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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
挥棒”“红绿灯”，坚持发展必须是、只能是高
质量发展，谋划实施相关领域改革，切实走
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
充分释放的振兴发展新路。要紧盯阻碍高
质量发展的问题、影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的障碍、发展最紧迫和群众急难愁盼的事
项，以机制创新突破体制障碍，让吉林全面
振兴动力活力全面释放。

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二○三五年基本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到二○二九年
完成《实施意见》提出的改革任务，要求全省
上下坚定信心、拼搏实干、稳扎稳打，一步一
个脚印推动既定目标如期实现。

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
要任务，明确了9个重点专项，主要包括：创
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制度机制，完善粮食
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机制，健全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体系建设，创新机制推动新能源发展，
建立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完善大长白
山生态保护利用机制，深化事业单位改革，

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强化财政绩效管理，完
善服务型政府建设机制。

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保
障提出要求，强调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的建设和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推动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走深走实。

全会指出，吉林振兴走到今天，靠的是
改革创新发展，要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
破，依然必须以改革开路、以改革破题，以改
革精神抓改革。全省党员干部要统一思想，
搞清楚“为什么改”，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
底。要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坚持党对改
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守正创新，确保沿
着正确方向推进改革。要把准改革路径要
求，破藩篱、扫障碍、下深水、涉险滩，把一个
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要把牢改革价
值取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善于从
群众关注焦点、百姓生活难点中寻找改革切
入点，以可感可及的改革成果造福人民。

全会强调，让改革“蓝图”变成“实景”，必
须把抓落实作为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推动
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
不断增强市场意识、开拓意识、法治意识、风
险意识。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改革，坚决不
干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的
事，坚决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坚决不能“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
走人”。要提高狠抓落实能力，树立全省一盘
棋意识，各项改革要协同配合、同向发力；坚
持小切口、大纵深，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示范
引领，鼓励基层大胆闯大胆试；各级领导干部
要坚持行胜于言，具体抓、抓具体，带头了解
真情况、找准真问题、真解决问题。要弘扬崇
严尚实作风，在改革中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
鲜明选人用人导向，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
来”，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力解决干部
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旗帜鲜
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
腰、为创新者鼓劲。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
神、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把更多资金用于补短
板、强弱项、惠民生。

全会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确保
实现既定增长目标，要紧跟中央增量政策供
给，创造性匹配地方政策资源，最大限度挖掘
释放政策红利。要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
方政府专项债，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
进一步提振房地产市场信心。要组织好秋粮
收储，确保安全高效、颗粒归仓。要提前谋划
好新雪季各项活动赛事，更好激活冰雪消费
市场。同时，要统筹做好保障改善民生、安全
生产、灾后重建等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坚
决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耕地红线、地方
政府债务警戒线和统计数据质量线，更好统
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吉林省委十二届
五次全体会议决议》。

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下
定决心，攻坚克难，务求全胜，为推动吉林全
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吉林
新篇章而团结奋斗！

吉林日报记者 黄鹭 邱国强

卫星发射 新华社发 汪江波 摄

“粮安天下”任重而道远
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十二号05星

吃饭问题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
2024年世界粮食日到来前夕，世界粮食计
划署等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饥
饿水平连续第三年居高不下，2023年仍有
约7.33亿人面临饥饿，相当于全球每11人中
就有1人食不果腹。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
事屈冬玉近日撰文呼吁全球采取切实行
动，全面落实作为基本人权的“食物权”。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全球粮食生产
和运输受到严重冲击，由此产生的连锁反
应除了供应短缺、粮价飙升，一些国家为
确保自身粮食安全实施了出口禁令，从而
加剧了粮食供应严重依赖进口国家的困
境，全球粮食体系的关联性和脆弱性进一
步凸显。此外，苏丹武装冲突可能使这个
东非国家陷入“全球最大饥饿危机”；巴以
新一轮冲突使得加沙至少有四分之一的
家庭面临“灾难性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
况”；暴力升级使得540万海地人难以获得
足够食物，该国也成为世界上严重粮食不
安全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随着国际
局势动荡，战乱冲突对全球粮食供应系统
的冲击不断加剧。

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造成部分
国家地区粮食减产，加大了全球粮食供应
缺口。2023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
年，厄尔尼诺现象在2024年年初达到顶
峰，气候变化对粮食危机的全面影响正在
显现。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最新《全球
粮食危机报告》显示，去年极端天气让18
个国家的72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
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预测，气候问

题可能导致2050年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
增加近20％。值得注意的是，大面积干旱
造成的粮食减产正加剧人与自然的紧张
关系，一些南部非洲国家为缓解干旱带来
的影响，减轻对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不
得不对侵入人类居住区觅食的保护动物
进行捕杀而引发争议。

21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历了三次粮食
危机，危机原因各异但承压最大的始终是
全世界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困难群体。与
发达国家食品价格上涨或选择减少相比，
危机对贫穷国家困难群体来说却是朝不保
夕的饥饿感、粮荒乃至由此引发的致命冲
突。联合国报告显示，2022年至2023年间，
西亚、加勒比和非洲大多数区域饥饿形势
呈现加剧趋势，其中非洲每5人中就有1人
面临饥饿。报告警告，到2030年将有约5.82
亿人处于长期食物不足状况，其中一半在
非洲，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零
饥饿”的目标恐难如期实现。

实际上，以当下人类粮食生产能力，所
有人吃饱肚子应该不是问题。联合国数据
显示，2022年全球人口约为80亿，谷物产量
超27亿吨，足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粮食需
求。粮食危机何以频发，一个国际共识就
是，分配出了问题。全球粮食生产贸易高
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手
中，消费却分散在食物支出占比更高的众
多发展中国家，这样就造成了全球粮食体
系一边“供应过剩”“烧粮取油”、一边却“食
不果腹”“等米下锅”的不公格局。2008年，
全球粮价持续上涨引发粮食危机，导致饥

饿、贫困和社会动荡等问题加剧，世界银行
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那次粮食危机主要
是由美欧等国用“过剩”粮食开发生物燃料
所致。

所谓全球粮食危机，本质上还是发展
中国家的粮食危机，这种不公平的全球粮
食体系背后，有着复杂的制度成因。历史
上，发达国家披着粮食援助和粮食自由贸
易的外衣，借机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并“踢
开”发展中国家通向农业强大和粮食自主
的“梯子”。发达国家在鼓吹新自由主义经
济效益优先的过程中将全球粮食市场进一
步体系化、制度化并逐步占领发展中国家
粮食市场，而后者的传统农业在发达国家
享受巨额补贴的农产品冲击下逐渐瓦解并
形成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其自身调节生产
和价格以应对危机或饥荒的粮食自主能力
被极大削弱……因此，从根本上改善发展
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局面并非易事。

粮食具有商品属性，更具战略属性。
各国既要通过开放贸易多元化粮食供给渠
道，也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牢牢把握粮
食自主权。粮食安全是发展问题，也是公
平问题。国际社会既要加强减贫合作，不
断提升粮食生产整体能力，也要构建更高
效、更包容、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农业粮
食体系，确保让更多人实现“更好生产、更
好营养、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粮安天
下”任重而道远，不让任何一个人挨饿，唯
有加强国际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更加
公平公正的粮食生产分配体系才是正途。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新华社酒泉10月16日电（李国利 李欣
媛）10月16日7时45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
十二号05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高分十二号05星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
市规划、土地确权、路网设计、农作物估产和
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的第540次飞行。

三步走！我国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出炉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记者张泉

宋晨）2027年空间科学研究水平整体跃
升；2035年重点方向跻身国际前列；2050
年重要领域国际领先，成为世界空间科学
强国。

10月15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
国科学院、国家航天局、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国家空间科学中长
期发展规划（2024—2050年）》，提出我国
空间科学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

为什么要制定这一规划？
“空间科学是航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探索宇宙奥秘、拓展人类认知边界
的同时，也有力带动空间技术的发展。”中
国科学院副院长丁赤飚说，近年来，我国
空间科学进入创新发展的“快车道”，但与
世界航天强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为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
用全面发展，我国凝聚全国空间科学领域
专家学者智慧，历时2年多，编制了《国家
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2050
年）》，相关领域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

了规划编制。
“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

发展规划，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依据，有助于进一
步统筹国内相关科研力量、凝练部署重大
科技任务、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从而使我
国在有基础、有优势的领域尽早取得世界
级重大科学成果。”丁赤飚说。

规划部署了哪些空间科学研究内容？
丁赤飚介绍，规划提出了我国拟突破

的“极端宇宙”“时空涟漪”“日地全景”“宜
居行星”“太空格物”5大科学主题和17个
优先发展方向。

“极端宇宙”主要是探索宇宙的起源与
演化，揭示极端宇宙条件下的物理规律。

“时空涟漪”主要是探测中低频引力
波、原初引力波，揭示引力与时空本质。

“日地全景”主要是探索地球、太阳和
日球层，揭示日地复杂系统、太阳与太阳
系整体联系的物理过程与规律。

“宜居行星”主要是探索太阳系天体
和系外行星的宜居性，开展地外生命探

寻。
“太空格物”主要是揭示太空条件下

的物质运动和生命活动规律，深化对量子
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等基础物理的认知。

规划还形成了我国空间科学中长期
发展路线图。

至2027年，运营中国空间站，实施载
人月球探测、探月工程四期与行星探测工
程，论证立项5至8项空间科学卫星任务。

2028年至2035年，继续运营中国空
间站、实施载人月球探测，论证实施国际
月球科研站等科学任务，论证实施约15项
空间科学卫星任务。

2036年至2050年，论证实施30余项
空间科学任务，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

“空间科学是航天国际合作的主渠
道，和平利用外空关乎全人类的福祉，是
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科学院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院士说，我们将深入
推动多种形式的空间科学国际合作交流，
让空间科技成果更好更多地造福人类。

涉嫌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国家医保局点名七家医院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徐鹏航）以
“免费住院”为噱头诱导困难群众住院；没有
眼科医生、眼科设备，却开展眼科诊疗服务骗
保……国家医保局16日公布安徽省淮南市七
家医院涉嫌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问题。

其中，淮南市寿县南唐惠民医院涉嫌诱
导住院骗保，该院与两家养老院签订医养结
合协议，由养老院向医院输送病人，医院按人
头向养老院输送利益；涉嫌虚构诊疗服务、冒
用医师签名骗保，如冒用医师姜某名义共出
具影像报告3433份，而姜某实际上从未在该
院上班等；涉嫌虚记诊疗服务数量骗保，如有
的病人有收费但无检查影像记录，有的病人诊
断部位与影像描述不符等。

淮南市康德医院涉嫌无资质开展检查项
目骗保，该院影像科由不具备资质的人员开
展CT和DR检查，并冒用有资质的医生签名
出具诊断报告；涉嫌无资质开展麻醉项目、无
资质开展中医诊疗服务骗保。

淮南市寿县仁慈中医医院涉嫌虚记药品
耗材数量骗保，如未使用人工晶体却收取人
工晶体费用并申报结算等；涉嫌违规开展诊
疗服务骗保，该院既没有眼科诊疗设备，也没
有具备资质的眼科医生，仍然开展相关服务
并收取费用；涉嫌过度诊疗骗保，该院部分病
人无指征住院治疗。

此外，淮南市寿县正阳关镇镇南社区卫生
服务站涉嫌虚构检验项目骗保、过度诊疗骗保；
淮南市寿县益民医院存在无备案进行新增项目
医保结算问题和重复收费问题；淮南市寿县谐
和医院存在过度检查、过度用药等违法违规问
题；淮南市寿州老年公寓康复医院存在超范围
开展诊疗服务、过度检查等违法违规问题。

据悉，上述案件后续处理工作正在进一步
推进中。同时，安徽省淮南市医保部门对全市
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开展专项检查，推动全市定
点医疗机构主动规范医保基金使用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