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大地的丰收
———全省备春耕生产和抗旱保苗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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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

甲状腺分泌的是甲状腺激
素，甲状腺激素能够促进糖、脂质
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代谢，促
进细胞的氧化还原反应， 释放能
量；能够调节机体的生长发育，对
于婴幼儿尤为重要， 婴幼儿时期
如果缺乏甲状腺激素， 很容易造
成生长发育迟缓、 智力低下；此
外， 甲状腺激素还能够提高神经
系统的兴奋性， 使人保持活力。
那么甲状腺疾病都有哪些呢？

我们知道甲状腺是通过甲
状腺激素来调节人体的活动的，
甲状腺功能正常时，分泌的甲状
腺激素含量也比较稳定；当甲状
腺出问题时，甲状腺浓度就有可
能过高或过低。 甲状腺激素浓度
的高低影响着许多器官和组织
的活动水平， 比如心跳的快慢、
肠道蠕动的快慢、血压和体温的
高低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甲状腺功能异常可以分两种：甲
亢和甲减。

甲亢： 即甲状腺功能亢进，
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甲状腺激

素分泌过多而造成的疾病。 过多
的甲状腺激素进入血液后， 会使
人体高速运转，食欲增加，代谢旺
盛，胃肠蠕动加快而吸收不良，摄
入的营养物质不足以维持机体的
消耗， 便进一步动用身体的储备
能量，使人变得消瘦；由于神经系
统的兴奋性增强、 代谢产生的热
量增加，又往往会导致患者多汗、
发热； 此外， 患者还可能变得急
躁、心跳加速、神经过敏等。

甲减： 与甲亢相对应的便是
甲减，即甲状腺功能减退，是由于
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过少而引
起的人体多器官功能减退， 症状
也往往与甲亢相反。 比如食欲减
退， 但体重却增加； 注意力不集
中，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心率
减慢，疲劳怕冷，情绪低落，对事
情提不起兴趣等等。 上面提到的
缺碘引起的甲状腺肿大、 婴幼儿
生长发育迟缓和智力障碍都属于
甲状腺功能减退疾病。此外，甲状
腺炎也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

甲状腺炎：提到甲状腺炎，就

不得不提桥本甲状腺炎（又称慢
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桥本
病），这是成年人当中发病率比较
高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往往
会导致患者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
的情况。 自身免疫性疾病简单来
说就是机体把自身的组织误以为
外来物进行攻击而导致的疾病，
桥本甲状腺炎就是免疫系统把自
身的甲状腺当成了外来入侵者，
进行攻击， 从而导致甲状腺组织
受损。 其病因比较复杂，与年龄、
激素水平、遗传、环境、病毒感染
等多个因素有关。

桥本甲状腺炎通过超声检查
和血检即可以确诊，一旦确诊，一
般难以完全治愈。 其发病初期并
没有明显症状， 甲状腺功能也表
现正常，发病比较缓慢，所以一般
很难察觉， 很多人往往是在体检
中专门查甲状腺时才能在早期发
现。根据医生的建议，在桥本甲状
腺炎早期，甲状腺功能正常、尚未
出现症状时， 并不需要进行特别
的治疗，但需要定期检查、随访观

察，以了解病情。
随着疾病逐渐地发展， 甲状

腺功能也会渐渐地减退， 桥本甲
状腺炎患者大部分会在多年之后
出现甲减的症状。 此时就需要服
用药物来维持甲状腺的正常功
能， 服用的药物是和人体合成的
甲状腺激素功能类似的物质，能
够弥补自身甲状腺激素含量的不
足。 只要根据自己的血液中甲状
腺激素的状况，缺多少补多少，适
时调整， 桥本甲状腺患者就能够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所以，如果体
检查出了桥本甲状腺炎， 也不用
太过担心。 不过一定要注意减少
高碘食物的摄入， 以免对甲状腺
造成更大的损伤。

甲状腺，不可不知的那些事儿

甲状腺位于我们的脖子前
侧、 咽喉下部， 气管上部位的两
侧， 正常情况下是看不到也摸不
着的， 是人体内十分重要的一个
内分泌腺。 内分泌腺是可以分泌
激素的腺体， 激素通过血液和淋
巴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器
官，发挥调节作用，对人体的生长
发育、新陈代谢、机体活动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省委、省政府对备春耕生产
工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巴音朝
鲁、省长景俊海、省委副书记高
广滨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对
今年备春耕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多次听取备春耕生产工作汇
报， 并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亲
赴生产一线， 实地检查指导备
耕、春耕和抗旱保苗工作。 副省
长李悦多次调度全省备春耕生
产情况，并在备春耕和种植业结
构调整关键时期召开了全省春
季农业生产暨农村集体资产清
产核资工作视频会议、全省调整
种植结构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工
作视频会议， 对重点工作再部
署、再落实，备耕和春耕期间深
入全省9个市（州）调研指导，督
促检查备春耕生产和抗旱保苗
工作。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谋
划，精心部署，强化措施，克服困
难，有效推进了春耕生产工作。

稳定全省粮食产能。全面落
实国家各项惠农强农政策，巩固

“黄金玉米带”“黄金水稻带”优
势， 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加
快绿色增产增效技术推广，积极
推进730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划定，下达
新建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任务
319.1万亩， 深入实施主要农作
物全程机械化整省推进，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 稳定粮食综合产
能。 据农情调度，今年全省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8698万亩， 与去
年持平。 粮食播种面积7665万
亩，比去年增加41万亩，其中，玉
米面积5354万亩，比去年减少7
万亩；水稻1280万亩，比去年增
加15万亩；大豆484万亩，比去
年增加72万亩；杂粮杂豆381万
亩，比去年减少43万亩。

深化种植结构调整。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积极应对玉米价格
上涨、水稻临储价格下调，大豆、
高粱等部分农产品价格预期不
明等新情况新问题，结合本地实
际，加强市场分析判断，科学引
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优化区域
布局和品种结构，加快种植业结
构调整由以数量增长为主转到
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重点调
减东部冷凉区、西部易旱区和城
市郊区等非优势产区籽粒玉米
面积。 据初步统计，2015年以
来，全省累计调减籽粒玉米560
万亩， 其中改种水稻累计98万
亩， 改种大豆累计232万亩，改
种饲料作物累计100万亩，改种
杂粮杂豆累计44万亩， 改种油
料作物累计22万亩，改种蔬菜累
计28万亩， 改种其他作物累计
36万亩，完成了年初确定的种植
业结构调整任务目标。

强化备春耕要素保障。抓资
金保障。 2017年全省农民人均
收入增幅达到6.8%， 玉米价格
上涨，水稻价格稳定，粮食市场
销售较好， 农民自筹能力增强，
春耕前74.6亿元农业支持保护
补贴兑现到户，3月末，备春耕资
金全部到位。 抓农资供应。 今年
农作物种子质优量足， 价格平
稳；化肥受成本上升影响，价格
上涨15%-20%左右， 但货源充
足；农药、农膜整体平稳。今年国
家下达的12.3亿元农机购置补
贴资金提前下拨到县，满足农民
春耕生产购机需要。 170万台套
机具在春耕前全部完成检修，为
抢抓农时、完成春播打下坚实基
础。 抓农资打假。 农业、水利、畜
牧部门联合开展农资打假专项
行动，突出重点领域、重点品种，
有效整治制售假劣农资产品的
行为。 开展农机执法检查，严厉
打击使用不符合农机安全技术
标准配件维修农机， 或者拼装、
改装农机行为。

推广绿色提质增效技术。落
实提质增效项目。 聚焦绿色、高
质、高效三大目标，深入推进化
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新增测土面
积1260万亩， 完善全省手机测
土配方施肥信息服务系统。扩大
绿色、 生物防控和统防统治面
积，水稻生物和物理防控面积达
到150万亩以上，水稻病虫害飞
防作业试点100万亩，开展农田
统一灭鼠1142万亩； 加强耕地
质量保护，落实保护性耕作面积
800万亩，深松作业面积1460万
亩， 增施有机肥补贴面积20万
亩。 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围
绕农业结构调整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重点突出棚膜经济、特
色作物、秸秆还田等绿色提质增
效技术和品牌创建、农产品质量
安全、农村电商等内容，采取“点
餐与送餐”、理论与实践、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冬春
农业科技培训。 截至目前，全省
共举办培训班7235期， 培训农
业经营主体、种植大户、农民和
基层农技人员107.5万人次，发
放技术资料187.8万份。 加强技
术指导。农业农村部门制定并下
发全省春耕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成立9组春耕生产督导服务组，
在备耕、 春耕生产不同阶段，深
入基层开展督导和技术指导。发
布主推品种和技术，优选适合不
同区域种植的45个玉米品种、
20个水稻品种、23个大豆品种
和31项实用技术， 向农民推介，
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步伐。

全力抓好抗旱保春播和保
苗工作。 年初以来，我省降雨明
显偏少，至5月21日，全省受旱面
积达到2405万亩， 其中， 重旱
289万亩、 中旱740万亩、 轻旱
1376万亩。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抗旱工作， 省委书记巴音朝
鲁、省长景俊海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省委副书记高广滨亲自调度
抗旱工作，深入公主岭市等地检

查指导。副省长李悦多次研究部
署抗旱工作，并深入受旱地区调
研指导。 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
行动，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
抗旱保春播和抗旱保苗工作。充
分发挥水利设施作用。全省新打
抗旱水源井7621眼， 新建和维
修拦河坝325处， 新增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60万亩。 投入运水车
34.7万辆、机电井20.3万眼、机动
抗旱设备8.7万台套， 全力保证
抗旱需要。 指导开展抗旱播种。
各级农业部门加强宣传引导，消
除农民靠天等雨思想，西部易旱
区域坚持抗旱坐水种， 据调度，
今年采取抗旱播种面积和苗期
浇灌面积达到2799万亩。 及时
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气象部门抓
住有利气象条件，共实施飞机增
雨作业34架次，发射地面增雨火
箭弹1858枚、炮弹1127枚，增加
了有效降雨。 合力组织开展抗
旱。 省防指先后4次组织相关部
门会商形势，派出工作组深入实
地督促指导服务。 省水利厅、省
农委、省气象局加强工作调度部
署，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做好抗
旱指导服务。 松原、长岭、乾安、
扶余、前郭、舒兰启动了Ⅲ级抗
旱应急响应，农安启动了Ⅳ级抗
旱应急响应。 长春、松原、榆树、
长岭、扶余等市县共安排财政资
金1.2亿元，全力以赴抗旱保苗。
落实抗旱保苗措施。各级农业技
术推广部门深入田间，组织指导
农民开展查墒、查芽、查苗工作，
对坏种和芽干的地块，及时调剂
种子等农资，抓紧育苗移栽或催
芽补种。 对有芽干危险的地块，
以及出苗后干旱的地块，指导采
取浇灌措施，全力保苗。目前，全
省旱情已经解除。

为了大地的丰收，农业部门
下步将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加
强技术指导，推进相关资金项目
落实，继续抓好农业防灾减灾。

/吉林日报记者 张力军

初夏时节，万物葱茏，松辽大地，禾苗青青。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积极应对种植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中西部旱情严重等不利因素影

响，精心组织，强力推进，全面完成备春耕生产各项工作。

长春失信联合惩
戒平台上线运行

长春市工商局经过 3
个月的研发与测试，能够满
足长春市多部门应用的联
合惩戒平台于 6月 26日正
式上线运行。

联合惩戒平台分为限制
信息录入、限制信息解除、限
制信息查询、 限制信息接收
及联合惩戒限制事项管理五
大功能模块， 分别具有对失
信主体相关信息录入并进行
限制功能； 失信主体修复信
用解除限制或限制时限到期
解除限制功能； 查询失信主
体受限相关信息功能； 失信
主体信息传递接收功能及依
法依规增删联合惩戒事项的
管理功能。

联合惩戒平台依托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运
行， 形成以市场主体信用记
录为核心，以限制、解除功能
为载体， 以接收功能为传递
渠道的有机架构， 平台整合
了联合惩戒试点单位的数
据， 能够实现失信主体数据
的互联互通并在完成与各单
位业务系统的对接后实现对
数据的应用， 包括限制取得
各相关领域任职资质， 限制
工程招投标， 限制取得政府
供应土地，限制部分高消费，
限制参与政府采购等。

6 月 28 日， 长春市工
商局组织长春市中法、市建
委、市公管办、市人社局、市
安监局、市食药监局、市公
安局等 7 家联合惩戒试点
单位系统操作人员及全市
工商系统登记科长开展联
合惩戒平台实操培训会。

截止目前，联合惩戒平
台中已录入失信信息 86
条， 分别由长春市工商局、
市食药监局录入， 对应的
86 家市场主体已“因未履
行年报义务超过 3 年”“在
年报中提供虚假信息”或
“在食品药品生产经营领域
制假售假情节严重”而受到
联合惩戒的“实锤”。

/记者 王海涛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