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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李国利 邓孟）记者从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
前期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已
独立在轨飞行33天的天舟五

号货运飞船，于6月6日3时10
分，完成与空间站组合体再
次交会对接。目前，空间站
组合体状态良好，后续将按
计划开展各项工作。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完成与空间站组合体再次交会对接做好“加减法”增粮有实招

——部分粮食主产区一线扫描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水

金辰 周勉 叶婧）芒种时节，忙种忙
收。眼下，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事繁
忙，田间地头，各地增粮出实招：开
展农事托管，让良田种足种满；良种
搭配良法，种出“新希望”；减损也是
增收，努力耕好“无形良田”……“加
减”运算中，努力让粮食稳产增效。

农田托管 让良田种足种满

一场雨后，土壤墒情正好。6月
6日一大早，在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安
丰塘镇戈店村，寿县力杰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广银来到田
间，开上大型拖拉机，带着打浆机开
始平整水田。施肥、打浆、封闭除
草，一系列插秧准备工作一次性完
成。

顾广银从戈店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托管了2000余亩土地。他说，
2019年当地实行农业生产大托管改
革，种粮大户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流转土地后，可以在淮南市“农管
家”平台集采农资、开展订单加价销
售，种粮效益得到保障，良田复种指
数也提升了。

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
镇新松树桥村，成片的秧苗已经翠
绿挺立。80岁的谢得意正在田间巡
查，不时拔除一些田间杂草。

谢得意是湖南农田谋士现代农
业集团有限公司聘请的50多名“田
间管家”中的一员，今年管理农田
100多亩。这些平均年龄超过70岁
的“老把式”们，日常工作是指挥农
机手、监督农事落实、查看田间情况
等。

农田谋士现代农业集团今年共
为湖南6个区县的100多名种粮大户
托管了2.8万亩稻田，推出包括代育

秧、代翻耕、代插秧、代管理、代防治
等在内的“十代模式”，这不仅为一
些种粮大户提供全链条社会化服
务，还让曾经抛荒多年的土地又成
为良田。

良种配良法 增粮夺高产

“你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
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果里镇，李
王村党支部书记陈海峰走进麦田，
捋下一把麦穗搓一搓，查看麦粒灌
浆情况。5月下旬，陈海峰曾找来测
产专家，通过亩穗数估算了今年的
收成：900多亩的“山农28号”品种，
亩产能突破1400斤。

好收成先得有好种子。山东是
农业大省、种业大省，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达到98％以上，良种对粮食增
产的贡献率为47％。

在农业农村部近期发布的《国
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2023
年）》中，陈海峰种植的“山农28号”
被列为骨干型品种。谈起品种优
势，主持选育这一良种的山东农业
大学农学院教授赵檀芳说，品种表
现上个子不高、穗头不大，但亩穗
数、千粒重较高，并且杆矮抗倒、株
型较紧凑、籽粒灌浆脱水较快，特别
适宜机械收割。

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90
后”种粮大户焦瑞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这一产量算是达到了预期，这
得益于前期良法配套和农田精细化
管理。”

旋耕、播种、施肥、镇压一体推
进，实现一播全苗；在小麦播种、越
冬、返青、拔节不同生长期，浇水保
湿；小麦遭遇倒春寒，及时用无人机
喷施叶面肥，使其免受冻害避免白
穗……焦瑞说，在气象年景较差时，

科学种粮的产量优势会更加明显。

机收减损 耕好“无形良田”

6月6日，山东省启动小麦机收
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小麦自西南
向东北、由零星收获转向集中收
获。在陈海峰的麦田里，小麦机收
如火如荼。望着不断“吞吐”的收割
机，陈海峰说：“要想多打粮，收割机
驾驶也是一道关，得匀速行驶，不能
贪快。”

今年夏收，陈海峰做好了机收
减损准备。在李王村党支部领办的
合作社里，自去年秋播以来，陈海峰
组织合作社内全体机手专门就机收
减损技术要点培训了2次。“虽然没
专业测算过，但从收获的粮食看，提
升机手技术能减少约3％至5％的损
耗。”陈海峰说。

在湖南省益阳市佳泽富农业机
械服务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周碧
云的工作强度逐渐增大。厂房内，
他正帮助种粮大户赵舜良调整收割
机的风机系统和脱粒系统。再过一
个多月，这里早稻就要收获了。周
碧云告诉记者，预计整个6月，他们
要调试的收割机将超过200台。

“以前为了提高效率、加快进
度，有时会把风机的功率调得很大，
田头时常能看见掉落的籽粒。”赵舜
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种了500亩
水稻，以往每亩地浪费约50斤，就损
失约2.5万斤稻谷；如果把损失控制
在2％以内，就可以多收约1.5万斤，
按每斤1.2元计算，增收1.8万元。

自去年以来，湖南省农业农村
厅农机事务中心在全省开展农机减
损大宣传、大培训，力争将今年水稻
机收损失率控制在2.46％以内，低于
3％的国家标准。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出坞

新华社上海6月6日电（记者贾
远琨）6日，由中国船舶外高桥造船
有限公司建造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魔都号”出坞，全面转入码头
系泊调试阶段。

自2019年10月18日首艘国产
大型邮轮正式开工点火起，三年多
来，项目工程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总体进度达到93％以上，内装进度
达到85％以上，预计将于今年底完
工交付。

白色涂装、流线型船体、身系
“敦煌飞天彩带”的首艘国产大型邮
轮，取名为“爱达·魔都号”，寓意“从
上海出发，爱达世界”。

长323.6米，宽37.2米，总吨13.55
万吨，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给人的第一
印象就是“大”。除了体量大，它区别

于其他大型船舶的突出特点还有功
能“全”。24层楼高，拥有2826间舱
室，可容纳6500多人，船上豪华酒
店、影院剧场、水上乐园一应俱全，如
同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

这艘大型邮轮拥有136个系统，
2万多套设备。零部件数量高达
2500万个，相当于5架C919国产大
飞机、13辆复兴号高铁列车的工程
物量。电缆布置长度达到4300公
里，相当于上海至拉萨的铁路距离。

“庞大的物量和复杂的工程界
面需要不断细分，厘清系统之间的
逻辑关系，制订出详细的工程计划，
计划条目就超过10万条。”中国船舶
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型
邮轮项目总设计师陈刚说。

大型邮轮建造难度不仅在于工

程浩大，更在于精益管理。中国船
舶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通过三维模
型构建的大数据库，实现了大型邮
轮建造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并研
发出新一代造船企业工程管理系统
SWS－TIME平台，应用于其他大
型船舶建造。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既是我国船
舶工业攀登的又一座高峰，也是带
动我国邮轮产业发展的新引擎。运
营方中船嘉年华邮轮首席执行官陈
然峰介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交付
后，将从上海出发，执航日本及东南
亚航线。

此外，2022年8月8日，第二艘国
产大型邮轮开工建造，标志着中国
大型邮轮实现“双轮同造”，迈向批
量化、系列化建造阶段。

这是6月6日拍摄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记者姜琳）为畅通求职招聘
渠道，强化青年就业服务，人
社部6日启动2023年百日千
万招聘专项行动，将利用100
天时间集中为高校毕业生等
群体提供超千万就业岗位，
助力高校毕业生及各类劳动
者求职就业。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行动以“职引未来 筑梦
青春”为主题，多元拓展岗位渠
道。相关举措包括：创新推出

“就业局长访企入园拓岗活
动”，主动对接重点企业、政府
投资项目、工业园区等，集中收
集一批急需岗位信息；及时掌
握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
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
等岗位空缺情况，广泛收集一
批招募（聘）岗位信息；动员经
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
协会、社会组织广泛参与，重点

筛选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学历
层次、技能水平的岗位信息等。

这位负责人表示，各地
将聚焦需求量大、市场紧缺、
发展前沿领域，面向医药卫
生、信息技术、先进制造、节
能环保等重点行业，推出行
业性专场招聘活动；聚焦高
校比较集中、毕业生数量较
多、流动就业需求较大的地
区，推出区域性专场招聘活
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兼顾其他各类群体求职需
求，推出不同定位、不同特色
的群体性专场招聘活动。

行动期间，人社部在中
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
才网开设线上招聘平台。各
地也将在本地公共招聘服务
网站开设省级平台，同步发
布招聘信息，开展各具特色
的直播带岗、入企探岗、视频
双选会、云招聘等线上活动。

2023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启动

新华社合肥6月5日电
（记者水金辰 刘方强）6月5日
晚，浙皖两省人民政府在安
徽合肥签署《共同建设新安
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
板区协议》，标志着全国首个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提档升
级。一江清水相连，两省变
单一的资金激励补偿为涵盖
水质、上下游产业人才合作
等的综合补偿，从“一水共
护”迈向“一域共富”。

新安江，发源于安徽省
黄山市休宁县，汇入浙江省
千岛湖，是浙江最大的入境
河流。从2012年开始，浙皖
两省连续开展了三轮新安江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数
据显示，试点以来，新安江水
质连年达到补偿标准，安徽
每年向千岛湖输送近70亿立
方米干净水。

记者了解到，相较于前
三轮试点，此次新安江－千
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板区建

设在补偿标准、补偿理念、补
偿方式、补偿范围等方面实
现了提档升级。

据介绍，新一轮补偿重在
加强上下游产业人才合作，探
索园区共建、产业协作、人才
交流等多种合作方式，推动由
单一补偿向综合补偿升级。
此举重在实现下游地区主动
帮助上游地区谋划绿色发展
之路，让上游地区摆脱单纯依
靠资金补偿的局面，体现激励
与约束并重，实现生态保护者
与受益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断面水质补偿上，前
三轮补偿试点期双方每年最
多各出资2亿元。协议提出，
2023年补偿资金总盘增至10
亿元，从2024年开始，资金总
额在10亿元基础上参照浙皖
两省年度GDP增速，建立逐
年增长机制。同时，样板区
补偿范围扩大至安徽省黄山
市、宣城市全境，浙江省杭州
市、嘉兴市全境。

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提档升级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记者樊曦）记者6日从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6月8日起，宁杭高铁、京港高
铁合黄段（合肥南—黄梅东）
将正式推出30日定期票、20
次计次票等新型票制产品。
至此，全国将有49条铁路线路
推行新型票制产品，覆盖29个
省区市的500多个车站。

据了解，近年来，为进一
步方便城市间人员乘车往来
交流，切实满足广大旅客差
异化出行需求，国铁集团依
托电子客票实施，对客票产
品进行了创新升级，推出了
20次计次票、30日定期票等
新型票制产品。

计次票、定期票打破了

传统客票须乘坐票面指定日
期及车次的限制，旅客可在
有效期内乘坐符合条件的任
意车次。产品支持席位预约
和直接刷证两种乘车方式，
能够满足旅客提前规划行
程、随到随走等不同需求，极
大简化了多次购票、改签、退
票的繁琐流程。

旅客可在12306网站和
App为本人或其他乘车人实
名购买产品，购买时可以享
受一定程度的折扣优惠，产
品未启用可随时退款。使用
产品预约席位后，可在开车
前免费取消，无需支付退票
费。“铁路畅行”会员购买和
使用产品后还可累积乘车积
分，用于兑换车票。

多条铁路线路
推行计次票等新型票制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