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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擎 利 剑 驱 疫 魔
——科研攻关助力湖北战“疫”记

■四版 时政要闻

早春时节，走进西藏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绿油油的上海青，红彤彤的西

红柿，高低相间，引人注目。

连日来，自治区农科院部分干部职

工纷纷自带农具，来到西藏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闲置温室内，经过翻土、播种、覆

膜等一系列工序，完成了菠菜、大白菜等

5种叶菜类蔬菜种植。

除了种植蔬菜，自治区农科院科技

人员还积极开展技术服务。针对菠菜、

芹 菜 等 蔬 菜 种 植 技 术 ，区 农 科 院 编 写

《抗击疫情 科技行动》11 册藏汉双语的

技术指导资料，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

号发布。同时，自治区农科院科技人员

充分利用微信、视频等手段，及时主动

地为广大蔬菜种植户、生产企业工作人

员解惑。

“请问番茄怎样才能种得好？”一位

来自白朗县的种植户给自治区农科院科

技人员红英发微信问道。

“工序不是很复杂，前期工作你做

得很好，后续要及时除草，防止杂草与

番茄‘争粮吃’；定时浇水，保证土壤水

分充足；尽早打掉腋芽，避免腋芽过度

消耗养分……”红英细致地回答道。

前段时间，自治区农科院蔬菜研究

所还派出 3 个技术服务组，赴拉萨、林

芝、日喀则开展技术服务，着力开展科

技服务行动，并免费给菜农发放蔬菜种

子 4900多袋。

自治区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所长闵治

平说，在技术服务中，技术人员针对已种

植的设施蔬菜，进行高产栽培技术集成

示范；在对闲置温室或大棚进行适当改

造的基础上，安排种植一些生长期短的

叶菜类蔬菜；加强蔬菜稳产管理，努力提

升大棚蔬菜产能，进一步提高蔬菜供给

能力。

我区种植蔬菜大部分以大棚、温室

为主，如何在有限的棚内土地上，产生

最大效益，是近年来区农科院蔬菜研究

所科技人员的科研重点。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大棚一到

冬季就闲下来，主要原因是群众会种植

的蔬菜种类太少。因此，我们开展巡回

指导技术服务，帮助菜农掌握更多蔬菜

种植及间作、套作技巧，让蔬菜生产淡季

不淡，增产增收。”闵治平说道。

温室菜园来了“智囊团”
—区农科院助农科技种菜小记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新华社北京 3月 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以坚持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为

关键，以深化企业主体作用为根本，以更好动员社

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为支撑，实现政府治理和社

会调节、企业自治良性互动，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源

头治理，形成工作合力，为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中央关于生态环

境保护的总体要求，实行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坚持多方共治。明晰政府、企业、公众等

各类主体权责，畅通参与渠道，形成全社会共同推

进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

——坚持市场导向。完善经济政策，健全市场

机制，规范环境治理市场行为，强化环境治理诚信

建设，促进行业自律。

（下转第三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本报拉萨 3月 3日讯（记者 李梅英 孙文娟）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针对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实际，我区各级各类学校积极组织教师线上指导与学生

居家自学，做到停课不停学。

针对线上教学，自治区教育厅成立网络安全组、技术支撑组、资源保障组、教育

教学指导组，可对各地各校提供远程技术指导和服务。部分未覆盖网络或网络信号

差的乡村，学生可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 4 频道收看空中课堂；电视信号也未能覆盖的

乡村，学校要安排老师通过电话等方式提供居家学习指导服务，加强家校共育。

据了解，广大师生可登陆西藏教育珠峰旗云平台获取线上学习资源。目前，该

平台已免费开通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人教版同步教材、藏语文、高校在线等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教学资源。有条件的市地和学校，可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利用

“钉钉 APP”等网课软件开展教学。

根据相关规定，各地各校可根据教育信息化基础条件、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农牧

区乡村通电通网及电视收看条件等实际，针对不同地域、学校、学段、学生特点灵活

开展线上教育教学活动，尽量争取兼顾和平衡。延期开学期间，线上教学不得额外

增加学生学习负担，不得要求学生网络学习“签到打卡”，不对小学低年级网上学习

作统一要求。

针对家长、学生的一些担心，自治区教育厅已统一要求延期开学期间线上教育

教学不得讲授新课；正式开学后，各级各类学校组织任课教师精准分析学情，认真对

学生居家学习情况进行摸底，对学习质量进行诊断评估，有针对性地制订教学计划，

加大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力度。

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陆世成说：“近几年，我区一直在加大电力、网络

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区宽带网络校校通、互联网教学等教育信息化得到极大改

善。疫情期间，出于对学生安全健康的考虑，我区首次尝试如此大规模的线上教

学。”为切实保障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自治区教育厅多次与区通信管理局、

西藏电信、西藏移动进行沟通协调，切实做好“线上教学”平台的运行保障，提升网络

覆盖面。

我区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线上教学

““云上云上””有课堂有课堂 学习不断档学习不断档

图为 3月 3日，拉萨一小的学生在家参加线上升国旗仪式。

本报记者 周科 本报通讯员 侯俊 摄

本报拉萨3月 3日讯（记者 张尚华 孙文

娟）3 日上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

开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六场新

闻发布会，介绍我区积极开展抗击疫情捐款

捐物，驰援湖北等地情况。截至 3 月 1 日，全

区共接收捐赠疫情防控资金和物资折合人

民币共计 22309.9万元。其中，所有捐赠款项

中，定向区内疫情防控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

共计 12474.81196 万元，定向区外疫情防控捐

赠款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9835.094033万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区党委、政府在

领导全区上下同心协力，全力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各族

群众、离退休人员、公安干警、民族宗教人士、

社会团体等心系疫区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为湖北省、四川省

和我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奉献爱心、贡献力量，谱写了中华民族

不畏艰险、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动人篇章。

为最大限度保障疫情防控需求，自治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

广泛动员区内外各级组织、社会团体、生产企

业，千方百计筹措防控物资。截至 3 月 1 日，

共筹集到各类口罩 107 万个，防护服 1.1 万多

件，红外热像测温仪 34套，手持红外测温仪近

3700 支，护目镜近 2300 个，一次性手套近 21

万只，医用酒精近 1.7 万升，消毒液 3.3 万多

升。我区利用区内非定向捐款购买六批疫情

防控物资，共计 476.708万元。（下转第二版）

我区各族干部群众大力支持疫情防控

捐 赠 款 物 逾 2.23 亿 元

图为 2月 29日，山南边境管理支队勒布边境派出所民警自愿捐款，支持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彭琦 本报通讯员 郑琦山 摄

本报日喀则 3 月 3 日电（记者 张

斌）为提升全市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

减少疫情对农民工转移就业积极性的

影响，近日，日喀则市加大点对点服务保

障工作，确保劳务输出工作平稳推进。

全力做好点对点服务。为确保全

市劳务输出转移就业工作有序规范开

展，日喀则市按照“区内返岗放开、区

外返岗防控”以及“就近就便就业”原

则，针对成批次、成规模的项目务工人

员，采取“点对点”“一站式”服务。

全力做好组织化劳务输出。日喀

则 市 依 托 重 大 项 目 ，进 行 劳 务 派 遣 。

疫情期间，日喀则市湘河水利枢纽、拉

洛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仍保持部分项

目施工作业，各县区主动加大对接力

度，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劳务经纪人等

进行就近转移。同时，日喀则市依托

特色产业就近转移就业，动员鼓励农

牧民结合当地宾馆服务、唐卡制作、皮

具加工等特色产业，实现就业。

全力做好政策服务保障。日喀则

市细化制定了《关于日喀则籍农牧民

就业创业政策补贴实施细则（试行）》，

计划以政策激励方式鼓励农牧民主动

外出转移就业。全市积极打造“就业

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的线上

春风行动，着力推行“不见面服务”“电

话咨询”，及时帮助用工企业解决用人

需求，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各县区积

极通过微信群、电话等方式，向农牧民

积极推荐就近就便就业岗位。

就近就便有序开展劳务输出

日喀则“点对点”服务就业
本报拉萨 3月 2日讯（记者 李梅

英）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我区各级妇联积极组织动员各族妇

女同胞全力以赴、主动担当，积极做

疫情防控宣传员、劝导员、监督员、战

斗员，为抗击疫情贡献巾帼力量。

自治区妇联坚持线上线下同频

共振，第一时间向广大妇女和家庭发

出 防 控 倡 议 ；通 过 所 属 新 媒 体 平 台

“西藏女性”实时发布疫情动态，宣传

防疫知识，编发系列报道；印制预防

疫情知识宣传手册 3 万册，发放给拉

萨市各社区群众。全区妇联 4 万余名

执委、200 多支巾帼志愿服务队等深

入社区、村居、家庭，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引导群众科学防控，编织起一道

抵御疫情的防护网。

为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女医护

人员，区妇联相关负责人前往自治区

第三人民医院，发放“娘家人暖心包”

168 个；分别向自治区人民医院、区藏

医院、区疾控中心送去慰问金；向驰援

湖北的 4 名疫控人员家属送去慰问金

和慰问品。基层妇联组织也积极购买

慰问品，看望慰问疫情防控一线的医

护人员、检查卡点执勤人员。

阿里地区日土县、普兰县、噶尔

县、革吉县妇联组织人员在各乡镇及

村居工作群，实时转发疫情动态，宣

传防疫知识。同时，倡导群众外出时

必须佩戴口罩，减少聚集；给群众发

放一次性口罩和消毒液等物品。

我区各级妇联

汇聚巾帼力量 共同抗击疫情

新华社北京 3月 3日电 3 月 2 日，中央应对新冠

肺 炎 疫 情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就 统 筹 抓 好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推动各地分区分级恢复春耕

生产秩序，印发《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

指南明确，要压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把做好春

耕生产工作作为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要稳定在上年水平。主产

区要努力发挥优势，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

自给率，共同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

指南提出，各地要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夺取粮食和农业丰收。一要确保春播粮食面积。落

实好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等政策，保护和调动农民

种粮积极性。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恢复双季稻面积，稳

定早稻面积并力争有所扩大。适当调整轮作休耕试

点，扩大轮作、减少休耕，轮作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二要分级分类尽快恢复春耕生产秩序。从农村实际

出发，制定差异化防控措施，不搞“一刀切”，打通农资

供应、农机作业、农民下田等堵点。低风险地区实施

“外防输入”策略，尽快全面恢复农业生产秩序，确保

施肥打药、育秧泡田等农事活动正常开展。中风险地

区在采取必要防控措施的同时，尽快有序恢复春耕生

产秩序。高风险地区在继续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根据疫情态势逐步恢复春耕生产，组织

农民错时下田、错峰作业。湖北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在

做好防控前提下组织农民开展春耕生产。三要分区

按时抓好春管春耕。南方早稻产区指导农民适时浸

种泡田、播种育秧，大力推广集中育秧，确保种在适播

期。夏粮主产区做好麦田管理，因苗施策，落实促弱

控旺等措施。长江流域中稻产区做好育秧准备，合理

安排茬口，适时播种育秧。东北西北地区做好春耕备

耕，及时下摆农资，检修调试机械，适时开展春整地、

春覆膜。各地要做好春灌用水调度，加快完善灌排设

施，保障春灌用水。

指南强调，要保障春耕生产农资供应，推动农资

企业复工复产，提高开工负荷，增加市场供应。推进

农资到村到户，建立“点对点”保供运输绿色通道，尽

早有序恢复门店营业。加强农资市场监管，严厉打击

制售假劣农资、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抓好科

学防灾减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推动春季农田水利

工程和高标准农田尽快复工建设。防范自然灾害，加

强监测预警，做好防寒抗冻和防涝抗旱准备。防控重

大病虫害，加强小麦条锈病和赤霉病监测防治，特别

是做好草地贪夜蛾分区防控。要创新方法开展指导

服务。组织专家开展在线培训、指导、答疑，组织农技

人员开展必要的实地指导。帮助规模主体解决生产

用工难题，搞好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续签等。组织好

跨区机耕机播，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春播任务。在组织

农民工返岗复工和指导春耕生产中，把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作为工作重点，对贫困人口予以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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