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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绘制水稻育种“数字地图”

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医疗卫生机
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李恒）促进医疗卫生机
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有利
于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有
利于规范托育服务。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
医药局综合司、国家疾控局
综合司等三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促进医疗卫生机
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的指
导意见》。

托育服务是生命全周期
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国
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各地卫生健
康部门积极鼓励医疗卫生
机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在
婴幼儿膳食营养、身体发
育、疾病防控、保育照护等
方面加强对托育机构的业
务指导和人员培训，推动托
育服务规范发展，受到广大
婴幼儿家长和托育服务从
业者的好评。

指导意见主要内容包

括：开展订单签约服务，加强
儿童照护指导，发挥中医药
特色优势，落实疾病防控责
任，健全相关支持政策，加强
动态监督管理，抓好典型示
范引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其中，在开展订单签约
服务方面，指导意见提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托育
机构作为功能社区签约对
象，签订服务协议，采取巡
回指导或协议派驻等方式，
开 展 婴 幼 儿 健 康 管 理 服
务。在加强儿童照护指导
方面，鼓励县级妇幼保健机
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托
育机构建立联系，定期上门
对接和指导。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
局、国家疾控局将加强宣传
解读、人员培训和督导调研
等工作，及时研究解决新情
况新问题，推动指导意见各
项要求落地见效。

新华社深圳10月17日电（记者
陈宇轩 毛思倩）记者17日从中国农
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了
解到，科研人员成功绘制了基于一
万余份水稻样本的群体变异图谱，
这意味着水稻育种从此有了万份级
样本的“数字地图”，为进一步研究
水稻基因的自然变异尤其是稀有变
异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水稻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之一，其基因组的自然变异是基因
改良和现代育种的重要遗传基础。
因此，要提升水稻育种水平，就必须
在大规模的水稻群体中鉴定出自然

变异，并进一步挖掘其中的稀有变
异及其潜在应用。

研究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
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商
连光表示，科研人员以水稻超级泛
基因组为依据，对10548份水稻样
本进行了自然变异分类，构建了水
稻超大规模的群体基因组变异数
据集，这就像一张水稻研究的“数
字地图”，为育种提供了清晰的指
引。

借助“数字地图”的帮助，科研
人员在水稻育种方面取得了新的突
破：一方面纠正了部分水稻籼粳分

类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广泛分析了
重要功能基因在不同亚群中的群体
频率，鉴定了其中的优异自然变异。

以此为基础，科研人员还建立
了面向全球用户的在线数据库平
台，为水稻研究提供了单倍型整合
分析、变异图谱分析、系统发育树分
析等科研服务，进一步提升了我国
在全球水稻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该研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
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崖州湾实验室、
中国水稻研究所、河南大学等单位
共同完成。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于国际权威期刊《核酸研究》。

2023长春秋季房交会即将开幕
74家参展企业亮相展会

经过紧张的组织筹备，
“2023长春秋季房交会（31
届）”招商已圆满结束。本次
展会参展企业共74家,其中，
房地产开发企业66家，房地
产经纪机构5家，金融机构3
家。参展房源共17.2万套、面
积1766万平方米，其中，商品
房4.2万套、面积466万平方
米，二手房13万套、1300万平
方米。

展会期间，在“长11条”政
策基础上，部分开发区匹配发
放额度不等的购房券。其中，
北湖科技开发区发放2万元/张
的购房券，共计300张、金额
600万元；汽开区发放1.5万元/
张购房券，共计200张、金额
300万元；莲花山生态旅游度
假区发放1.5万元/张购房券，
共计79张、金额118.5万元；净
月高新区发放2万元/张购房
券，不设上限；中韩示范区发放
1.5万元/张购房券，不设上
限。购房券自房交会开幕之
日起即可申领，至10月29日结
束，数量有限，先领先得，发完
为止。购房券在交纳购房款、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完成
网签备案时进行核销，十足抵
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及
完成网签备案时间可延长至
2023年11月30日。“长11条”
政策与各区购房券可同时申
领并叠加使用。购买二手房
以及双阳区、九台区及外县
（市）商品房的，不在发放范围。

展会期间，将组织项目
专场推介会、主题论坛、免费
看房车、3D售楼处、VR看房
等精彩活动，方便观展市民
全面了解项目信息，提升市
民参与感和体验感。部分参
展企业为购房者准备了家具
家电礼品、装修礼包、购房抽
奖等多项优惠。同时，部分
城区、开发区为配合房交会，
将开展“一主多辅，多点联
动，全城看房”购房活动。

此次房交会通过“政府
搭台、企业让利、百姓受益”
的方式，为企业与购房人搭
建信息交流的互动平台，为
春城百姓提供一场选房购房
盛宴。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中国粮食主产区
全力抗灾有望再获丰收

新华社哈尔滨10月16日电（记者
李建平 孙晓宇 刘昊东）当前，气候变
化、地区冲突等给全球农业生产带来
挑战，国际粮食安全备受关注。近期，
随着中国各地陆续进入秋收季，在全
力克服前期洪涝灾害等不利影响之
下，一些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有望再
获丰收。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和粮食主
产区，去年粮食总产量1552.6亿斤、占
全国11.3％，连续13年居全国首位。8
月初，受台风影响，黑龙江省部分地区
出现连续强降雨，农田遭受洪涝灾
害。当地积极采取科技手段，分地块、
分作物、分受灾程度精准施策，迅速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

在“中国优质稻米之乡”黑龙江
省五常市，今年8月，有近百万亩耕地
不同程度遭受洪涝灾害。“受灾后，我
们抢排田间积水，趁着阳光足，赶紧喷
施叶面肥，水稻长势恢复不错。”五常
市民乐朝鲜族乡红扬有机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于殿红说，目前，他们
已经完成1万余亩水稻收获工作，今年
新米上市后迎来销售高峰，加工车间

正加班加点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
走进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大豆进

入收获高峰期，几台联合收割机来回
穿梭，将金黄饱满的大豆尽收仓中。
双鸭山市四方台区太保镇开源村党支
部书记于战宇说：“我们种出来的大豆
籽粒饱满、个头均匀、颗颗金黄，这就
是好豆子。”

日前，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
消息，从专家测产和农民实际收获看，
黑龙江省农作物有望实现“二十连
丰”。

黑龙江省所在的中国东北地区，
粮食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商品粮占
全国三分之一，调出量占全国40％。
今年，地处中国东北地区的吉林省榆
树、舒兰、扶余等中国产粮大县，也遭
遇洪涝灾害，但在一系列抗灾减损措
施的帮助下，全省粮食丰收已成定局。

近年来，中国高度关注粮食生产
能力建设，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粮
食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
上。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
示，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特别是高
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除华北东

北部分地区遭遇较重洪涝、西北局部
遭遇干旱外，全国面上旱涝灾情总体
轻于常年，丰收在望。目前全国秋粮
收获已过六成，各地确保秋收顺利推
进、秋粮颗粒归仓，从东北平原到中原
大地，从西南山区到江南水乡，处处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中国坚持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今年夏粮、秋粮丰收，对保障
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能够守住重要农
产品的合理自给率，端稳端牢“中国饭
碗”，有效应对国际市场波动，保障粮
食安全。

中国端牢自己饭碗的同时，也成
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提
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倡导粮食
领域务实合作，同140多个国家和地
区开展农业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1000多项农业技术，为80多个发展中
国家培训超过1.4万名杂交水稻专业
技术人才，在非洲启动建设13个农业
发展与减贫示范村，积极向有需要的
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1010 月月 1111 日日，，在吉林省公在吉林省公
主岭市范家屯镇乾程农民专主岭市范家屯镇乾程农民专
业合作社业合作社，，农民操作农机收获农民操作农机收获
玉米玉米。。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楠张楠 摄摄

（上接A1版）这既为吉林在
新征程上重振雄风、再创佳
绩注入了坚定信心和强劲动
力，又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
吉林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机
遇。这些年，我们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
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聚焦转型数字化、服
务智能化、社会共享化、产业
高级化趋势，加快发展“六新
产业”、建设“四新设施”，努
力打造三个万亿级大产业和
若干千亿级产业集群，进一
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持续为吉林振兴
发展夯实基础、聚势赋能。
当前，吉林与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对接全面加强、持续
深入，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
地建设，吉林正在迎来快速
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希望各
位知名企业家走进吉林、了
解吉林、投资吉林，深入挖掘

用好吉林丰富资源，与我们
一路同行、一路分享、一路共
赢，携手开辟事业发展新天
地。希望各位优秀吉林籍人
才以这次座谈会为契机，积
极回乡创业就业、创新合作，
把更多新理念、新技术、新模
式带回吉林。我们一定努力
为大家搭建一流事业平台，
创造良好工作生活条件，让
大家在吉林尽情施展才华、
实现人生价值。

会前，景俊海实地了解
吉林省重点企事业单位高
端人才招聘上海站活动开
展情况。

省领导蔡东、张恩惠、
李伟，省政府秘书长刘化
文，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
（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主
要负责同志，以及150多位
知名企业家和吉林籍人才
代表参加会议。

吉林日报记者 黄鹭

耐盐碱大豆品种在吉林西部亩产超300公斤实现高产
新华社长春10月17日电（记者

薛钦峰）近日，经专家测产，耐盐碱
大豆品种“中吉602”在吉林西部盐
碱地亩产达到306.18公斤。专家表
示，这一产量创造了东北风沙盐碱
地的大豆高产典型。

近日，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重
大任务局、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等
多个单位的20名专家，在吉林省白
城市通榆县边昭镇哈拉道堡村的盐
碱地示范田里对耐盐碱大豆进行了
实收测产。

此次测产的“中吉602”耐盐碱
大豆品种是由中国农科院作科所优
异基因资源发掘与创新利用团队和
吉林省农科院大豆所合作选育。农
业专家在示范田里通过实施水肥精
细管理等配套栽培措施，充分挖掘
该品种在盐碱地的产量潜力。目
前，该品种已在吉林白城、公主岭、
梨树和内蒙古的通辽、巴彦淖尔、鄂
尔多斯等地累计推广2万余亩。

吉林西部地区是世界三大苏打
盐碱地主要分布区之一。这里的盐

碱地土壤贫瘠、盐碱性高、保水保肥
性能差，农作物单产普遍较低。通
榆县是当地典型盐碱区，大豆常年
播种面积约为20万亩，单产仅有100
公斤/亩左右。

吉林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研究
员王跃强表示，针对“中吉602”耐盐
碱特性，在吉林西部、内蒙古中西部中
度盐碱地进行合理密植、水肥精细化
管理等配套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未
来对耐盐碱大豆扩面积提单产、盐碱
地改良和种植户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