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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蕾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雨水时节，冰城万物开始睁开惺忪的
睡眼，有一批种子却还在“冬眠”。走进位
于省农科院的国家寒带作物及大豆种质
资源中期库（哈尔滨），阵阵凉风干爽扑
面，5万余份种质资源在-18℃的环境中做
着“酣梦”。

种质资源库是进行种质保存的主要
形式，因存放量大常常被称为“生命方
舟”。“我们通过仪器设备控制贮藏环境，
如温度与湿度等，以此来抑制种子萌发，
如同让它们冬眠一般，达到长期贮存作物
种质的目的。”控制室内，省农作物种质资
源保存利用中心主任韩微波一边操控屏
幕，一边向记者介绍，这里的种质资源一
般可以保存20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
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农业
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

础。
我省是全国拥有寒地作物资源数量

最多的省份。去年，省农科院草业研究所
国家寒带作物及大豆种质资源中期库、黑
龙江大学国家甜菜种质资源中期库以及
省农科院克山分院国家马铃薯种质资源
试管苗库一起入选首批国家农作物种质
资源库（圃）名单。此外，还有 9个省级种
质资源保护单位，共保存各类种质资源14
万余份。

记者从省农科院了解到，国家寒带作
物及大豆种质资源中期库（哈尔滨）的前
身是该院在 1982 年建设的寒地作物种质
资源库，历经 40年坚守和努力，共保存大
豆、玉米、水稻等国内外作物种质资源5万
余份。累计向社会提供种质资源 7000 余
份，为全省乃至全国作物品种更新换代和
优良品种供给贡献了“龙江基因”。

千金易得，一种难求。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其
中，构建开放协作、共享应用的种质资源
精准鉴定评价机制被放在重要位置。省
农科院迅速响应，立即启动了农业科技创
新跨越工程重点项目“主要农作物优异抗
性种质资源挖掘与共享利用”。

“种质资源库建立的最终目的，就是
实现种质资源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
护。”对此，韩微波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库
藏的某些种质资源属于“单项冠军”，在产
量或抗逆性等单一性状上表现尤为突出，
经过一系列改良培育，它们就有可能蜕变
成各项性状皆优的新品种，加冕为“全能
冠军”。所以在专家的眼中，种质资源不
只是一粒普通种子，更是一块无比珍贵的

“金疙瘩”。
没有优异的种质资源，品种培育就会

成为“无根之木”和“无源之水”，“主要农
作物优异抗性种质资源挖掘与共享利用”

项目将是一场对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生
动实践。

“这个项目将依托国家级农作物种质
资源库，重点开展寒带主要农作物种质资
源的鉴定评价，挖掘优异抗性种质资源，
创制生产和育种急需的株型、抗性、品质
等性状突出的育种新材料，实现主要农作
物优异抗性种质资源的共享利用，使主要
农作物种质资源创新材料快速转化为生
产力。”韩微波说。

记者离开时，库内仍是一幅有序忙碌
的景象：种质资源收纳室又到了一批新种
子，工作人员认真登记入库；双十五干燥
间内，筛选合格后的种子开始慢慢脱水；
全智能人工气候植物箱中，“闭关”四天的
玉米粒长出了尖尖的嫩芽；控制室的大屏
幕上，中期库内的种质资源持续着“冬眠”
直播。这儿“静悄悄”的，这儿也“闹哄哄”
的。

“中央一号文件”落地龙江系列报道之七

寒地作物的“生命方舟”

□本报记者 霍营

诺如病毒胃肠炎作为春季多发的传
染病，近期受到公众广泛关注。何为诺如
病毒，其传播途径有哪些，一旦感染如何
治疗，生活中如何预防？2 月 25 日，记者
就此采访了省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
所所长许军。

许军介绍，诺如病毒属于杯状病毒
科，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原体之
一。诺如病毒具有感染剂量低、排毒时间
长、外环境抵抗力强等特点，容易在学校、
托幼机构等相对封闭环境引起胃肠炎暴
发。人群普遍易感，感染后可重复感染。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主要症状为
恶心、呕吐、发热、腹痛和腹泻，部分患者
有头痛、畏寒和肌肉酸痛等症状。儿童以
呕吐为主，成人则腹泻居多，粪便为稀水
便或水样便。传染源为诺如病毒感染者

（包括隐性感染者），传播途径包括人传
人、经食物和经水传播。

许军说，诺如病毒胃肠炎属于自限性
疾病，目前尚无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多数
患者发病后症状轻，无需治疗，休息 2天~
3 天即可康复，可口服糖盐水或口服补液
盐补充呕吐和腹泻消耗的水分。婴幼儿、
老人，特别是伴有基础性疾病的老人，如
因频繁呕吐或腹泻，出现脱水等较严重的
症状时，应及时治疗。

托幼机构和学校如何预防诺如病毒
感染？许军告诉记者，第一，要及时发现
和规范管理病例。托幼机构和学校应做
好学生健康管理，一旦发现呕吐、腹泻等
症状病人，要及时就医并隔离管理。发现
病例异常增多时立即向所属疾控机构及
相关行政部门报告。第二，加强饮水和食
品卫生的管理。对饮用水供水管网的破
损、渗漏等情况进行排查，对二次供水设

施定期清洗、消毒，做好饮用水水质检测，
确保供水安全。做好食品原料和加工环
节的监管。第三，加强厨工、保育员等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要加强对厨工、保育员
的健康状况监测，出现相关症状时，应立
即暂停工作，及时就医。第四，做好环境
清洁消毒。对校区/园区公共场所定期清
洁与通风，对门把手、楼梯扶手、水龙头等
重点部位进行定期清洁与消毒。第五，要
规范处理呕吐物。对病例的呕吐物和粪
便，应由经过规范培训的人员按照相关操
作指引进行处理。重点对被呕吐物、粪便
等污染的环境物体表面、生活用品、食品
加工工具、生活饮用水等进行消毒。同
时，还应开展诺如病毒防控知识宣教工
作。针对病例管理措施，许军强调，感染
者在症状完全消失后的 72 小时后方可复
课、复工，隐性感染者自诺如病毒核酸检
测阳性后 72小时复课、复工，从事食品操

作岗位的病例及隐性感染者需连续2天粪
便或肛拭子诺如病毒核酸检测阴性后方
可复工。

个人和家庭如何预防诺如病毒感染？
许军表示，要保持手卫生。饭前、便后、加
工食物前正确洗手。但需注意，含酒精消
毒纸巾和免洗手消毒剂对诺如病毒无效，
不能代替洗手；要注意饮食饮水卫生；病例
应尽量居家隔离，避免传染他人。感染者
患病期至康复后 3天内应尽量隔离，轻症
患者可居家或在疫情发生机构就地隔离，
重症患者需送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做好环
境清洁和消毒工作。定期开窗通风。使用
含氯消毒剂对患者呕吐物或粪便污染的环
境和物品进行消毒，在清理受到呕吐物污
染的物品时，应戴塑胶手套和口罩，避免直
接接触污染物。患者家庭环境也应依据医
务人员指导加强消毒；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增强身体对病毒的抵抗能力。

省疾控专家解答春季传染病防治热点问题

诺如病毒高发期如何做好防护与消毒？

□王添玉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我家跟着村里用‘4090’模式种玉
米 3 年了，每亩地能增产 120 多斤，听说
今年要在我们村尝试燕麦玉米套种，这
好事可不能把我落下。”安达市羊草镇五
撮村村民李大姐去年就整好了地，今年
准备继续跟着村里干。

“4090”模式即把传统的垄挨垄种
植，改成40厘米~90厘米，40厘米做苗床
种两行，90 厘米堆放秸秆，通风透光，有
效减少了连片玉米的风阻，形成垄垄是

边行，棵棵是地头，有利于光合作用和田
间作业。该模式是将玉米秸秆集中放置
在 90 厘米处，经过一年自然腐熟变成有
机质，第二年倒垄种植变成自然肥料。
免耕播种不仅有效保护了土壤的团粒结
构，达到蓄水保墒效果，而且还增加土壤
有机质和养分含量，持续培肥地力。

“4090”模式本身就有秸秆全量还

田、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提高耕
地蓄水保墒能力、作物通风好光合作用
强、高产不得病等优势，在此基础上尝试
利用“4090”模式燕麦玉米套种，充分利
用燕麦适应性强、生长期短、要求积温少
等特点，通过玉米“4090”宽窄行栽培，用
90厘米集条带上播种燕麦，后期在 40厘
米播种带上进行小行距玉米双行免耕播

种，实现玉米与燕麦共同生长，最大限度
的利用土地，提高种植效益。

“羊草镇拥有3年‘4090’玉米种植经
验，这个模式推广以来获得了农户的认
可，去年秋季测产时，较周边地块亩均增
产120斤，现全镇4090种植面积已扩大到
12760亩，为农民增收 153万元左右。”安
达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范秀娟说，“去年，
我们玉米套种燕麦的试验田收成很好，今
年我们要在老虎岗镇、羊草镇、升平镇和
原种场进行大面积推广，推广面积在1000
亩地往上，让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

“4090”模式种玉米

本报讯（李磊 记者董新英）“这玉
米种子好，去年产量挺高的。纯度、净
度、芽率，绝对达到国家标准。”近日，在
绥棱县华圣农资大市场，前来购买种
子、化肥等农资的农民络绎不绝，销售
人员根据农户的种植需求，为他们推荐
合适的种子。阁山镇三合村村民陈继
成在得到店老板的价格优惠和品质保

证后，买到了心仪的玉米种子。
春耕备耕，农资先行。为打好春耕

生产第一仗，农历春节刚一过，绥棱农
资大市场的商户们就纷纷开张营业了，
农户们也抢前抓早选购种子、化肥等春
耕物资。

虽然今年春播时间长，不少农民还
是打出了提前量，热心商家在推销农资

的同时，还增加了种植技术、肥药配比
讲解等环节，吸引顾客驻足。

种子市场购销两旺，商户耿华告诉
记者：“大部分农户该买都买了，库存
氮、磷、钾十多个品种 20 多吨的化肥，
零散着慢慢卖了。”

截至目前，绥棱春耕种子到户率
62.4%，化肥到户率39.7%。

打好农资购销提前量

63万条大数据“跑起来”
□朱婧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这是全场 1335个作业地块共 63万
条大数据……”日前，走进北大荒集团鹤
山农场有限公司数字农业信息化指挥中
心，一张蓝色变量施肥处方图格外醒目，
它由无人农机系统结合卫星定位、地块
产量分布、农艺措施、土壤检测数据以及
明年种植计划，通过数据处理中心系统
计算而生成的。一图在手，今年春播时，
就能实现精准变量施肥。

鹤山农场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兆凯指着处方图上显示的2023年计划
种植数据说：“把一块地分为五个施肥量
等级，颜色越浅代表土壤肥力越高，后期
施肥量就相应减少。”按所需施肥量情
况，中心把生成的处方图通过系统无线
传输到智能电控变量播种机的控制终
端，高端智能农机就会“按图所骥”实现
变量施肥。

今年，鹤山农场农业科技示范带的
18000 亩数字农业核心示范区将通过精
确调整施肥量，来改变低产区域作物产
量水平，达到全田增产的目的。

刘兆凯点击屏幕进入信息中心种植
管理系统，各地号近五年的播种、施肥、

施药等农事档案数
据一目了然。今年
数字农业信息化挥
指中心打造的无人农
机、无人机巡田监测、
卫星遥感监测、可视化
管理等 9 套农业数据应
用系统平台，通过对数
据进行整理分析，可初步
形成符合本地生产特点的
作物模型，辅助开展农业智
慧决策，为作物各生育期提供
施肥、施药和“健身”防病的最佳
解决方案，提高肥、药利用率，节约生
产成本。

“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田间
物联网设备和智能化农机装备，利用天、
空、地、人机一体化感知手段收集相关农
业大数据。”鹤山农场党委委员、总经理
吕光琰说，“备耕时节，利用田间物联网
设备采集空气和土壤温湿度、光照强度、
二氧化碳浓度等气象和土壤大环境数
据，能节省人力、物力，科学研判土壤播
种条件，为适时播种、抢抓农时提供精准
的数据支撑。”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

信息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数字
农业已成为北大荒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鹤山农场通过主动融入北大荒集团数
字产业发展，打造数字农业信息指挥中心，
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备春耕亮出“科
技牌”，稳产增收更添底气。 工作人员查询数据。 任宝吉摄

鹤山农场数字农业信息化指挥中心。

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执法检查。 李磊摄

（上接第一版）除了为企业解决
难题，快速、畅通的通关效率，也对企
业的发展大有助益。

黑河市万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22 年，依托逊克口岸地缘
优势，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目前，
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格维申斯克
市租有煤炭存储场地 10000平方米，
主要用于煤炭的储存和转运。2022
年，该企业在逊克口岸进口煤炭
30120吨。

“海关指定专人对接我们企业，
及时掌握船舶抵港时间及接卸量等
动态情况，通过设立‘绿色通道’，提

供预约通关、预约检查等便利措施，
货物通关更顺畅了，企业也节省了人
力物力。”万国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马成才说。

为助力通关“加速度”，逊克海关
开通进口“船边直提”和出口“抵港直
装”通关模式，到港货物“随到、随检、
随卸”，缩减货物在口岸堆存、装卸时
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和资金负担。
同时，加强与煤炭检测实验室协作，
进口煤炭送样到检出时间由120小时
缩减至60小时，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极大提高通关效率，为企业提供了更
全面、更便捷、更高效的通关环境。

逊克口岸 服务企业“分秒必争”

（上接第一版）

关注积温年际变化
避免越区种植

我省是全国气候变暖最显著的
区域之一，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
后期开始气候变暖更加明显，这对受
热量条件制约的农业发展，利大于
弊。

既然热量资源在增多，那是不是
意味着某些不同积温带的品种可以
试着种植呢？气象专家给出的答案
是否定的。

陈莉说，要关注到积温年际变化

较大，在 1991 年~2020 年期间，各条
积温带最暖年和最冷年积温差值在
650℃ ~900℃之间，尤其是近几年夏
季低温情况有抬头趋势，因此在积温
带北移东扩的大背景下，还要关注积
温的年际变化，在充分利用热量资源
的同时，降低较冷年份越区种植的风
险，保证粮食稳产高产。

另外还需注意到，气候变暖中城
市化作用可能放大了积温增加量，尤
其是我省广袤的农田大多距离城市较
远，近几十年受城市化影响程度远小
于气象站所受到的影响，因此需要适
当考虑城市化影响，避免越区种植。

关注积温年际变化 保证粮食稳产高产

本报26日讯（记者狄婕）26 日，
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有 65 年光
辉历史的省公路勘察设计院（省公路
设计院）国企改革迈向纵深推进的新
阶段。

省公路设计院转制前是省交通
运输厅直属事业单位，成立于 1958
年，是全国十个首批获得交通部颁发
的公路工程勘察与公路工程设计“双
甲级”勘察设计单位之一。65年来，
经过了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省公路
设计院目前已发展成为立足交通规
划、设计研究、科技创新等高新技术
领域的国有企业，完成了一大批省内

外公路典型示范工程，获得国家、省
部级优秀勘察设计和科技进步奖 90
多项，40 余个咨询项目获得省级以
上优秀咨询成果奖。

为全力做好转企改制“后半篇”
文章，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将不断健全完善现代企业管
理体系，改进管理机制，发挥多年从
事公路勘察设计的优势，继续做好传
统产业技术服务，借助省交投集团全
产业链平台优势，纵向延伸产业布
局，横向扩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宽业
务来源，聚力打开市场新局，进一步
凝聚推动龙江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力量。

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揭牌

本报讯（记者张雪地）近日，记者
获悉，牡丹江站在继续加开至漠河间列
车的同时，还将开行至哈尔滨西、通辽
间高峰线列车，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据了解，2 月 24 日至 27 日，牡丹
江 站 开 行 哈 尔 滨 西 至 牡 丹 江 间
D9831/D9832 次高峰线列车，牡丹
江至通辽间 G4792/3 次、G4791/4 次

高峰线列车。3月 1日至 15日，继续
加开牡丹江至漠河间 K5174/1 次列
车；3 月 3 日至 17 日，加开漠河至牡
丹江间K5172/3次列车。

铁路部门提醒，目前学生返校客
流增多，返校的学生在购买学生优惠
票时，需要注意提前进行优惠资质核
验，否则无法顺利进站上车。

牡丹江增开至漠河哈西通辽列车

本报讯（于沈玉 记者王白石 王
宗华）萝北口岸冬季浮箱固冰通道自
1月 3日恢复开通至 24日，进出口货
运量已达10038.7吨。

为促进口岸外贸高质量发展，萝
北海关持续完善监管措施，优化通关
流程，加大“两步申报”“自报自缴”等
惠企措施推介力度，主动对接企业，

及时解决企业进出口方面存在的困
难，加强国际合作，及时协调口岸货
运通关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升通关效
率和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确保快验
快放、快进快出、随报随检。

目前，口岸日均过货量较口岸开
通初期提升 170%，助力进出口货运
量再创新高。

萝北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破万吨

本报讯（魏鑫 记者马一梅 李
健）近日，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林海雪
原：智取威虎山》剧组来到龙江森工
桦南林业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两天
的取景拍摄。

记者了解到，电影《林海雪原：智
取威虎山》改编自经典长篇小说《林
海雪原》，由国内著名导演王岩川执
导。影片主要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
以坐山雕为首的土匪占据威虎山为
非作歹，肆意烧杀抢掠物资，破坏革

命事业，团参谋长少剑波带领解放军
战士组成剿匪小队，在冰天雪地中，
挽救百姓于水火的故事。

导演王岩川告诉记者，之所以选
择在桦南林区取景，是因为这里的人
文情怀、历史文化、自然风光都符合
剧情需要。桦南林区的森林小火车、
森工大院、红砖瓦房等场景充满强烈
的时代感，有了这些历史印记的融
入，可以更生动地展现出当年革命的
艰辛历程。

《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剧组桦南林区取景

拍摄紧张有序。 本报记者 李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