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强冷空气影响，毗邻长白山
自然保护区的吉高集团长白山分公
司属段高速公路连续出现强降雪天
气，自11月24日至今，不同程度降
雪7场次。各养护工区、隧道站人员
昼夜坚守，轮番作战，除完雪的高速
公路在白雪映衬下格外抢眼……

除雪防滑是吉高集团各区域分
公司、各工区在冬季工作的重中之
重。吉高集团多措并举，助力高速

“大动脉”畅通无阻，各分公司按照
“一路一方案、一雪一方案、一桥一
方案、一隧一方案”精细化除雪相关
要求，制定应急预案，提前开展应对
工作，根据不同路段特点，科学编组
除雪作业，以提高除雪效率。麻袋、
防滑链等物资及900余台各类除雪
防滑机械设备随时可投入除雪“战
斗”。“入冬前就安排修配厂工人提
前入驻工区，全天候对除雪设备进
行检修保养和调试，保证除雪机械

时刻处于良好战备状态。”长白
山分公司经理翟庆伟说。

以“雪”为令，浴“雪”奋
战。为确保高速公路通行安全顺
畅，吉高集团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
势，各区域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
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深入一线
现场指挥，所属13家运营单位领导
班子下沉到养护工区一线，1600余
人严阵以待，按照“以雪为令、即下
即除，雪停路通、先通后净”的工作
原则，融雪剂和防滑料在下雪前就
提前准备用在急弯、陡坡、桥面、隧
道口等重点路段，防止道路出现结
冰情况，影响高速通行。吉高集团
双辽分公司长岭养护工区主任董明
说：“我们各个分公司都与当地气象
部门及高速交警加强联动，严密监
视天气变化，对道路交通有影响的
大雾、暴雪、道路结冰等灾害性天
气，提前做好准备，保证在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

为了更好地服务全省司乘，吉
高集团进一步拓宽服务渠道、提升

用户体验，开通了以“吉林高速
96122”命名的抖音与快手账号、微
信公众号、新浪微博；以“吉行高
速”命名的微信小程序、APP等新
媒体平台，司乘人员可以通过新媒
体平台随时查询最新高速路况、
ETC服务、服务区经营业态、沿途
旅游等服务信息，同时还与高德地
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13个地方
媒体建立路况信息共享机制。运营
事业部客服管理中心主任林音说：

“雪天大家在高速路上遇到特殊情
况，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APP
的‘一键救援’功能，无障碍、高效
率获取清障及救援服务。”吉高集
团客服管理中心24小时动态采集
和更新高速公路路况信息数据，确
保给予广大司乘最高效的出行信息
服务。同时，吉高集团各客服分中
心还充分利用远程监控视频系统，
对重点路段实施严密监控，工区和
路巡加大巡查频次，及时掌握雪情
变化，保证道路安全畅通。

吉林日报记者 邹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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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发展 奋斗在“吉”

开栏语：
发展无止境,奋斗谱新篇。

新时代新征程，全省上下以团结奋斗为底色,以实干笃定前行,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
得新突破。本报今起开设“振兴发展 奋斗在‘吉’”专栏,通过消息、特写、通讯、言论等多种形式，生动反映各地各部门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统筹做好各项工作的有力举措,提振信心、凝聚力量，为振兴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吉林农业大学李玉院士

获吉林省科学技术特殊贡献奖

东北眼下进入农民储粮售粮高
峰期。在吉林很多乡村，过去农民
把收获的玉米直接堆放在地里。而
现在，不少农家院子多了一个个崭
新的储粮仓，里面装满了金黄的玉
米，实现粮食立体储存。

在吉林省农安县新农乡平安堡
村，种粮大户徐平今年2000多亩土
地收获了上百万斤玉米。他新建了
三栋如高墙一般的“玉米楼子”，里
面装满了玉米棒子。

在东北，农民把安放在庭院里
的储粮仓俗称“玉米楼子”，一般由
钢管和铁丝网制成。“‘玉米楼子’通
风、防潮，更利于玉米储存，预计减
少粮食损耗2％到5％。”徐平说。

受储粮习惯和储粮条件影响，
之前很多东北农民秋收后直接将玉
米堆放在土地上，俗称“地趴粮”。
去年11月初，吉林出现大雪天气，不
少农民的“地趴粮”因发霉导致损耗
增加。

今年以来，吉林在中西部粮食主
产区通过鼓励农民搭建科学储粮仓，
建设集中储粮点，完善粮食产后服务
等措施开展“地趴粮”整治，大大减少

粮食损耗，促进农民节粮增收。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玉米楼

子”，还有不少农民用木板和玉米秸
秆建成简易粮仓。各地在消除“地
趴粮”过程中结合农民种植规模和
储粮条件分类施策。对于种植规模
小、没有搭建储粮装具意愿的农户，
鼓励用网袋码垛，做好底部垫层，实
现立体通风储粮。

今年秋收前，吉林西部的双辽
市玻璃山镇合心村统一采购了红
砖、钢管和聚乙烯网。不少农民在
自家院子的泥地上垫起红砖，用聚
乙烯网围成“栈子”，用于储存玉米。

合心村种植玉米500公顷左右，
玉米产量近1000万斤。去年大雪来
得早，村里很多玉米受潮变质。“今
年有了储粮设施，预计减少粮食损
耗20万斤，相当于增收20万元以
上。”合心村党支部书记张强说。

一些村屯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户
也实现粮食立体储存。双辽市卧虎
镇前六家子村老年人和弱劳动能力
的农户多，村里每30户形成一个“互
助组”，互相提供人力帮助。“党员干
部还组织志愿者开展帮扶活动，消

除‘地趴粮’不落一户。”该村党支部
书记王艳秋说。

一些产粮大县依托粮食收储企
业等开展粮食产后服务，为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提供代烘干、代储存、代
销售等粮食“五代”服务，开展产销
衔接，搭建粮食产后服务平台，解决
农民存粮“无地方、无设施、无技术”
的困扰。

在全国产粮大县吉林梨树，中
粮贸易有限公司蔡家库作为该县的
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已为当地100多
户农民合作社等免费提供代烘干、
代储存服务。“梨树县有7个粮食产
后服务中心，今年为农民安全储粮
超12亿斤，占梨树县玉米产量的近
三分之一。”梨树县商务局仓储规划
科科长宫军说。

目前，吉林省已累计帮助农户
建设科学储粮仓40多万套，制作简
易储粮设施150万套。吉林省还建
设了173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基本
做到产粮大县全覆盖。同时，全省
各类粮食市场主体也利用现有仓储
资源，积极为农户开展粮食产后个
性化服务。 新华社

立体储粮 减损增效
——吉林乡村储粮见闻

吉高集团——

多举措助力高速“大动脉”畅通无阻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了
解到，吉林省科学技术奖揭晓。吉
林农业大学李玉院士获得吉林省科
学技术特殊贡献奖；62个项目获得
吉林省自然科学奖；11个项目获得
吉林省技术发明奖；199个项目获得
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白俄
罗斯国立科学院通讯院瓦列里·K·
舍列格院士吉林省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

其中，授予《硼基和碳基超硬材
料的结构设计和物性调控》等8个项

目吉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基于
多组学及纳米平台对胃肠道肿瘤进
展机制及诊治的研究》等28个项目
吉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基于生
物信息学的恶性肿瘤分子靶点探寻
与调控机制研究》等26个项目吉林
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授予《全固
态气体传感器的开发及其在环境监
测和安全监控等领域的应用》等4
个项目吉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基于云杉八齿小蠹性信息素的增
效剂的研究与应用》等2个项目吉林

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一种水稻种
植用全生物降解地膜及其生产方
法》等5个项目吉林省技术发明奖三
等奖。授予《“天问一号”环绕器高
分辨率相机》等25个项目吉林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北方池塘主
要经济鱼类绿色生态养殖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等80个项目吉林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吉林省科技
创新基地管理平台》等94个项目吉
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刘昶

居家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期间
应准备哪些用品和药品？

居家治疗新冠病毒感染
期间应准备哪些用品？居家
治疗常用药都有哪些？对
此，记者采访了吉林大学第
一医院感染科主任张凯宇。

张凯宇介绍，家里可以
准备体温计、口罩、纸巾、消
毒剂等物品。如一旦感染
新冠病毒，需居家隔离治疗
时，可根据需要用体温计监
测体温，感染者离开隔离房
间时应佩戴口罩，避免感染
其他家庭成员。如果感染
者咳嗽或者打喷嚏，可用纸
巾把口鼻捂住，减少空间污
染。感染者与家人共用的
物品应用消毒剂进行及时

消毒。
张凯宇表示，居家治疗

药品可参考《新冠病毒感染
者 居 家 治 疗 常 用 药 参 考
表》，准备解热镇痛药、感冒
药等即可，不必大量囤药。
有基础疾病的人要备好足
够的基础疾病药，避免断
药。目前，新冠病毒感染没
有预防的药物，公众不要为
了预防随意使用药物，一旦
使用不当，还会对身体造成
损害。

张凯宇提示：公众如果
被感染请不要恐慌，针对出
现的症状，恰当使用药物即
可。 吉林日报记者 毕雪

新华社北京12月 12日
电 奥密克戎致病力在减弱，
感染后大多表现为无症状或
轻型。只咳嗽、发烧算无症
状吗？“阳”过一次还会再

“阳”吗？围绕公众关注的热
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有关专家作出专业解答。

1. 问：新冠病毒阳性感
染者只是咳嗽、发烧，算无症
状吗？

答：阳性感染者若只是
咳嗽、发烧，没有出现肺部
感染，可归于轻型病例，但
不算无症状。从当前全国
病例数据看，感染奥密克戎
后无症状和轻型大约占了
90％以上。

按照目前定义，无症状
感染者指的是新冠病毒病原
学检测呈阳性，无相关临床
表现，如发热、干咳、乏力、咽
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可
自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
状与体征，且CT影像学无新
冠肺炎影像学特征者。

轻型患者可表现为中低
度发热、咽干、咽痛、鼻塞、流
涕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以
及乏力、嗅（味）觉障碍等症
状，但是没有肺炎表现。

2. 问：“阳”过一次还会

再“阳”吗？多久可能发生二
次感染？

答：感染一次新冠病毒
后，人体形成的免疫力会起
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奥密
克戎可能快速变异出新的亚
分支，出现较强的免疫逃逸
能力，康复者不能完全避免
二次感染。

不过，国外有统计数据
显示，感染过奥密克戎，不管
有无症状，3至6个月内二次
感染的概率相当低，多数人
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重复感
染奥密克戎。

对于个人来说，疫情期
间最好的办法仍是落实好防
护措施，包括戴口罩、注意手
卫生、保持社交距离等，并积
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降低
感染风险。

3. 问：重复感染会不会
让症状更严重？

答：目前没有定论认为
重复感染会出现更严重的临
床结果。从目前病例来看，
即便个别患者在重复感染时
出现症状加重的倾向，这一
比例也非常低。奥密克戎病
毒致病力在减弱，不论是第
一次感染，还是再感染，发生
重症的概率都很低。

只咳嗽发烧算无症状吗？
“阳”过一次还会再“阳”吗？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魏玉坤）国家统计局12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全
年粮食实现增产丰收。全国
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比
上年增加74亿斤，增长0.5％，
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3
万亿斤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
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75亿
亩，比上年增加1051.9万亩，
增长0.6％；全国粮食作物单
产386.8公斤/亩，每亩产量比
上年减少0.2公斤，下降0.1％。

2022年，全国夏粮和早
稻产量分别为2948.1亿斤和
562.5亿斤，比上年增加28.9
亿斤和2.1亿斤。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
王贵荣表示，今年南方地区
持续高温干旱，对秋粮生产
带来不利影响。中央财政紧

急安排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
资金，各地全力抗旱救灾，强
化田间管理，特别是近年来
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对农业
防灾减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秋粮产量10220亿斤，比
上年增加42.5亿斤。

多数省份粮食增产。
2022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
有23个粮食增产。其中，河
南上年洪涝灾害造成减产，
今年恢复性增产49亿斤；新
疆、内蒙古、山东、山西、吉林
粮食增产均超过8亿斤。

“2022年，全国粮食再获
丰收，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
供了有力支撑，为应对复杂严
峻国际环境、战胜各种风险挑
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稳定全
球粮食市场和食物安全作出
了积极贡献。”王贵荣说。

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
实现增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