发生涝灾，局部地区蔬菜
设施淹水，对当前蔬菜生产造成不利
影响。各地要结合蔬菜生产实际，加
强技术指导，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灾害
损失，尽快恢复生产。

一是及时排涝降渍。台风暴雨过
后，要及时清沟理墒，快速排除积水，减
少淹渍时间，防止长时间积水和雨水倒

灌造成蔬菜植株烂根。设施内积水的，
要赶快把积水抽走，并利用棚前沟或新
挖棚前沟，集中排水。

二是加强土壤管理。田间积水排
掉后，及时浇灌一遍清水，为根系提供
氧气，即“涝浇园”。同时，及时进行土
壤表层松土，打破土壤板结，改善通气
性，注意松土不要过深。排水过后，土
壤中病菌较多，土壤通透性较差，为防
止植株在后面的生长过程中出现死棵
现象，可选用防治根腐病及枯萎病或软
腐病的药剂进行灌根或冲施。对洪水

浸泡时间过长，不能恢复正常生长，失
去抢救价值的菜地，应及时拉秧清园，
并进行土壤消毒，减少土壤中的病菌滋
生蔓延。

三是做好植株整理。对于倒伏的蔬
菜植株，要及时扶正、理顺，重新绑好藤
蔓，尽量不要损伤根系，并适时培土护
根。要清除病株、病叶、老叶等，适当剪
枝、打叶。淹水后遇到晴天，应覆盖遮阳
网等进行遮阴，减少水分蒸腾，防止因缺
氧根系吸水功能下降导致的植株萎蔫。

（下转第二版）

“利奇马”在浙江
登陆以来，给华东5省
（市）及东北部分地区

的玉米生产带来不利影响。部分地区玉
米地块受淹，造成不同程度倒伏或茎折
断，影响玉米前期生长发育或中后期授粉
灌浆，茎基腐病、叶斑病等病害加速侵染，
增加了防控难度。当前，黄淮海夏播玉米
大部分已结束授粉进入灌浆期，东北春玉
米正处于灌浆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
针对台风对玉米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农
业农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会同全国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提出灾后生产恢复技
术指导意见。

一是加强分类管理。根据台风过后
玉米倒伏情况，分类开展田间管理。倒
伏较轻的玉米（茎与地面夹角大于 45
度），让其自然直立起来；倒伏较重的玉

米，特别是匍匐的玉米，及时扶正，在根
部培土 7-8厘米并踏实。孕穗期前倒伏
的玉米，不宜动扶，否则容易伤根，影响
产量。抽穗后倒伏的玉米，不剪叶、去
头，宜扶起扎把，以 3-4 棵为宜，倒伏当
天扎把最好。茎秆折断严重的地块，应
尽快将折断植株从田间清除，以免腐烂
后影响正常植株生长，同时因地制宜补
种生育期较短的其他作物。

二是及时排水追肥。有积水的玉米
田块应尽快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并及时
追肥。特别是浙江、江苏部分地区还处
于生育前期的玉米，强降水和洪涝过后，
土壤肥力易被雨水带走，可趁雨后放晴
及时追施尿素和磷酸二氢钾，连续喷洒2
次，每次间隔 7 天，促进植株恢复生长。
水淹特别严重的地块，及时改种短季作
物减少损失。

三是强化病害防治。玉米倒伏后会
造成机械损伤，易受茎基腐病、纹枯病、大
斑病等病害侵染。茎基腐病可用 25%叶
枯灵或叶枯净可湿性粉剂，加25%瑞毒霉
可湿性粉剂或5%瑞毒霉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
液叶面喷施。纹枯病用 5%井岗霉素，或
2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或 24%噻呋酰胺
悬浮剂，或25%戊唑醇可湿性粉剂，或20%
纹枯净可湿性粉剂，对准发病部位均匀喷
雾。大斑病每亩施用30%吡唑醚菌酯·戊
唑醇悬浮剂 40 毫升，或 32.5%吡唑醚菌
酯·戊唑醇悬浮剂20毫升，或65%代森锰
锌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70%甲基托布
津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75%百菌清可
湿性粉剂800倍液喷施，注意轮换用药。

（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 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

8月13日，游客在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碌曲县尕海镇尕秀村帐篷城景区游
览。近年来，甘南藏族自治州结合“全域无
垃圾”创建行动提升甘南藏区旅游品质，打
造出尕秀、香告、扎尕那等上百个藏族文化
特色浓郁的旅游示范村，引导农牧民群众
在参与乡村旅游等文旅产业的过程中实现

“绿色”致富。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据报道，某单位向对口帮扶贫困村村
民送“凉风”，不顾路途遥远，给每户村民
送去 4 个西瓜。令人尴尬的是，西瓜种植
正是该村重要脱贫产业之一。

给“西瓜村”送西瓜，送来的西瓜不
仅多余，还让人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极
易凉了村民的心。这从侧面也揭示了当
前扶贫工作中存在形式主义问题，说到
底只注重形式上的“有”，没有讲究内容
上的“对”，没有真正切合群众现实诉求、

做到“精准”二字。背后还显露出扶贫理
念、帮扶智慧、工作方法等方面的深层次
问题。

看似小事一桩，抑或是极端个案，却
提示我们扶贫工作要有热心更要走心，坚
持以效果为导向努力做对做实做细做
好。假如我们在扶贫资金运用、扶贫项目
选择等方面也像送西瓜那样，不但浪费了
资金、资源和人力、物力，而且会影响到扶
贫的效率和进程，委实值得有关各方举一

反三、引以为戒。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扶贫要有热心，更要走心
范子军

本报讯（记者 阎红玉）记者近日从吉
林省委、省政府获悉，近年来，吉林围绕发
展大健康产业，大力发展特色畜牧业，推
动梅花鹿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打造国内领
先、国际驰名的梅花鹿产业园区。目前，
全省梅花鹿饲养量达 86万只，占全国总量
的 50%，在国家审定的养殖梅花鹿品种中

吉林省占 78%，拥有入食、入药保健品企
业 186 家，吉林敖东、通化东宝等 5 家企业
成功上市，全省梅花鹿产业总产值达到
300亿元。

2011 年 8 月，吉林省确立了长春市双
阳区、辽源市东丰县为全省梅花鹿产业发
展两大核心园区。目前，双阳区鹿乡镇已

建成营业面积达 4万平方米的鹿业批发交
易市场，专业经销户近 200户，年客流量超
千万人次，年市场吞吐鲜鹿茸达 100余吨、
鹿副产品千余吨，在全国设有 30余个信息
直销窗口，销售网络延伸到国际市场，年
交易额达 5 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鹿产品
集散地和批发交易中心。

吉林省梅花鹿产业总产值达3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