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

国家科技计划将进一步扩大对港澳开放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记者

胡喆）7 月 15 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以
视频方式出席香港科技创新联盟成立

暨中银香港科技创新奖启动仪式，首次
对外公布国家科技计划将进一步扩大

对港澳开放。
据悉，面向“十四五”，科技部将继

续推动国家科技计划更大力度、更大范

围对香港和澳门开放。 今年，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在
生命健康、人工智能、通信、新材料、电
子信息等领域， 对港澳新增开放 15 个
专项，大力支持更多爱国爱港爱澳科研
人员深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助力
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

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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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节气，广袤农田一片繁忙景象。南方稻区早稻开
始收获、晚稻抓紧栽插，东北、华北等地农民辛勤劳作，做
好玉米、水稻、大豆等田间管理。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夏粮产量达到 2948

亿斤，比上年增加了 28.7 亿斤，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
历经三分之一的冬小麦晚播、疫情多点散发、农资涨价等
重重挑战，夏粮如何实现增产？背后有哪些故事？记者 14
日采访了种粮农民、科技人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沉甸甸的丰收
———记今年我国夏粮增产背后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胡璐

拼：攻坚克难夺丰收提起种植这季小麦的经历，河北
省邢台市任泽区种粮大户赵孟辉的

心情可以用“过山车”来形容。
赵孟辉经营着 800 多亩粮田。 去

年 7、8 月份，地里遭受严重涝灾，玉米
大幅减产。 10 月份连续 10 多天下雨，
田间积水，眼看小麦播不下去。 就在
他打算放弃这一季时，区农技员找到
他并制定了技术方案 ： 抓紧排水晾
晒，农机能进地时深翻土地 ，晾晒散
墒，旋耕备播。 同时，加大播种量，选

用优质肥料和良种。 终于在 11 月上
中旬，土地完成了播种。

“我这小麦立冬才播种， 麦苗出
来会不会冻死？ ”地种下了，赵孟辉依
然担心。 关键时候，农技人员再次指
导。 春季浇了三水，追施速效氮肥，喷
施三次叶面肥，看着小麦长势越来越
好 ，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 平均亩产
1180 斤，加上今年价格好，一亩地净

赚 500 多元，效益是他种地多年来最
好的。

赵孟辉的经历，不少小麦种植户
都有亲身感受。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

潘文博表示，今年夏粮小麦增产丰收
实属不易，是在遭遇罕见秋汛后实现
的抗灾夺丰收，在历史高点上实现的
高位再增产。

他介绍说 ， 今年夏粮面积达到
3.98 亿亩，比上年增加 138 万亩，其中
冬小麦因罕见秋汛面积减少 101 万
亩， 但西北等地扩种夏收春小麦 177
万亩，实现了“以春补冬”。 南方地区
扩大杂粮杂豆 62 万亩，实现“以杂补
麦”。

潘文博表示，11 个冬小麦主产省
份， 千方百计抗涝抢种稳住了面积，
多措并举促弱转壮弥补了前期影响，
最终有 8 个省份增产，3 个省份平产。

亮：科技助力种好麦“我搞了 40 多年小麦，去年冬前
的小麦苗情复杂是没见过的 ， 最后
有惊无险、丰收到手 ，关键是科学抗
灾应对晚播、让农民知道怎么种 ；科
学田管精准指导 、 让农民知道怎么
促。 ”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
问、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赵广
才说。

据他介绍，科技在今年夏粮增产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晚播，专家指导组制定了技
术方案 ， 指导农户选用早熟高产品
种，增加播量保证群体，精细整地、适
墒下种，适当增施底肥。

同时，抓好促弱转壮。 重点指导
各地把田管时间由起身拔节期提早

到返青期， 并采取划锄增温促早发、
镇压保墒促返青、 增施磷肥促长根、

肥水运筹促转化等措施。
“我在河北指导时，对有些‘土里

捂’的麦田，有的农民当时想毁种，我
们扒开土壤发现种子已经萌动了，建
议农民耐心等待，出苗后加强肥水管
理，最后每亩也打了八九百斤。 ”赵广
才说。

“一喷三防”是提高单产的关键。

在小麦灌浆期将杀虫剂、杀菌剂与植
物生长调节剂等混配施用，一次喷施
可以防早衰、防干热风、防病虫。 这是
小麦后期增粒重、提单产和防灾减灾
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监

测 ，今年主产区二等以上小麦占比
超过 90%。 全国优质专用小麦比例
达到 38.5% ， 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
分点 。

实：季季紧抓迎丰年现在正是小麦购销的旺季，农民
群众最关心的是丰产又增收。

据了解，今年小麦上市后价格高
开高走，原因是小麦品质好 ，优质优
价市场看涨预期强；国际市场小麦价
格大幅上涨，对国内小麦传导作用增
强。 同时，农资价格高位运行，推高生
产成本。

专家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小麦供

应有保障， 后期价格将保持平稳，小
麦价格处于合理区间，利于调动农民
种植积极性。 同时也要提醒广大农民
朋友，密切关注市场行情 ，不要盲目
囤粮储粮，把握好售粮时机 ，实现丰
产丰收。

潘文博表示 ， 今年夏粮小麦再

获丰收 ，最根本的是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 ，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 、 勠力同心共担重任 ，
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农民群众攻坚

克难辛勤劳动 。 这为全年粮食产量
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奠定基础 ，
为稳物价稳预期增信心提供了坚

实支撑 。
春争日，夏争时。 目前，南方早稻

已开始收割，晚稻预计 8 月上旬栽插
结束，夏玉米、夏大豆播种已经落地。
秋粮面积稳中有增， 长势总体正常。
农业农村部门将指导各地立足抗灾

夺丰收，再战 100 天，全力以赴夺取秋
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新华社北京 7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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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成交公示
太自然示字〔2022〕2 号

������按照《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规定》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公
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太康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拍卖出让 1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详情见下表）
二、公示期：2022 年 7 月 15 日至 2022 年 7 月 24日
三、该宗地已签订《成交确认书》，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出让合同，相关事宜在

合同中约定。
联系电话：0394-6815019 联系人：李先生

太康县自然资源局

2022 年 7月 16 日

遗失声明
������●李昱含的出生医学证明不慎
丢失， 编号：J410877416， 出生日期：
2009年 4月 30 日，声明作废。

2022 年 7月 16 日
●于长江的出生医学证明不慎

丢失 ，编号 ：O411882647，出生日期 ：

2015 年 1月 18 日，声明作废。
2022 年 7月 16 日

●郸城县农业科学研究所不慎将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丢失 ， 核准
号：12411726418725754X，声明作废。

2022 年 7月 16 日

商水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商水县网拍（2022）5 号

������经商水县人民政府批准，商水县自
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

下 3（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指定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

实施。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详情见下表）
注：SS2022-14 号宗地商业建筑面

积不大于地块总建筑面积的 10%。具体
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
《规划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
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活

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

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

选人。
（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

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2） 地块如果设
有底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即
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22 年 7 月 15

日至 2022 年 8 月 3 日登录周口市公共
资 源 交 易 系 统 （ 网 址 ：http://jyzx.
zhoukou.gov.cn）（以下简称交易系统），
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3 日 16时。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
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

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的 1 至 2 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报价时间：SS2022-3 号地块：

2022 年 8 月 5 日 9 时，拍卖网址：周口
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网址：http://jyzx.
zhoukou.gov.cn）；SS2022 -4 号 地 块 ：
2022 年 8 月 5 日 9 时 10 分，拍卖网址：
周口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网址：http://
jyzx.zhoukou.gov.cn）；SS2022 -14 号 地
块：2022 年 8 月 5 日 9 时 20 分，拍卖网
址：周口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
//jyzx.zhoukou.gov.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 见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
件。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

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

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
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

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

金后， 务必在交易系统上自行查询，确
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
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
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
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担
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

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 网上拍卖开始
后，方可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 Win10、Win7；浏
览器请使用 IE10、IE11， 其他操作系统
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

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交易系统
网站下载中心下载，并正确安装。 请竞
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的

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
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周口土地交易竞买人系统操作手
册》请在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网址：http://jyzx.zhoukou.gov.cn）下载
中心下载并认真查看。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5449575
商水县自然资源局

2022 年 7月 15 日

开门纳谏助力解决企业融资难题������本报讯 （记者 任富强）为深入贯彻
落实国务院和省、市关于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的有关政策，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提高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
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7 月
14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金融服
务开放日活动，邀请周口市各大银行和
保险公司来中心观摩并召开金融服务

座谈会。
会议开始前，周口市各金融机构人

员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服务大厅、
办公区、开标区、监督区以及评标区进
行参观，大家纷纷点赞该中心的党建文

化长廊强有力的发挥了党史学习和党

建引领作用，交易全过程音视频监督打
造了公开、透明的交易环境。

座谈会上，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
任李涛对中心的概况以及四个中心

（科）的交易情况作简要介绍，并认真听
取与会人员对中心发展提出的建议。 各
银行和保险公司提出建议：扩大电子保
函业务范围，用电子保函代替传统的质
保金和履约保证金业务，利用交易平台

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支持。
双方进一步商讨解决方案并提出能提

升服务质效的可行性建议。
李涛表示，一是各银行和保险公司

梳理与交易中心的服务内容，搭建统一
平台，建设统一标准，下调金融服务的
收费标准， 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
二是强调投标金融服务的保密性，明确
保密责任，建设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
三是简化办事流程，确保“当天事，当天

办”，提高服务质效。 为提升交易中心的
服务质量，各银行金融单位可在线上线
下设置电子保函咨询和服务窗口，为各
市场主体答疑。 目前，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主页设置了意见建议征集信

箱，打通市场主体与中心沟通、投诉的
重要渠道，切实发挥听民声、畅民意、解
民忧、惠民智的作用，提升群众满意度。

据了解，该中心今后将进一步简化
交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减轻中小企
业金融压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
规范、阳光、高效的交易平台，推动综合
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①9

水 利 部 门 全 力 应 对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记

者 刘诗平）从 7 月 15 日开始，我国
进入 “七下八上”（七月下半月至八
月上半月）防汛关键期，水利部门正
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应对准备， 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 、水利部部
长李国英强调 ， 各级水利部门要
全面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 ， 以流

域为单元 ，提前做好防御预案 ，要
科学调度各流域骨干水库 ， 做好
蓄滞洪区运用准备 ；深入排查 、全
面清除河道行洪障碍 ， 加强堤防
管理和巡查防守 ； 做好中小河流
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 ； 紧盯小型
水库 、 病险水库 、 淤地坝安全度
汛 ；依法依规分解落实防御责任 ，
做到守土尽责 。

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2.5%
在山东省惠民县风电装备产业基地涂装车间，工作人员对风电轮毂进行涂装

（6月 7 日摄）。
7 月 15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初步核算，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562642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2.5%。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上接第一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
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

案， 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
贡献。 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
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
推广、转化工作，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
感召力。

文章指出， 要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
质和形态，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
理论支撑。 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
中， 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
明， 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
献。 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
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
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

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
在、未来。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
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

合起来， 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
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研究阐释中华
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
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文章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
兴立根铸魂。 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
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

文章指出， 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五
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 无论是物种、
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
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
发展、得以进步的。 要用文明交流交融
破解“文明冲突论”。 坚持弘扬平等、互
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中华文明
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讲好中华文明
故事，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
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文章指出， 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
遗产活起来 ，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
厚社会氛围。 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传播更多承载
中华文化 、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
化产品 。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敬畏历
史 、敬畏优秀传统文化 ，重视文物保
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要
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

识和认同中华文明 ，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