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上下构筑起抗击疫情坚固防线，打了一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硬仗；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奋力夺取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关于生命、关于爱与希望的故事成为每个龙江人心中最难忘的记忆……
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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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8 日讯（记者曹忠
义）28 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伟在哈尔滨
会见华为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
军一行。

张庆伟对徐直军一行表示
欢迎，对华为公司长期以来为黑
龙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他表示，当前全省
上下正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加快建设现代化新龙
江。希望华为公司与我省加强
长期战略合作，贯彻新发展理
念，扩大产业投资，深化智慧产
业合作，推广智慧供热，加快
5G 应用发展，推动华为区域总
部落户哈尔滨，助力哈尔滨建
设国家大数据中心重要基地，
共同建设“数字龙江”，积极推
进产业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绿
色化，为龙江振兴发展提供有
力科技支撑。省委省政府将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华为公司
在我省各领域发展创造良好条
件、提供优质服务。

徐直军简要介绍了华为公
司发展情况，表示将加强与黑龙
江省相关企业对接合作，加强与
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合作，
在黑龙江省进行更多产业投资，
更好服务振兴发展。

张雨浦、王兆力、徐建国
及哈尔滨新区负责同志参加
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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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温骤降，黑河市逊克县大平台雾凇景区迎来四季
中最美的时光，库尔滨河上轻烟袅袅、雾气蒙蒙，岸边一草一
木都仿佛在皑皑白雪中被蘸过一样，银装素裹，玉树琼枝掩映
的河水蜿蜒流淌。雾凇美景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一年一度的逊克雾凇冰雪节活动也随之开始。

据了解，逊克大平台独特的雾凇景观因当地库尔滨水库
的水电站而形成。水电站发电使水温升高，形成水雾，和地面
冷空气融合交锋，便形成了绝美的逊克雾凇。

本报记者 刘剑 张澍摄

聂守军 25载育良种
只为稻花

逊克雾凇

培育水稻新品种48个，推广种植面积1.2亿亩，
增收稻谷62亿公斤，创造社会效益近200亿元

□王红蕾 本报记者 张桂英

在实验室里，他是水稻育种的专家；在田间地头，他是水稻种植的行家；在种子市场，
他是“点石成金”的“财神”。

他，就是刚刚获评“龙江楷模”称号的省农科院水稻品质育种研究所所长、水稻育种专
家聂守军。51岁的他，有25年一直在与水稻打交道——25年间，培育水稻新品种48个，累
计推广种植面积1.2亿亩，增收稻谷62亿公斤，创造社会效益近200亿元。这些令人惊叹
的数字背后，是聂守军矢志奋斗的闪光足迹。

聂守军（右二）带领团队进行田间调查。 图片由省农科院绥化分院提供

更添香更添香

战“疫”中的龙江力量
□本报记者 王莹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2020年初，一场重大疫情，不期而至。

大年初一，我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

截至 2月 10日 24时，全省报告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360例，死亡8例，建立重症救治
中心刻不容缓。于是，不到20个小时，哈医

大一院群力院区被改建成省级重症救治中
心。

“从98岁的老人到刚刚出生的婴儿，不
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任何一位患者。”与病毒
之间只隔着一层防护服，哈医大一院重症医
学科党支部书记赵鸣雁和“战友们”毫不退
缩。坚持“一人一案”确保了全省60余名重
症患者转危为安，重获生命希望。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把最优质的医疗
力量和医疗资源投入最前线。把新冠肺炎
诊疗救治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并预付部
分资金，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疫情期间，我省共救治患者 948名（其
中境外输入 387名）、总治愈率达到 98.6%。
托起了龙江大地的“生命方舟”。

守望相助 无往不胜
一张张请战书、一个个鲜红的手印，按

下的是他们无悔的选择；一句句“我请求参
战”“我要上前线”，体现的是大爱与担当。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龙江儿女服从坚决支
援全国抗疫大局。

（下转第二版）

植根稻田 选育突破性水稻品种
良种选育是一项长期而繁琐的工作，既需

要精细更需要耐心。25年来，为攻克水稻高
产与优质并重这一育种难题，聂守军付出了常
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磨难。

时光倒回。本世纪初，我省第二积温带缺
少水稻主栽品种。当时生产上应用较多的品
种“垦稻 12”“绥粳 4 号”都优劣参半：“垦稻
12”产量高但抗倒伏性差，导致生产成本高；

“绥粳 4号”品质优、有香味、抗倒伏，但产量
低。为解决这一难题，聂守军带领团队，几乎
每天都在田里忙碌，播种、管理、观察、记录、
选择、收割，再对收获的水稻进行对比试验，
筛选出理想的材料，然后再播种、管理、收割、
对比试验……一茬一茬的水稻长大成熟，做记
录的档案材料装满了几麻袋。“渴了一瓶水，饿
了一桶面，累了地头打个盹，手里常握调查

本”，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经过多年努力，聂守军最终带领团队选育

出了一系列优质、多抗、香型水稻新品种，其中
“绥粳18”成为了黑龙江省第二、三积温带主栽
品种，且在吉林、内蒙、新疆、陕西部分地区均有
种植，表现出广阔的生态适应性。自2007年以
来，“绥粳18”跃居为我国单年推广面积最大的
水稻品种，年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受到
种业、稻农、米业领域及消费者的广泛好评，被
评定为黑龙江省十大优质米品种。目前，该品
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4000万亩，增收稻谷21.6
亿公斤以上，新增社会效益近70亿元。

服务“三农”稻花香里说丰年
育种方向的形成源于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再好的品种和技术，也要老百姓认可才能
称为‘好’。”作为水稻育种人，聂守军深知这个
道理。 （下转第二版）

聂守军在田间考察聂守军在田间考察。。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2月28日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
电话。

两国元首互致新年问候，并祝中俄两
国人民新年愉快。

习近平指出，2020年对于中俄两国和
全世界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
疫情大流行对人类生命安全形成空前挑
战，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世界进入
动荡变革期。真金不怕火炼。危难时刻，
中俄关系的独特优势和宝贵价值愈加凸
显。双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体
现了两国高水平互信和友谊。两国积极
引领国际抗疫合作，顺利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共同庆祝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 75周
年，在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
家等多边框架内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成为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的中流
砥柱。

习近平强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和新型国际关
系原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其

强大生命力和示范效应在当前国际形势
下将持续显现。双方要以明年庆祝条约
签署 20周年为契机，在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上推进双方合作。中国积
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更高起点上推进
改革开放，将为中俄合作提供更广阔发
展机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壮
大合作新业态、新动能，继续办好中俄科
技创新年，推动两国科技界、产业界开展
全方位交流合作，更好助力两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生化分析仪在哈发放
12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获领
可检测血脂、血糖等21项人体指标

黑龙江发布“两节”消
费提示！这些事一定要注意

文旅部：“两节”期间
减少不必要出行

锻造龙江工匠
点亮产业工人职业之光
省总工会以劳动竞赛助推龙江高质量发展

2020年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如何聚焦主线工
作，造就一支宏大的新型产业工人大军。请看本
报今日第六、七版特别报道——

美美
政府消费券
如何“四两拨千斤”

9月 11日以来哈尔滨市政府连
续发放六轮总计4.5亿元消费券

新 闻 调 查

详见第五版

大爱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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