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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看振兴

新华社西昌1月9日电 1
月 9日 15时 03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
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爱因斯坦
探针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
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的第506次飞行。

岁寒暖阳下，白雪覆乡野。
在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汇鑫街道
的一处高标准玫瑰大棚内，“棚
主”纪娈悬着好几天的心终于放
下来了。“还好花的病不严重，不
然就赶不上过年卖了。”纪娈对杜
立芝说。

今年 60 岁的杜立芝是县农
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农业技术
咨询热线办公室主任，从事农技
推广的 30 多年里，她跑遍全县
600多个自然村，采写了70本400
万字的农技日记，是当地农民心
中问不倒的“田秀才”。这一次，
虽然从微信收到的照片上已经判
断出玫瑰得的是灰霉病，并开出
了“药方”，但种植户仍焦虑不安，
她和同事便来到现场。

寒风刺骨，大棚里温暖如
春。“用烟剂熏一下棚，中午注意
给棚放风，缩小温差。没啥大事，
我们主要是来看看你。”杜立芝拍
了拍纪娈的肩膀说。对方折下一
枝玫瑰，吹开花苞，递过去连连道
谢。

2018年，为解决农技人员技

术单一、服务不全等问
题，作为农业大县的高
唐以杜立芝为首席专
家，从农业系统、乡镇农

技人员中选出70多人组建“杜立
芝党代表工作室”，在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收集社情民意的同时，为
群众免费提供农林牧渔方面的农
技服务。

走进位于县中心的工作室，
各式农作物病虫害的照片摆了一
面墙，书柜里放着大量可供借阅
的农业书籍。工作室成员、县农
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王洪峰介
绍，技术人员轮流在此值班，回复
微信群里的问题、接听热线电话，
非工作时间的咨询电话会自动转
接到技术人员手机上。“我们没有
节假日，因为种地没有节假日。
这里的大门常开，群众到县城就
有地方落脚了。”他说。

把田野当课堂，农作物当教
材，“杜立芝党代表工作室”通过
四处“问诊”、开设农民夜校等形
式，培养出一批爱农业、懂技术、
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逐步构
建起县乡村三级上千人的农技人
才服务网络，并因地制宜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用良种良法促增产

增收。
清平镇地处黄河故道，土壤

沙化严重，这两年，在工作室的帮
助指导下，“一亩地四分种玉米、
六分种花生”的复合种植模式很
受欢迎。清平镇党委书记刘传华
说：“2017年，全镇复合种植面积
仅为 30多亩，如今超 1万亩。每
亩毛收入 3500元，比纯种玉米多
挣1000多元。”

测土配方施肥、蔬菜无公害
栽培、高效低毒农药、秸秆还田
……“杜立芝党代表工作室”累计
推广新技术 50 多项次、新模式 6
种，带动新产业9个，试验新品种
70多个，带动农民增加收益 2000
多万元。

现在，工作室还在“云上”传
技术。县农业农村局土肥站站长
谢荣芳说：“服务送到哪儿，视频
就录到哪儿，村干部、种植户都可
以出镜。有村民说能在网上看到
自己介绍种地的经验，觉得特别
有成就感。”目前，工作室制作发
布惠民利民政策讲解、农业技术
服务科普视频 230 余个，累计获
赞近10万个。

新华社济南1月9日电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司法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日
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
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
到 2025 年，要形成覆盖城乡、
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残疾人
法律服务网络，残疾人法律服
务的精准性、有效性显著增
强，服务质量明显提高，残疾
人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法律服
务的权利得到更好实现。

意见就进一步配强残疾
人法律服务力量、丰富残疾人
法律服务内容和方式、有效维
护残疾人合法权益、促进残疾
人事业全面发展作出部署安
排。要求加强资源整合，进一
步配强残疾人法律服务力量，
丰富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
法鉴定、法治宣传等方面残疾

人法律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不
断满足残疾人日益增长的法
律服务需求，助力残疾人共享
美好生活。

意见聚焦当前残疾人最
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提出 11
项重点工作任务，包括：完善
残疾人公共法律服务网络、降
低残疾人法律援助门槛、优化
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提
高残疾人法律援助质量、开展
助残公益法律服务活动、成立
残疾人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
减免残疾人相关法律服务费
用、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发
挥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补
充作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开展残疾人法治
宣传活动等。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9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截至 2023年底，我国铁路营业
里程达到 15.9万公里，其中高
铁达到4.5万公里。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
示，2023 年，国铁集团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构建现代化基
础设施体系的决策部署，优质
高效推进铁路建设，全国铁路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645亿元、
同比增长 7.5%；投产新线 3637
公里，其中高铁 2776 公里，圆
满完成了年度铁路建设任务。

2023年，“十四五”规划纲

要确定的 102项重大工程中的
铁路项目有序推进，铁路建设
投资拉动作用显著。铁路部
门聚焦“打基础、利长远、补短
板、调结构”，实施 24 个联网、
补网、强链项目；丽江至香格
里拉铁路、贵阳至南宁高铁等
34个项目建成投产，广州白云
站、南昌东站等 102 座客站高
质量投入运营；重庆至万州高
铁、成渝中线高铁等 112 个在
建项目有序推进；潍坊至宿迁
高铁、邵阳至永州高铁、黄桶
至百色铁路等9个大中型基建
项目开工建设；建成铁路专用
线92条、物流基地10个。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2023 年，我国粮食产量再获丰
收，全国收购平稳有序，全年收
购量保持在 4 亿吨以上，与上年
水平大体相当，“大国粮仓”安全
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这是记者在 8日至 9日召开
的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
议上获悉的。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局长刘焕鑫说，目前我国
粮食库存充裕，库存消费比远高
于 17%至 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
戒线。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
达到 7 亿吨，粮食仓储管理规范
化、精细化、绿色化、智能化水平
不断提升，仓储条件总体保持世
界较先进水平。

据介绍，虽然我国粮食连年
丰收，但粮食供求中长期呈紧平

衡态势，品种结构矛盾仍然突
出，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大
范围、长距离、快速调运供应的
压力增大。刘焕鑫说，为了保障
粮食市场供应充足，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加大粮食宏观调控
力度，认真组织政策性粮食销
售，适时开展中央和地方储备轮
换，发挥吞吐调节作用。在国际
粮食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我
国粮食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2023年，我国粮食储备管理
力度逐步加大。中央储备粮、最
低 收 购 价 粮 实 现 信 息 化 全 覆
盖。所有省级储备粮、29个省份
的市县级储备粮实现信息化全
覆盖，省市县三级储备粮信息化
覆盖率达到95%。坚决查处涉粮
违法违规案件，各级粮食和物资

储备部门作出行政处罚 8000 多
例，罚没金额达2210万元。

刘焕鑫表示，2024年将进一
步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
障，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
性收购，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
市，及时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
案，积极应对灾害天气等突发情
况，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
线。强化收购服务，优化组织方
式，提高农民售粮满意度。立足
市场供应，关注重点时段、重点
地区、重点品种，精准落实调控
措施，保持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做好政策性粮食销售工作，发挥
调节供需、稳定市场的作用。还
将加强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
建设，健全粮食应急保障体系，
提高应急保供能力。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2024
年，我国将围绕加快建设现代农
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实施
粮食绿色仓储等六大提升行动，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这是记者在 8 日至 9 日召开
的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
上获悉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局长刘焕鑫在会议上说，通过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2023年
我国粮食产业实现提质增效。预

计 2023 年粮食企业实现工业总
产值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
组织发布小麦、大豆强制性国家
标准，建立完善粮食质量安全第
三方检验监测制度。

他表示，2024 年将实施粮食
绿色仓储、品种品质品牌、质量追
溯、机械装备、应急保障能力、节
约减损健康消费等六大提升行
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造供应链。开展国家现代

粮食物流（产业）示范园区创建，
促进园区设施完善和功能提升，
搭建优质粮油产品产销衔接平
台，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近年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推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开展

“中国好粮油”行动，建设粮食产后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粮食质量安全
检测体系，发挥粮食流通对生产、
消费的引导作用，不断满足消费者

“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要求。

2023年全国粮食收购量超4亿吨
“大国粮仓”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我国将实施六大行动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 相关新闻

播下“农技种”结出“致富果”
——山东高唐农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我国成功发射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我国高铁达到4.5万公里

两部门印发意见加强残疾人法律服务

1月9日，在邢台市南和区一家育苗基地，农民将蔬菜秧苗装
箱销售。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立足当地现代设施农业的优
势，依托“公司订单”，积极推广蔬菜育苗集约化技术，推动育苗专
业化、规模化生产，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助力农民增收。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