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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气温回升，天气转暖，各地

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业生产，田间地

头一派繁忙景象。

图为 3 月 23 日，山东省聊城市茌

平区贾寨镇前付村村民在田间给种

植的花生覆盖地膜（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赵玉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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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曾经被称为“白色瘟疫”，是

一种古老的疾病，最早可以追溯至 7 万

年前。每年的 3 月 24 日是“世界防治结

核病日”，旨在唤起对结核病的重视。

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如何进行预防？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

刘晓清介绍，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

杆菌感染导致的常见慢性呼吸道传染

病，几乎可以累及各个器官，表现多种

多样。结核分枝杆菌具有传染性强、长

期潜伏，耐药性、致病复杂性、难获得病

原等独特的致病特征。

“结核病中最高发的是通过呼吸道

传播的肺结核。除肺结核外，肺外结核

也非常多见，人体除头发、牙齿和指甲

外的任何组织和器官都可能受到结核

分枝杆菌的侵犯。”刘晓清说，结核分枝

杆菌感染人体后，大部分人可依靠自身

免疫力将结核菌清除，或是和结核菌达

到“暂时性和解”，即潜伏性结核感染。

据介绍，全球约 25%的人口存在潜伏

性结核感染，他们一生中有5%至10%的风

险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大多数（约 70%）

发生在潜伏性结核感染后最初的两年内。

“结核病的传染源是正在患病的活

动性肺结核患者，其中病原学阳性的肺

结核患者是主要传染源。”北京协和医

院感染内科博士杨峥蓉表示，当肺结核

患者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可产生

大量含结核菌的飞沫微粒，通过空气、

灰尘传播，这些微粒可较长时间悬浮在

空气中，在空气不流通的室内可长达 4

至 5 小时，肺结核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可

因吸入这些微粒而被传染。但结核分

枝杆菌潜伏感染者和治愈的肺结核患

者不具有传染性。

得了结核病会有哪些症状？专家

表示，咳嗽、咳痰超过 2 周，胸闷、胸痛、

夜间盗汗、体重减轻等都是疑似结核的

常见症状。如果近期有新出现的上述

疑似症状，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并

完善胸部 CT、结核菌素皮肤试验、γ干

扰素释放实验、痰液等检查。

“即使确诊也不必太过担心，结核

病一般预后良好，部分结核病患者可通

过自身抵抗力自愈，绝大多数患者只要

遵医嘱，经过正规治疗就可以痊愈。”刘

晓清表示，结核病是可预防可治疗的。

但切忌隐瞒病情或盲目就医而导致延

误治疗、传染他人。

普通人如何预防结核？杨峥蓉说，

平时可以通过户外锻炼来增强自身免

疫力，保持健康饮食和规律作息，若需

探视肺结核患者要戴好 N95 口罩，一旦

出现疑似结核症状应及时就医。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预防“白色瘟疫”终结结核流行

新华社北京 3月 24 日电（记者

魏梦佳）波 光 潋 滟 的 水 面 上 ，绿 头

鸭、赤麻鸭悠然游过，一群大鸨与灰

鹤掠过湖面，振翅飞向高空……

这里是北京面积最大的湿地自

然保护区、距离北京冬奥会延庆赛

区不远的北京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

区。保护区本月中旬监测发现，随

着天气转暖，连日来大量候鸟来此

栖息，截至目前野鸭湖监测到的鸟

种已达 100 多种，总量达 1.2 万多只，

其中不乏白枕鹤、青头潜鸭等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以及花脸鸭、斑头秋

沙鸭、灰鹤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北京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始

建于 1997 年，总面积 6873 公顷，是目

前北京地区面积最大、类型最多、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作为国际

鸟类迁徙路线和华北地区鸟类的迁

徙中转站，每年野鸭湖都会迎来成千

上万只候鸟在此中转、栖息。截至

2021年底，野鸭湖有记录的鸟类累计

有 361种，候鸟占总鸟种的 84%。

记者从保护区获悉，为了营造适

合鸟类栖息繁衍的生态环境，多年

来，保护区累计恢复两万亩退化湿

地。2020年起，保护区在鸟类集中停

留觅食区首次创新性地种植玉米、高

粱、大豆等鸟类喜欢的农作物，为越

冬候鸟打造“候鸟食堂”，以缓解冬季

鸟类迁徙途中的觅食难题。去年，这

片“食源地”面积达 330 亩，为越冬的

灰鹤等候鸟及本地留鸟提供了充足

的食物来源和良好的栖息环境。

地处渝东南武陵山区的重庆市黔江区，生态良好，风光秀丽。近年来，黔

江区立足武陵山区生态资源和民族特色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通过挖掘民俗文

化、非遗文化、红色旅游文化资源和峡谷景观等特色资源，因地制宜推动文旅

融合发展。

图为重庆市黔江区濯水古镇景区内的风雨廊桥（无人机照片 3月 22日

摄）。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文旅融合促发展

今 春 上 万 只 鸟 栖 息 北 京

最 大 湿 地 自 然 保 护 区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围绕耕地保障、农民增收、产业延

伸、生态赋能等方面全力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积极打好“连片

流转、直接清退、优化调整”组合拳，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为村集体

增收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为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图为在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林坑村，种植户在小麦地里挖沟渠排水（3月

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非粮化”整治保障粮食安全

据新华社贵阳 3月 24 日电（记

者 汪军 李惊亚）鉴于违法行为人罗某

松自愿认购碳汇用于替代性修复被破

坏的生态环境资源，贵州省剑河县人

民检察院近日对一起滥伐林木公益诉

讼案作出终结审查决定，并得到法院

的司法确认。以碳汇补偿方式结案，

这是贵州公益诉讼的新探索。

2020 年 10 月，罗某松向剑河县

林业局申请并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批准采伐期限为 2020年 11月 13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5 月，罗

某松在未重新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的情况下，将某山场杉木采伐。经鉴

定：采伐杉木 469株。2022年 1月，剑

河县人民检察院对罗某松涉嫌滥伐

林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对其破

坏生态环境资源的行为以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办理。

办案检察官彭杨介绍，剑河县

人民检察院大胆探索碳汇补偿替代

性修复生态环境方式：即行为人破

坏了森林资源或者超指标排放二氧

化碳，降低了森林吸收、储存二氧化

碳的能力，需要采取措施予以补偿，

从 而 减 少 温 室 气 体 在 大 气 中 的 浓

度。碳汇量可通过市场交易，购买

碳排放指标，从而保护生态环境。

为最大限度恢复被破坏的生态

环境资源，剑河县人民检察院主动

向罗某松宣传碳汇知识和意义，并

与其进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

前磋商，经双方磋商，达成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前磋商协议书，罗某松

自愿认购 20668.8 元的碳汇量用于替

代性修复生态环境。

贵州公益诉讼作出新探索

认购碳汇修复生态

随 着 大 地 回 暖 ，广 袤 田 野 颜 色 日

渐 丰 富 ，春 耕 生 产 由 南 向 北 陆 续 展

开。在华北、江南、华南，农民们已经

纷纷下田，即使在气温低些的东北、西

北 ，也 已 是 农 资 销 售 和 农 机 整 修 的 农

时旺季。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在国内国际

世纪疫情、地区冲突、汛情影响等因素

交织背景下，做好今年春季农业生产，

稳住农业基本盘，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至关重要，让这个春天有了特殊的意

义。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

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

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

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

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放眼大

江南北，一幅上下齐心、努力耕耘的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正值春耕备耕之际，在黑龙江圣丰

种业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生产车间内

有 条 不 紊 地 对 大 豆 种 子 进 行 筛 选 、加

工、打包。

“今年大豆种子销量大幅增加，现

在离销售季结束还有 1 个多月，已经销

售了 1.5万多吨，去年整个销售季卖了不

到 1 万吨。”总经理张志廷说，今年公司

启用新设备，总产能提升约四成。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保障好初级

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去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为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

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今年的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突出强调——

“党政同责要真正见效”；

“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

保面积、保产量”；

“要实打实地调整结构，扩种大豆

和油料，见到可考核的成效”；

“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

……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一系列部

署，提出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产量

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大力实施大豆和

油料产能提升工程。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对

保供给、稳预期、增信心意义重大。受

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冀晋鲁豫陕 5 省有

1.1 亿亩小麦是晚播麦，占小麦播种面积

的三分之一。

特 殊 之 年 ，全 力 以 赴 。 值 得 关 注

的是，往年每年 3 月中下旬，按惯例会

由国务院召开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

会 议 ，而 今 年 的 这 场 会 比 往 年 提 前 了

一个月左右时间。即使疫情以来另外

两次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比往

年 时 间 提 前 ，今 年 的 这 个 会 也 是 十 几

年来最早的，充分显示出形势特殊、超

前部署。

抢抓农时，全力保障。今年中央财

政下拨夏粮小麦促壮稳产补助资金 16

亿元，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下沉一线包

省包片夺夏粮小麦丰收行动，由部领导

带队，11 个工作组分赴冬小麦主产省

份，指导落实关键措施。

“我们不仅要抓好夏粮，也要抓好

全年粮食生产。”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

健 说 ，农 业 农 村 部 向 各 省 区 市 下 达 了

粮 食 生 产 目 标 任 务 ，还 将 协 调 推 动 各

部 门 保 障 农 资 供 应 ，做 好 防 灾 减 灾 工

作。

今年我国要求各地压实责任稳定

春 播 面 积 ，引 导 农 民 合 理 安 排 种 植 结

构，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

在提高大豆油料自给率方面，积极恢复

东北地区的大豆面积，推广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发展油料生产。

当前春季农业生产进展顺利。根

据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冬小麦一、

二类苗比例 84.7%，比冬前增加 14.2 个

百分点；全国春播粮食已播 4.7%，其中

西南华南地区薯类播种完成 27.9%，春

玉 米 播 种 完 成 3.2% ，大 豆 播 种 完 成

1.7%，西北地区春小麦播种完成 18.5%；

全国早稻育秧完成 46.6%，其中华南地

区育秧完成 84.8%，江西、湖南育秧近三

成。

防疫下地两不误

“现在正值村里的木耳种植时期，

我们一方面做好运输原料车辆排查、消

杀工作，另一方面积极联系企业和销售

平台，打开今年的销售通道。”吉林省敦

化市额穆镇珠尔多河村第一书记王柏

说。

正值备耕关键期，吉林多地一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防疫举措，另一方面通过

多种方式抓好农业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各种风险

挑战，必须着眼国家战略需要，稳住农

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措施要硬，

执行力要强，确保稳产保供，确保农业

农村稳定发展。

近 期 ，全 国 本 土 聚 集 性 疫 情 呈 现

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农业农村部

连 续 下 发 两 个 通 知 ，要 求 各 级 农 业 农

村部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

生产。

通知强调，从农村实际出发，采取

差异化防控措施，确保不误农时开展农

事活动。要组织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

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为农民提供代

耕代种、代育代插、病虫害统防统治等

服务。组织好农资和畜禽饲料调剂调

运，严禁随意设卡拦截、断路封路。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保障农业生产

中，科技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前，在河

北省邢台市任泽区曲辛庄村南的一片

麦田，沃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社员王

龙龙正操作一架植保无人机进行测绘

作业。

“受去年雨水影响，这里小麦晚播

10 多天，需要进行‘壮苗’管理。”王龙龙

说，无人机测绘小麦的实际区域地图，

经过农田影像分析后，自动生成施药方

案 ，变 原 来 的“ 均 匀 喷 洒 ”为“ 靶 向 施

药”，更加精准，使用高效机械也避免了

人员聚集，做到防疫下地两不误。

种子、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是农

业稳产增产的重要保障。针对农资价

格上涨，中央财政安排下拨 200 亿元对

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

署近期投放 100 万吨国家钾肥储备，并

积 极 组 织 进 口 钾 肥 及 时 投 放 国 内 市

场。

近日，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

等七部门部署今年全国农资打假专项

治理行动，将于近期集中开展春耕农资

拉网式排查，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为粮

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既要“米袋子”也要“菜篮子”

几天前的一场强降雨，让江苏无锡

阳山建勤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孙建勤有

点担心。这两天趁天气放晴，他抓紧组

织几位村民给桃花授粉。“现在看来问

题不大，今年水蜜桃值得期待。”

近年来，在专家指导下，孙建勤采

用果园生草、施用有机肥、长梢修剪等

技术，果实有了“小时候的味道”，今年

他打算组织桃农培训和现场观摩，吸引

更多年轻人从事当地特色产业。

既 要 稳 定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又 要 统

筹“菜篮子”产品生产，是春季农业生

产 的 重 要 内 容 。 突 出 质 量 兴 农 、绿 色

兴农，充分运用科技手段，以市场为导

向提高生产的精准性、有效性，从田间

到 餐 桌 各 环 节 齐 发 力 ，是 今 年 的 突 出

特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

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

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

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

市场正在发出新信号。来自大润

发超市数据显示，今春果蔬生鲜销售方

面，耙耙柑、春菜等最为走俏。2 月至 3

月，耙耙柑、小台农芒果、水仙芒、“东方

蜜”蜜瓜、蓝莓是最受欢迎的水果品类；

普罗旺斯西红柿、春笋、香椿、草头、马

兰头是增速最快的时令蔬菜。

春耕生产，连着农民收获和千家万

户的餐桌，更加需要悉心保障，不负春

天。

早上七点，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蔬

菜种植大户杨家斌拿着政府新发放的

通 行 卡 通 过 防 疫 通 道 来 到 家 庭 农 场 。

田里的辣椒已经全部外运，今天他正忙

着种植甜瓜。“先前还担心疫情防控耽

误农时，现在放心了！”

安徽和县有七成蔬菜瓜果销往长

三角地区。为确保疫情期间种植不停

歇、外运不断供，县农业农村局为蔬菜

供应园区和交易市场提前办理了车辆

通行证和员工通行卡，目前每天外运红

椒、莴苣等蔬菜 500 多吨，春耕生产和保

供有序进行。

农业农村部日前进一步部署，各地

要压实责任稳定春播面积，务实抓好春

季田间管理，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落实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抓好“南菜北运”基地和北方

设施蔬菜产区蔬菜生产，受疫情影响较

重的大中城市周边要适当发展速生叶

菜、芽苗菜。

在这个不平凡的春天，从田间到果

园、从草原到山林，农民辛勤挥洒汗水，

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全力以赴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供给，不断满足日益多元化的消

费新需求，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

基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有

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 3月 24日电 记者 于

文静 王建 马晓成 水金辰 白明山）

耕 耘 在 春 天
—来自当前农业生产一线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