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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延津县残联理事
长聂国营、副理事长郑艳冉分别带队
对全县各乡（镇、街道）残联工作进行
调研考核，着力提升惠残助残服务质

效（如图）。
围绕重点制订方案。县残联按

照“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
服务体系，推动残疾人事业全面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围绕组宣、
康复、维权、教就及就业服务等重点
工作，细化调研内容，明确考核分值，
通过查看资料、实地走访等形式，把
握情况，吃准问题，做实对策。

深入实际把握实情。调研组详
细了解基层残疾人工作落实、机构运
行情况，查看硬件设施和台账资料，
了解村残协人员对各项惠残政策的
宣传落实情况等，入户倾听残疾人心
声，听取残疾群众及亲属的意见建
议，对重点问题进行梳理登记。针对
发现的问题，调研组不回避、不推诿，
与基层组织人员一起认真找原因、理
思路、想办法、促提升，立行立改，对
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积极协调，持续
跟进。

突出导向，提升质效。县残联突
出问题导向，对此次调研考核中发现
的情况进行归纳汇总，分析共性问
题，研究解决方案，树立自强典型，推
介助残和创新典型经验，建立健全专
职委员队伍，进一步规范村室、村残
协建设，加大力度健全残疾人关爱服
务体系，提升康复服务水平。

（张中华 文/图）

延津县残联领导调研基层残疾人工作

本报讯 2024 年以来，延津县紧
紧围绕省委、市委和县委关于加快项
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工作部署，坚持

“项目为王”不动摇，积极贯彻“马上
办理、马路办公”机制，多举措助推县
级领导分包项目建设工作出彩出效。

一是建立分包台账。紧盯项目
开工、统计入库、投资完成、项目竣工
等关键节点，建立工作推进台账，对
85 个重大项目建立县级领导分包项
目台账，突出重点、高位推动，确保按
照台账推进项目实施。

二是强化责任分工。县级分包
领导为协调推进项目的第一责任人，
负责牵头协调推进分包项目实施；项
目分包单位为协调推进项目的主体
责任单位，负责具体落实项目实施条
件；主体责任单位确定一名部门（科
室）负责人作为项目联系人，负责县
级领导分包项目的服务保障工作。

三是强化协调推进。把协调解
决问题作为分包项目工作的重中之
重。各主体责任单位及时解决项目
推进中的问题，无法解决的及时上报

县级分包领导。县级分包领导原则
上每月赴项目现场调研一次，研究解
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确保
问题及时解决，项目快速推进。

四是强化督导检查。把项目建
设实效作为检验干部工作作风的主
要标准，实行建账、交账、算账机制，
定期对有关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促
检查。督促责任单位优化服务、加快
进度，完成更多投资量，确保完成全
年建设任务。

（丁雪）

延津县多举措推动项目建设

本报讯 延津县僧固乡利用春
耕关键期，多举措抓好春季田管、单
产提升工作，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
基础。

农技服务指导下沉，提升麦田
管理质量。入春以来，僧固乡多次
召开春季麦田管理暨病虫害防治工
作部署会，从施肥、灌溉、病虫害防
治、杂草控制等方面对包村干部、村
干部进行培训；通过微信群、大喇叭
向村民发送天气预报、春管技术要
点等内容，提醒各村农户提前做好

“倒春寒”防控准备；围绕粮食高产
稳产，邀请市县技术专家，农办、质
保站农技人员开展生产指导、防灾
减灾、病虫防控等工作。

新品种引种实验，选育选优粮
食品种。家庭农场兆丰农场作为
参加小麦单产提升暨麦田管理现

场会的代表，与其他家庭农场、种
粮大户一道，依托该乡高标准农
田项目区，大力开展小麦新品种
引种试验示范。农场负责人定期
组织农技人员深入试验示范田指
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让好品种
发挥增产潜能，全面提升小麦产
量和质量。

实施“双吨粮”计划，促进粮食
单产提升。以实现亩产“双吨粮”为
目标，僧固乡以位庄村、辛庄村作为

“双吨粮”提升、种子繁育试验点，进
行土壤结构改良，土壤蓄水保肥能
力提高，深耕深松、化肥深施和机械
条播等技术推行，提升粮食单产，做
实粮食安全这个“压舱石”，实现化
肥、农药“双减”目标同时实现粮食
产量“双高”。

（于新华 文/图）

延津县僧固乡

加强春季麦田管理
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自动水肥一体化机器正在喷洒灌溉

本报讯 为进一步净
化 城 市 空 间 环 境 ，近 期 ，
延 津 县 积 极 践 行“ 二 马 ”
机 制 ，聚 力 剪 断 空 中“ 蜘
蛛 网 ”，开 展 整 治 空 中 线
缆 行 动 ，让 城 市 变 得“ 无
线”亮丽 。

一 是 重 点 梳 理 ，细 化
台 账 。 组 织 执 法 人 员 对
辖 区 湘 泉 大 道 、西 安 大
道 、延 安 大 道 等 主 干 道
以 及 两 路 之 间 及 沿 街 商
户 空 中 线 缆 的 乱 接 乱
拉 、管 线 乱 穿 、废 弃 线
缆 、线 杆 及 飞 线 充 电 等
问 题 进 行 全 面 细 化 摸
排 、登 记 造 册 ，实 行 精 准
施 工 、限 时 整 改 、倒 排 工
期等作业模式。

二 是 专 业 施 工 ，保 质
保 量 。 聘 请 专 业 施 工 技
术人员，以“除废线、并散
线、理乱线、巧走线”为原
则 ，对 空 中 线 缆 的 光 纤 、
通信、电线等进行分类管
理和规范整治，启用 24 米
高 空 作 业 车 和 高 空 绑 线
器，对主次干道存在安全
隐 患 的 空 中 线 缆 进 行 逐
一过筛，做到一米一米排
查 、一 处 一 处 治 理 ，确 保

“扮亮城市、安全生产”两
手抓、两不误。

三 是 通 力 协 作 ，长 效
推进。多部门联合执法，
对空中线缆的整治排查实
行动态管理，县城管局积
极与县公安局、供电公司、
移动、联通等单位对接协

调，协同发力，对空中线缆存在的安全问题做
到发现一起、登记一处、整治一片。

截至目前，该县撤除各类架空线缆 15 处，
各类通信、监控、电子警察、电力线缆280条，拆
除移动、联通、电信、电力线杆 11 根，修补通信
井箱 9个，整治光缆信号交换箱 6个，美化光交
箱 12 个，消除架空线缆隐患 27 处，捆扎合并凌
乱线缆约 3800 米，架空线缆撤除落地共计约
6400米。 （侯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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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3月25日电（记者 高爽）“据
连续观测统计，2021年在辽东湾海域‘旅居’的
西太平洋斑海豹为 181 只，2022 年为 253 只，
2023 年为 302 只，呈逐年上升趋势。预计今年
数量较去年还将有20%左右的增加。”辽宁省盘
锦市盘山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表示。

近日，随着气温回升、海冰融化，“旅居”在盘
锦市辽东湾海域的西太平洋斑海豹进入活跃期。

“近一周内，每天都能观测到超过200只西太平洋
斑海豹在滩涂上集体晒太阳。”盘锦湿地保护协会
海洋动物研究室主任田继光说。

辽东湾海域位于中国海域结冰区最北端，是
西太平洋斑海豹世界上八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
个。作为唯一能在我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
哺乳动物，“辽东湾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被列为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据悉，西太平洋斑海豹每年11月至12月洄游至
辽东湾，次年1月至2月在冰上产崽，4月至5月份补充
完营养后，逐渐游出渤海，踏上返回太平洋的旅途。

近年来，盘锦市开展“退养还湿”工作，恢复滨海
湿地8.59万亩，新增自然岸线17.6公里，为每年洄游
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创造了良好的繁殖和栖息环境。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咳嗽
是很多呼吸系统疾病的症状表现。
由美国谷歌公司科研人员领导的团
队最近开发出一种利用人工智能
（AI）分析咳嗽，进而帮助检测健康
状况的新系统，未来或可用于诊断
新冠、结核病等疾病。

该系统是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
工具，经过对海量人类声音片段的
训练，实现对咳嗽和呼吸等噪声的
检测，以诊断相关疾病和评估肺部
功能状况。这一系统的创新之处在
于使用海量未标记的数据训练模型
以及可微调执行多项任务的能力。
相关论文近期已发表在预印本网站
arXiv上。

此前很多类似的 AI 检测工具
在前期训练时都需要有标记的声音
数据，即人们的咳嗽声录音须与发
声者的健康信息相匹配。比如，一
些声音片段会被标记为该人在录制

时患有支气管炎，便于 AI 学习识
别。但在医学领域，这样有标记的
训练数据非常匮乏。

谷歌的新系统采用了一种被称
为“自我监督学习”的方法，仅使用
未标记的数据就可以成功训练出AI
疾病检测模型。研究人员从社交媒
体平台优兔上的公开视频中提取了
超过 3 亿个咳嗽、呼吸、清喉咙等短
声音片段来训练模型，使其可用于
检测多任务，如新冠、结核病以及是
否吸烟等。由于模型经过了广泛和
多样的人类声音训练，其检测结果
也是可推广的。

相关科学家认为，声音作为一
种生物标记物在疾病检测领域的应
用前景广阔，在诊断和筛查方面都
有巨大潜力。每周重复进行扫描或
活检对患者有所伤害，而声音检测
不具有侵入性，需要耗费的资源也
更少。

人工智能新系统：

闻咳辨疾病

新华社惠灵顿3月25日电（记
者 卢怀谦 郭磊）新西兰大气及水
资源研究院 25 日公布的一项研究
称，刚刚结束的年度测绘表明，由于
全球变暖导致高山雪线持续上移，
积雪区面积持续减少，新西兰的冰
川正在变得支离破碎、退缩消融。

负责新西兰“雪线调查”项目的
新西兰大气及水资源研究院气候与
环境应用首席科学家安德鲁·洛雷

说：“总体而言，雪线一直在上移，并
且我们近年来看到上移速度加快，
冰川中的冰持续流失。”

洛雷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全球气
温上升。新西兰自有气温记录以来
的 10 个最热年份中，有 7 个出现在
过去 10 年中。2023 年是新西兰有
气温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一年，这一
年全球86%的地区气温高于平均水
平。

全球变暖令新西兰冰川
持续消融

3月25日，在山东省滕州市龙泉街道中心小学，学生们进行消防应急
逃生演练。

当日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各地举行种类多样的安全教育主
题活动，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增强学生的自我防护能力，保障学生健
康成长。 新华社发（孙杨 摄）

一群水鸟在新疆博斯腾湖上（3月23日摄，无人机照片）。
随着天气转暖，新疆博斯腾湖迎来大批候鸟。博斯腾湖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水域面积1600多平方

公里，是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 新华社发（年磊 摄）

“旅居”辽东湾的斑海豹数量
连续三年增长

随着天气回暖，眼下春管春播正
由南向北大面积展开。广袤田野上片
片碧绿，生机盎然。

记者在多地走访看到，得益于农
业生产新模式、新技术、新机械的推广
应用，如今不少农民算成本账时笑容
更多了，算风险账时底气更足了，还有
一些农民算起春耕生产“绿色账”。田
畴沃野间，一幅欣欣向荣的春耕图正
在绘就。

成本账：种粮“科技范儿”助降
本增效

眼下，山东 6000 多万亩冬小麦进入
春季田间管理关键时期。在嘉祥县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看到，数架植保无
人机正在开展除草剂喷洒作业，3个小时
就能完成5000亩农田的飞防作业。

“得益于国家的优惠补贴政策，机器
每年更新换代，我们用上了效率更高、操
作更轻便的新型农机。”嘉祥县兆福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维运说。

李维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新
型植保无人机一天能作业 1000 多亩，一
台自走式喷药机一天能作业 700 多亩。
今年合作社要对 6 万多亩麦田进行春季
田间管理，算下来能节省近 10 天时间。

“仅打药人工费这一项，就能省10万元。”
李维运说。

推进农业装备转型升级，推动无人
机等现代化设备在植保等关键环节广泛

运用……近年来田间“科技范儿”越来越
足，促进农业生产管理现代化水平提升，
农民种粮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在广西北流市区域性水稻产业中
心，一条今年新投运的工厂化育秧生
产线，在工作人员操作下“火力全开”：
分盘、供土、播种、覆土、叠盘、码盘等
工序一气呵成，一盘盘成品秧盘被“生
产”出来。

“与传统育秧方式相比，工厂化育秧
不受天气影响，秧苗质量稳定，总体成本
可控。”中心负责人李秉燊说，现在这条
生产线只需4个人工，每小时可生产秧苗
1100 盘，按照水田插秧每亩 20 盘来算，
一小时生产的秧苗可供给 55 亩地，育秧
效率大幅提高。

风险账：多措并举降风险促增收
春分过后，淮河两岸麦田长势正

好。在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桃园村，村民
陶良军正忙着对田里的部分麦苗补施拔
节肥。

近年来，陶良军从当地种粮大户陈
祥胜的合作社购买农资并学习科学种
粮，实现了小麦产量提升，去年亩产达到
900斤、每亩纯利润300多元。

“像防治纹枯病、红蜘蛛和蚜虫，需
要将3种药剂按照一定比例混合，每个药
剂分别用多少克，老陈都跟我们讲。”陶
良军说，“以前打药是大家用哪个药，我
也跟着买，时常心里没底。现在学会了

这些技术，种粮越来越有信心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打造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
伍；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和标准体
系建设；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
保险政策实施范围。

记者走访了解到，江西吉水县等
多地通过开展农技指导、提供托管服
务、做好农业保险承保工作等举措，增
强农民种粮风险防范能力，助力农民
增产增收。

“今年我们公司覆盖的水稻种植规
模已扩大到 12 万亩。”广西南宁市宾阳
县聚丰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桂香说，
公司通过“公司+合作社+小农户”模
式，为签约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提
供“一站式”“保姆化”的水稻种植全程
服务。公司在多个乡镇安排了技术员，
提供种子、农药、肥料、技术等指导。

“跟我们合作的农户，我们有保底
价收购，要是产量好还有‘超产提成’。”
李桂香说，这样不仅能帮助农户规避种
植风险、促进增收，也能提高企业经营
效益、保证水稻品质和产量，形成良性
循环。

“绿色账”：田间“绿意”更浓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推

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种养循环
模式。记者在多地看到，推广生态循
环农业、绿色有机种植，“绿意”正在田

间涌动。
在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洋源村，种

粮大户周柿勇忙着带领村民施肥。他
说：“这是政府发放的有机堆沤肥，以前
每亩地最少要用100斤化肥，现在改用有
机肥，每亩只需五六十斤，不仅降低了种
植成本，还增强了土壤肥力。”

高安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蔡裕山介
绍，今年高安市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
项目，投入资金近 1000 万元建立 7 个粪
肥堆沤点，全市有机肥示范施用面积超
过15万亩。

在广西，“水上春耕”已拉开序幕。
在贵港市桂平市中桥村，错落有致的稻
虾田里，新一批小龙虾即将捕捞上市。
再过不久，村民就要开始进行早稻插秧。

广西桂平维军生态农业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负责人薛维健介绍，通过稻虾共
作，化肥使用量减少三分之一，也不需要
用除草剂、杀虫剂等，算下来每亩种植成
本能减少 300 多元。每年除了亩产 1500
多斤水稻，还能亩产 350 多斤小龙虾，亩
均产值上万元。

据了解，2021 年至今，贵港市已有
2.1 万亩高标准农田用于稻虾综合种养
产业，全市建成连片 200 亩以上基地 230
个、千亩以上基地 20 个。农田通过稻虾
共作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亩均增
收6000元以上。（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从“三本账”看春耕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