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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出来”的春播

“就怕误了农时，这几天都在加班加点
地干。”16日，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马
刚街道马刚村，随着阵阵轰鸣声，两台播种
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海城绿世界农业科技
服务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温海滨站在田垄
边，一边踱步测算行距，一边指挥农机转
向。

温海滨说，受今年疫情影响，跨区域流
动不便，他所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改
变以往多点铺开、同时播种的方式，集中人
力，逐一抢种，努力解决隔离在外农户们的

春播难题。
而 4月上旬就已开犁的辽宁省铁岭

市，正进入到田间管理阶段。在昌图县毛
家店镇，庙沟村与四平市铁东区城东乡合
力村相邻。毛家店镇党委副书记郭凯说，
早在4月初，毛家店镇与四平市铁东区就
通过电话协商，确认并登记土地承包信息，
制定了双方群众承包的土地由属地政府找
人代耕代种的措施。目前已陆续结束春
播。

“今年以来，各地克服国内疫情多点散
发、农资价格持续上涨等困难，推动春播有
序开展，再加上大部分地区土壤墒情适宜、
光温充足，春耕春播进展较为顺利。”农业
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5月18
日，全国春播粮食已完成意向面积的85%，
同比快2.3个百分点。分作物看，早稻栽插
已结束，春玉米、春小麦播种接近尾声，大
豆过八成、中稻栽插五成半。分地区看，华
南地区春播已结束，东北、西南、长江中下
游地区均过八成，华北黄淮地区近八成。

绿色高效的春耕生产

眼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进入分
蘖盛期。这两天，在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三市镇，佘智军操控着新买的4旋翼遥控
植保飞机给禾苗喷洒农药。雾化后的药物
均匀地铺洒在农作物上，整个过程快捷高
效。

33岁的佘智军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
2021年在惠农政策的召唤下，他决定返乡
种田，目前已流转1500亩农田，大部分用

于种植双季稻。他对家乡农业种植结构、
农业技术、农药使用情况等作了详细调研。

“今年我根据水稻品种的生育期，采用
双季稻和一季稻相结合的种植模式、抛秧
和直播相结合的种植方法，分批次播下优
质稻品种。通过科学施肥和合理药物防
治，提高肥料利用率，逐步减少农药使用。”
佘智军说。

绿色高效，是今年不少地区春耕生产
的特点。在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七星分公司的一块水田里，装有北斗导
航驾驶系统的插秧机正在进行自主作业。
种植户宋春将秧苗搬运到插秧机上，插秧
机就会根据预先设定的轨迹，进行精准插
秧作业。

“原来插秧需要一个司机、一个摆盘
的，现在只需要摆盘的，既减少了人工又提
高了效率。”宋春说，由于效率提高，今年比
往年提前两天完成插秧。

统筹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全国各地
充分发挥产粮（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补
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绿色高质高效
行动等政策资金作用，引导农民合理安
排种植结构。对因疫情封控播种有困难
的农户，有关部门和地方通过推动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代耕代种、社会化服务组织
帮耕帮种等方式，千方百计帮助把地种下
去，为丰收奠定基础。

点亮丰收的希望

虽然全国春耕春播生产任务已近尾
声，但确保春播面积全面落地仍需努力。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将继续指导各

地抢抓有利天气，充分发挥农机作用，加
快播种进度。

这位负责人表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针对局部可能出现的旱涝灾害，提前做
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准备，提高播种质量。

寻甸县是云南产粮大县，目前大春作
物出苗正常，秧苗长势良好，但综合气候等
条件进行分析，今年水稻病虫害总体将中
等偏轻发生。“要确保粮食丰收，仍需注重
田间管理。”寻甸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应
珍说，他们要求全县分区分类推进，落实落
细各项关键措施，尤其要抓好重大病虫害
防控，增加科技增粮措施。

当前不仅春耕春播进入扫尾阶段，也
是夏收作物籽粒开始饱满、走向成熟的重
要时节。此时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
到两周时间，干热风、倒伏、病虫害等风险
对小麦影响仍然存在。

“冬小麦占新疆粮食总产近三成、占口
粮的六成以上。受2021年冬小麦播期偏
晚、冬季气温偏高、降雪偏少等不利因素影
响，2022年新疆冬小麦返青苗情较去年偏
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
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说，将抓好冬小麦田间
管理措施落实、确保冬小麦稳产增产。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要及时打通堵
点卡点，全力保障小麦机收顺利开展，抓实
抓细夏收夏种夏管各项工作，确保夏粮颗
粒归仓，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

（记者胡璐、武江民、周楠、王建、李志
浩、杨静）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种满丰收的希望
——我国春耕春播进展顺利

立夏小满正栽秧。在当前
风险挑战增多、全球粮食等大
宗商品市场大幅波动背景下，
稳住粮食“压舱石”极为重要，
春播正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关键
时期。

记者在辽宁、黑龙江、湖南
等多地调研了解到，全国各地
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抢
抓时机展开春耕春播，把希望
的种子播撒在生机勃勃的田野
上。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首选目的地、孕育红
二方面军的摇篮、红军长征的最后出发地。这一区域高山连
绵、河谷纵横，曾是国家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如今，这里正逐
渐成为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红色旅游的热土。

“当年，我爷爷在山上烧好炭，运到打铁车间，用来制造武
器。我爸爸年龄小，就在兵工厂里打下手。”杨昌位是湖南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茨岩塘镇甘露村村民，今年73岁的他
是红二、六军团兵工厂旧址的管理员，担任义务宣讲员已有5
年。他一家三代都与红军兵工厂有着不解之缘。

“不远处的被服厂，是我奶奶曾为红军缝制军服的地方。”
杨昌位说，“到了晚上，奶奶和其他妇女借桐油灯的光，一针一
线地缝。”

“湘西州是‘精准扶贫’首倡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
精准脱贫方面积极探索，红色成为老区最鲜亮的底色。”龙山县
文旅广电局党组书记向宝凤说。在龙山县，和杨昌位一样从事
红色旅游服务行业的群众有近万人，2021年以来，龙山县接待
游客100万余人次，红色旅游已成为革命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
新引擎。

进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远远便能看
见贺龙元帅的铜像。1934年6月，贺龙率领红三军来到武陵山
腹地的南腰界，创建革命根据地。

时光流转，在今天的南腰界镇，“红军”是最鲜明的元素：昔
日举办过会师大会的猫洞大田如今修建成红色文化广场，道路
叫作“红军中街”“红军新街”，这里的医院叫作“红军医院”，这
里的小学院墙上也镌刻着五角星。

南腰界镇党委副书记罗意说，目前南腰界镇种植富硒水
稻、辣椒、油茶、青花椒、茶叶等特色农产品，建立了农产品深加
工基地和富硒稻米产业基地，成立了14个专业合作社。群众增
收渠道拓宽，产业发展稳步提升，2021年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到13200元。为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全镇建成29条“四好
农村路”，完成便民路建设140公里，实现组组通畅。

“红军的精神时时刻刻激励着我们。”南腰界镇红岩村村民
池再军说。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到村里的养殖大户，他一直向先
辈们学习，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继续拼搏奋斗。

清晨，一曲《映山红》打破了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滨江公园
的宁静，不少市民在公园广场上翩翩起舞，享受美好初夏时光。

1930年7月，红二军团在江陵县普济观正式成立，标志着
革命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后来的粗放式发展使这片红色的土
地一度陷入砂石漫天、杂破不堪状态。

“过去长江岸边厂房林立，码头聚集，岸线资源侵蚀严重。”
江陵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修复与林业产业股股长夏华成
说，通过整治取缔七处非法码头、六处砂石料厂，拆除两家企业
厂房和十多家餐馆，腾退岸线面积500多亩，才有了现在绵延十
里的带状滨江公园。

据介绍，近年来江陵县立足长江大保护，融入长江经济
带。全面实施长江岸线植绿复绿和长江沿岸造林绿化，建成66
公里沿江沿堤绿色走廊，如今“万里长江美在江陵”，天蓝、水碧
守护着这片红色大地。

1934年，红旗漫卷梵净山。在位于梵净山脚下的贵州铜仁
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木黄镇五甲村，村口一株千年柏树见
证了红三军、红六军团主力在这里会师。如今，古柏已有30多
米高，历经风雨而巍然矗立，引来无数游客前来瞻仰，聆听红军
故事，回忆峥嵘岁月。

“去年高速公路通到木黄镇，来纪念馆参观的游客达到24
万人。”木黄会师纪念馆馆长冉光辉说。近年来，木黄镇加快推
进红色旅游，推出“会师柏—会师广场—鱼泉河—会师纪念馆
—红二、六军团政治部—会师纪念碑”“长征文化步道公园”等
精品旅游线路。

2019年4月，贵州省宣布印江县实现脱贫摘帽，退出贫困
县序列。近年来，全县发展食用菌、茶叶、精品水果、中药材几
十万亩；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4800公里；森林覆盖率达70%，
成为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石漠化山区大跨步发展的缩影。

在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苗绣已由“指尖技艺”变为“指
尖经济”。贵州松桃苗绣第七代传承人石丽平创办的企业培养
了1万多名绣娘，带动了28个乡镇3800名妇女就业。“我们要
把苗绣传承好，让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
力。”石丽平说。

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激励着老区人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不断前行。当前，湘鄂渝黔革命老区不断打通交通掣肘、抱团发
展，一大批基础设施、特色产业落地生根、茁壮成长，红色热土正
绘就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生殷实、民族团结的壮美画卷。

（记者李惊亚、张格、明星、蒋彪、陈青冰、熊琦）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

擦亮红色底色 阔步新征程

高考临近，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青岛通济实验学校在开展复习备考的同时，通过组织高三学生开展丰富
多彩的集体减压活动，帮助他们释放身心压力，以轻松、乐观、自信的心态迎接高考。

图为5月22日，青岛通济实验学校高三学生在学校设立的宣泄间击打“宣泄人”释放压力。
新华社发（梁孝鹏 摄）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 谢希瑶）21
至22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举行第二十八
届贸易部长会议。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以视频方
式出席。王文涛表示，中方坚定致力于实现全
面、高水平的亚太自贸区。

王文涛指出，APEC各成员应以构建亚太
命运共同体为主线，全面推进贸易投资各领域
务实合作。要发挥自由贸易安排对推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主渠道作用，努力推动区域包容性
发展，打造具有惠及性的亚太命运共同体。

王文涛表示，中方坚定致力于实现全面、高
水平的亚太自贸区，正在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东盟成员积极
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持续推进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全球
和区域经济稳定增长持续提供推动力。中国开
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王文涛强调，中方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
（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
方。APEC可发挥助推器、稳定器、孵化器作
用，对 WTO 工作给予有力支持。中方愿与
APEC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共同推动WTO第
12届部长级会议在疫情应对、世贸组织改革等
议题上取得务实成果。

商务部：
坚定致力于实现全面、
高水平的亚太自贸区

快乐减压 轻松迎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