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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全面振兴

瞭望环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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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

绿色石膏板代表耐水耐潮，红色代表耐火阻燃，

蓝色说明有分解甲醛的功效……记者来到广西贺州

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走进

北新建材（贺州）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只见各类功

能性石膏板材走下包装线。

“脱硫石膏是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料，由同园区的

华润电厂提供，有效降低原料和物流成本。”公司行

政专员梁萍梅介绍。

据悉，广西富川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以华

润电厂为“圆心”打造循环经济，串联起本地碳酸钙

企业与下游水泥建材公司，布局“大理石废浆—脱硫

石膏—石膏板材”循环产业链。吃干用尽固废的同

时，园区企业所需的水、电、蒸汽也由华润电厂供给，

塑造“热电联产”新模式。

依托火力发电厂形成产业集聚、打造循环经

济已经成为贺州逐“绿”发展的重要实现路径。

在贺州仁信热电联产绿色科技园建设现场，记者

看到一栋崭新的标准厂房矗立在桂旭燃煤电厂

附近。

广西中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园中园”模式负

责科技园的建设和招商，公司投资顾问胡旭升说：

“园区依托燃煤电厂的饱和蒸汽热能资源招引印染、

纺织企业等用热用电大户，项目实施后预计年可节

约近3万吨标准煤。”

贺州市位于粤桂交界，两广地区一些短流程炼

钢企业产生的含锌固废曾一度对当地生态环境保护

造成困扰。2022年，万相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落

地广西贺州昭平县，着力打造以含锌固废为起点的

循环综合利用产业链。

通过环保回转窑煅烧，将含锌物质富集成纯

净锌焙砂，供给下游电解锌企业；窑渣经球磨磁

选将铁物质分离后，煤灰可由附近的水泥厂、砖

厂消纳。“公司年处理含锌固废达 5 万吨，促进‘危

废’变害为宝。”公司总经理宾振华说。

在贺州，循环经济不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近年

来，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地运行，将居民生

活和绿色生产协同成链。

贺州高能环境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

处置发电厂负责处理从城市各处转运的生活垃圾，

发电并网的同时，电厂还可为该公司的医疗废物处

置项目提供灭菌高温蒸汽，由此形成企业项目间的

“微循环”。

“我们采用国际领先的高温焚烧系统，热灼减

率约为 2%，垃圾燃烧充分。”公司副总经理宋涛

说，2024 年，企业还将“阿里云”人工智能接入垃

圾焚烧控制系统，将生产参数实时调整从分钟级

提高到秒级，助力打造智能化绿色企业。

（新华社南宁电）

“以前没想过，咱黑土地里长出来的玉米

棒这么受欢迎，都卖到国外了。”这是吉林省

农嫂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友刚的感慨。

“让好米变名米，让名米卖好价。”这是吉

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光东村返乡创业

青年金君的追求。

“向土地要粮是有限的，向科技要粮是无

限的。”这是吉林镇赉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任志国的体会。

这些心声的背后，是粮食生产领域提升

品质、创建品牌、依托科技的三则故事，也是

吉林省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的缩影。

2017年，财政部与原国家粮食局共同启

动优质粮食工程；2021年，《关于深入推进优

质粮食工程的意见》印发，提出“十四五”时期

重点开展粮食绿色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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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提升行动”，加快粮食产业高质

量发展。近年来，吉林和全国各地一道，努力

实现粮食丰产，推动优质粮食走进千家万户，

让“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成色更足。

选好种 种好粮
玉米畅销海内外

农嫂食品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穗穗玉米

经过脱皮、清洗、灭菌、蒸煮、装箱等流程，成

为等待销往市场的产品。

公司成立于2012年，专注玉米生产。创

立初期，规模小、没名气，玉米根本卖不上价。

“种子是粮食的‘芯片’，也是我们发力的

重点。”刘友刚说，为提升玉米品质，公司与吉

林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合作，共同开展

“吉林鲜食玉米优质品种试种推广”项目建

设，新品种“吉农糯 9”实现规模化生产。此

外，统一化种植、科技化管理、精细化加工，也

让玉米口感更好、产量更高。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以前种植面积只有

二三十公顷，每年最多能卖100万穗玉米。现

在发展订单农业，带动合作社、农户共同致

富，种植面积达到2000公顷，每年卖七八千万

穗玉米。”刘友刚说。

农嫂食品公司已发展成为集研、种、产、

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食品加工企业，年生产

加工能力8万吨，年总产值2.5亿元。公司研

发了鲜食果穗、真空果穗、速冻玉米粒、甜玉

米汁、玉米面等30多类产品，解锁鲜食玉米的

更多吃法。公司还不断开拓销售渠道，产品

远销22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吉林省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近238万

亩，产量达24亿穗。吉林省连续多年在公主

岭市建设吉林省中高端鲜食玉米品种试验示

范基地，优选省内外近600个品种错峰种植，

优化品种结构，筑牢发展根基。鲜食玉米团

体标准、鲜食玉米全产业链标准相继出台，助

力产业健康发展。

提品质 创品牌
大米有了身份证

光东村位于吉林省东部，地处世界黄金

水稻带，“吗西达”品牌大米就从这里走出。

“吗西达”在朝鲜族语中的意思是“好吃、美

味”。这个美味大米的故事，要从多年前说

起。

出国留学后选择回到家乡的光东村青

年金君，在村里办起有机大米农场，成立了

大米加工公司，尝试带领乡亲们走出一家

一户的小规模耕种方式。“以前，大米基本

是在本地销售，好大米卖不上好价钱。”金

君说，经过思索，他们找到了突破方向——

创立品牌。

品牌和品质密不可分。金君请来农技专

家，改良水稻品种，米粒变得更精、更细、更

香。他还申请了100万元贷款，扩建厂房、购

买先进的水稻加工设备、扩大种植规模。

科技的助力不容小觑。“现在，我们用无

人机施肥，精准又高效，还用上了物联网监控

系统，土壤温度、湿度等数据都会实时展示在

农场中控室的大屏幕上。田里有啥问题，都

逃不过科技的‘火眼金睛’。”金君介绍，目前

自己的家庭农场经营着300多公顷水田，统一

选种、统一育苗、统一插秧、统一管理、统一收

割，为本村以及周边村的许多农户提供了增

收机会。

“以前每斤大米卖 3 元，现在村里共有

7 种大米出售，便宜的每斤卖 6 元，贵的每

斤卖二三十元。农闲时节，大家还能到农

场打零工。收入高了，越干越起劲！”光东

村党支部书记金宪说，近几年来，农旅融合

给村里带来了活力，不少游客都会特意买

些村里产的大米。村里还和省农科院合作

种植多个品种的水稻，力争让粮食更优质、

卖出好价钱，也让大家吃上更美味的放心

粮。

2024年，吉林省按照“突出品质，层级分

明”的原则，开展吉林大米分级分类，遴选出

首批100款吉林大米名录产品，授权使用“吉

林大米身份证”。现在，吉林省水稻种植面积

近1300万亩，年产量达136.4亿斤。

靠科技 促增收
盐碱地上稻花香

在吉林省西部，有片约百万公顷的盐碱

带，镇赉县就坐落于此。这片曾经“种啥啥不

长”的土地，现在成了吉林省水稻生产第一

县。优质稻米靠什么种出来？靠科技。

30多年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中青三

代科技人员，坚持在镇赉县嘎什根乡进行盐

碱地水稻种植技术攻关研究、试验和推广，让

水稻在这片盐碱地上扎根。

“我们日子好了，离不开一代代省农科院

专家的付出。这些年，我们的大米越种越好，

要感谢马博士。”任志国说。

马博士名叫马巍，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2014年，马巍来到嘎

什根乡，推动盐碱地改造以及耐盐碱水稻品

种筛选工作。

“第一代科学家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第

二代科学家解决从低产到高产的问题。”马巍

说，他们这一代科学家则聚焦“优质优价”，在

保证水稻产量、提高水稻质量的同时，帮助农

民节本增效，让农民在“以稻致富”这条路上

走得更加踏实。

近年来，镇赉县逐步推进有机水稻生产，

不断提升产业绿色化水平。“我们利用好稻渔

综合种养技术，实现了一田双收、一水两用。”

任志国说，在省农科院的指导下，合作社还承

担了优质水稻新品种种子繁育工作，每年为

合作社增加近100万元的额外收益。

“我们从品种和技术两方面入手，对英台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科技帮扶。”马巍

说，他们将选育的优质水稻品种提供给合作

社试种，筛选出适宜当地大面积种植的优质

水稻新品种，帮助合作社实现水稻品种更新

换代。目前，应用新技术的水稻田平均每公

顷产量提高10%以上，稻米品质也大幅提升。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

者 高蕾）记者 12 日从民

政部获悉，民政部、财政部

近日专门印发通知，部署

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有关

工作。通知要求，收住经

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

的养老机构，应满足《养老

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强制性标准要求并具有收

住中度失能及以上老年人

的服务条件，不得采取分

灶吃饭、分区隔离等做法

区别对待收住的经济困难

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养老

机构同时收住特困供养人

员的，不得降低特困供养

服务水平和质量。

通知明确集中照护服

务对象范围，主要是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且自愿

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老年

人（经评估为中度失能、重

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

人）和高龄老年人（年龄在

80 周 岁 及 以 上 的 老 年

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

政策地区参保人员已经通

过基金支付基本护理服务

费用的，不纳入救助范围。

通知对集中照护服务

标准和补助标准等方面作

出规定。通知强调，各地

应按照分层分类社会救助

体系的总体要求，合理确

定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标准和补助标

准。原则上，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标准

不得超过当地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和全护理照料标准的总

额。对入住养老机构的经济困难老年人的补助标准，按照集

中照护服务标准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确定，并相

应扣除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的老年人护理补贴、养老

服务补贴和残疾人“两项补贴”。

通知还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将“老年父母+残疾子女”家

庭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重度残疾人纳入集中照护范

围，参照本通知执行。

据海关总署网消息（刘为贵）走进叁时叁刻兰陵国家农业

公园跨境电商展示店，酒品、化妆品、玻璃杯、清新剂等各种进

口商品琳琅满目，顾客们忙着驻足体验心仪的商品，享受“全

球购”的乐趣。

“假期带家人一起参观农业展馆，意外发现了这家保税展

示店，正好想买点红酒回去给老人。以前线上直接购买，了解

产品不够全面直观，‘先购再退’又影响购物体验。”现场体验

的王先生说，“线下展示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我挑选好喜欢

的红酒，用手机下单，商品便由综保区跨境电商监管仓库直接

邮寄到家里，非常的方便”。

“保税展示”是“网购保税”的延伸，消费者可以现场了解

商品，货品齐全，采购方便。

“保税展示只需要提供担保，无需支付税款就可以到区外

进行商品展示，一方面可有效缓解我们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

对线上销售起到广告效应。”展示店负责人朱经理介绍说，“我

们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在海关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将线下展

示门店开到了老区百姓家门口，以线下带动线上，实现了商家

与消费者的双赢。”

为实现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业务可持续发展，临沂海关主

动开展风险监测，加强展示业务申请审核，完善担保机制，强

化现场核查、实地盘库和视频巡查，加强展示商品出入区管

理，实现业务流程海关全程有效监管。据统计，业务开展以

来，临沂海关共保障1.5万余件跨境电商商品顺利开展区外保

税展示，涉及酒、化妆品、服装、笔、咖啡、瓷杯等各类消费品。

据辽宁日报讯（记者 吕丽）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飞龙”

号货轮近日从大连港鸣笛启航，大连至仁川首条“9610"跨境

电商海运物流专线正式开通。该航线以“海运的价格、空运的

时效”为核心优势，开辟了“买全球、卖全球”的新兴物流通道，

为东北亚跨境电商物流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截至 2024 年，大连市累计培育跨境电商经营主体超过

1500家，跨境电商企业进出口额连续3年增幅超25%，总规模

占全省的60%以上。

跨境电商蓬勃发展，催生了“9610”海运新模式。该模式

针对跨境电商中的小包裹、多品名、高频次发货的B2C订单，

即境外消费者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向境内电商卖家下单购买商

品，商品经海关监管放行后出境送达境外消费者手中。此前，

跨境电商“9610”出口主要依赖空运渠道，随着跨境电商业务

的井喷式增长，空运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拓展海运新通道成

为必然趋势。

大连市紧抓中日韩自贸协定升级及RCEP政策红利，以

“海运+空运”双通道建设为支点，构建跨境电商全链路服务体

系。此次开通的“大连—仁川滚装航线”单程仅需15小时，较

传统海运模式缩短物流时效30%以上，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约

20%。通过这条快线，国内商品可以更加便捷地销往海外市

场，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市场份额。同时，展示了中国物流实力

和大连作为国际贸易门户的形象。目前，通过政企联动创新，

大连已形成“海运保量、空运提质”的供应链组合模式，跨境货

运处理能力实现新突破，让“中国制造”与全球市场无缝对接。

近年来，京津冀医联体不断扩容，检查

结果互认持续扩大，异地医保结算日益便

捷，越来越多的患者享受到“跨省同城”的

便利。

如何让“一卡通”跑出服务民生“加速

度”？2024年9月，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人

大常委会分别出台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于公

布之日起施行，通过立法形式加强区域协

作，拓展应用场景，优化服务保障，积极推

动社会保障卡“一卡多用、一卡通用”。

“制定社保卡一卡通规定，有利于更好

地推动京津冀在公共服务领域政策协同、

标准协同、服务协同，在一体化发展中补齐

民生短板，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更宽领

域更高层次不断拓展。”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主任杨金深介绍。

应用场景零散，是三地面临的共性问

题。规定明确，三地共同编制一卡通应用

项目清单并实行动态调整，及时向社会公

布。针对高频场景，重点明确一卡通在人

社服务事项、医疗机构、交通线路、旅游景

区、博物馆、图书馆等方面的具体应用。为

鼓励更多应用创新，规定还明确依此实现

更多公共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和社会领域场

景集成应用。

如今，越来越多的京津冀居民享受

到了一卡通带来的便捷服务。为破解各

部门各行业多种卡码且不兼容的现实问

题，规定明确，按照“集约发卡”要求，推

动多卡集成、多码融合、一码通用；确定

应当使用社保卡的领域，不再发放功能

重复的民生服务卡（码）；共同推进京津

冀一卡通和京津冀一网通办融合发展，

推动电子社保卡二维码与政务服务码、

其他行业码互通互认。

3月12日，游客在重庆潼南崇龛花海景区拍照。

早春时节，重庆市潼南区的32.2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成为春日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潼南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深入挖掘“油菜花经济”的潜力，以花为媒，大力推进农文

旅融合发展，有效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吉林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助力“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成色更足
人民日报记者 孟海鹰

核心阅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粮

食播种面积，主攻单产和品质提升。

优质粮食，事关种粮农民增收，也

呼应着消费升级新需求。2017 年首轮

优质粮食工程启动实施以来，各地推进

粮食优质优价，粮食供给安全保障能力

不断提升。本期报道通过三则种粮故

事，展现产粮大省吉林在推进优质粮食

工程上的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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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至仁川“9610”跨境
电商海运物流专线开通

“保税展示+”成就购物新时尚

企业降“成本”催生
循环经济“大样本”

新华社记者 王楚然

“一卡通”跑出服务民生“加速度”
——京津冀协同立法推进社保卡一卡多用、一卡通用

光明日报记者 耿建扩 陈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