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9月8日 星期三

本版责任编辑 李伟

时 讯·广 告4
电话：0433-7537167 E-mail：tumenjiangbao@163.com www.tmjnews.net www.tmjnews.cn

●主管：延边州委对外宣传办公室、珲春图们江地区开发办公室●主办：珲春图们江地区开发办公室●出版：珲春图们江报社●本报地址：吉林省珲春市龙源东街 1066号珲春市政务中心 21楼●邮编：133300●全年定价 216元/份●零售每份 1元
●电话区号：0433 ●办公室：7512454●新闻报料：15943375335●编辑办公室（图文传真）：7537167●记者部：7521400●广告监督：7510767 广告部：7554111●发行部：7563533●印刷：本报印刷车间（地址：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天道物流公司院内）

为严明劳动纪律，维护劳动

制度的严肃性及职工队伍的稳

定。经职工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根据《珲春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职工奖惩条例》规定，对刘

浪、王越2名违反劳动纪律员工

除名：

1、 刘 浪 （ 身 份 证 ：

23210219680416401X），留 守 处

工人，自2018年7月无故旷工至

今。

2、 王 越 （ 身 份 证 ：

220282198701100817），留守处工

人，自 2020 年 1 月无故旷工至

今。

珲春矿业（集团）关闭矿井
留守处

2021年8月25日

关于刘浪、王越2名员工
违反劳动纪律除名决定

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

这是一个被历史与人民永远

铭记的英雄群体。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时，他们向险而行；与新冠病

毒殊死搏斗，他们与时间赛跑；在

抗疫一线战场上，他们始终心系人

民。

他们是钟南山、张伯礼、张定

宇、陈薇等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是奔赴抗疫一线、默默

奉献的英勇斗士。

向险而行，逆风执甲

“我要请战！”

他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

国工程院院士。当年，在抗击“非

典”中他站在前沿；在新冠肺炎疫

情面前，84岁的他再次选择迎难而

上。

面对未知病毒，临危受命担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

组组长的钟南山立即奔赴武汉前

线，经过实地调研后，在国家卫健

委组织高级别专家组召开的记者

会上，他向社会公布新冠病毒“人

传人”的关键研判。

武汉疫情最为焦灼时，钟南山

大声疾呼“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

雄的城市，有全国，有大家的支持，

武汉肯定能过关”，鼓舞了人们的

抗疫信念。

“这个冬天很寒冷，是你的泪，

把亿万民众温暖。”网友这样“点

赞”钟南山。

钟南山表示，这是医生在危急

关头“舍我其谁”的精神状态，是一

种能做敢做的责任与担当。

用生命践行使命，用使命守护

生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中，广大医务工作者没有丝毫退

缩。

步履不停，英雄无言

“无论哪个身份，在非常时期、

危急时刻，都没理由退半步，必须

坚决顶上去！”

他是“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张定宇。面对尚不明晰

的病毒，时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

长的他选择迎难而上。

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争分夺

秒，与病毒鏖战、与死神较量。

从组建隔离病区，到率先采集

样本开展病毒检测，再到组织动员

遗体捐献，每一步都很难，身处“疫

情风暴眼”的张定宇总是挺在最前

面。

他步履蹒跚，但眼神坚定。

“搞快点！搞快点！”在医院楼

道里、病房里，大家常常听到张定

宇的声音。

然而，他的脚步却越来越迟

缓，跛行越来越严重。

“能用我的时间，换回别人更

多的时间，我没有遗憾了。”张定宇

说。

就这样，张定宇和奋战在抗疫

一线的勇士们，用医者仁心的使命

与担当，筑起一道道强大的“白衣

长城”。

分秒必争，开拓生路

“中国的疫苗，必须由中国自

主研发。”

她是“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

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

薇。面对新冠病毒，她率领团队

与北京后方科研基地协同作战，

集中力量展开疫苗研制应急科研

攻关。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

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

人。”这是陈薇的人生信条。

“做最坏打算、拿出最充分方

案、准备最长期奋战。”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陈薇临危受命担任军事

医学专家组组长，她率领团队围绕

新冠病毒的快速检测技术、疫苗抗

体研制等，迅速建立起联防、联控、

联治、联研的工作机制。

镜头“回放”陈薇的奋战身

影——仅用一天时间，她带领专

家组完成了帐篷式负压实验室和

检测平台的搭建；在一线超负荷运

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三个多

月下来，青丝生白发……

2020年3月16日，陈薇领衔科

研团队研制的腺病毒载体疫苗获

批正式进入临床研究阶段。这是

全球首支进入临床试验的新冠病

毒疫苗。2021年2月25日，腺病毒

载体疫苗获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

准上市。

心藏大爱，人民至上

“一定要有中医药阵地，有阵

地，就能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

势。”

他是“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

礼。2020年初，72岁的他受命飞赴

武汉，作为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

家组成员投身抗疫最前线。

分类管理、集中隔离、“中药漫

灌”、筹建中医药综合治疗为主的

方舱医院……初到武汉，张伯礼和

专家组成员第一时间开出良方，有

效控制疫情蔓延。

悬一壶丹心，济万世生灵。穿

上写有“老张加油”防护服的张伯

礼，在特殊的中医药阵地上开始新

的“战斗”。

白天指导临床会诊巡查病区，

晚上召集会议研究治疗方案……

超负荷的工作下，张伯礼胆囊炎发

作，在武汉接受微创胆囊摘除手

术。

“这回我把胆留在了武汉，真

的与武汉市民肝胆相照了。”他笑

着调侃道。

一串串高温下护目镜后的汗

珠，一条条防护面罩下的清晰压

痕，一夜夜核酸检测现场的通明灯

火……这背后是每一位抗疫英雄

的大爱，是亿万群众同心驱疫的决

心与坚毅。他们的名字，将被历史

与人民永远铭记。

（记者：彭韵佳 沐铁城 侯文

坤 栗雅婷 徐弘毅）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正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的第

二十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

览（交易）会上，设施装备展览、品

牌推介、贸易洽谈等活动展示了近

年来东北黑土地上现代农业产业

的发展成果。

长春农博会创办于 2000 年。

21年来，从中小型农机到大型智能

农机，从单一农业技术展示到集成

现代农业技术应用，从销售原粮到

品牌化经营，长春农博会见证了黑

土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不

断探索。

从“小四轮”到大型智能
农机

长春农博会

的农机展示区里

人头攒动。从智

能的水稻育苗机

到高效的大型联

合收割机，从免

耕播种机到无人

植保机，展示区

里农机装备不仅

数量多，而且样

式更新、功能也

更强。

在一家玉米

播种机生产企业

的展台前，一台

大型免耕播种机

吸引了不少农民

驻足。企业工作

人 员 李 博 文 介

绍，这台播种机

耕作时能实时统

计播种面积，种

子出现漏播时还

能报警提醒，智

能化程度大大提

高。

长春市农安

县农民李军这次

特意来农博会看

农机。“听说现在

农机可以无人作

业，大大节省时

间和人力，来参

观了解一下。”李

军说。

李军种了 20

多年地，见证了

从“小四轮”到大

型农机具耕作方

式的转变。“头几届农博会农机种

类少，也不智能，不像现在，都是高

科技。”李军说。现在，他的家庭农

场实现了耕作全程机械化。

近 20 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

率不断提高。吉林省粮食年产量

从不足 500 亿斤，到连续 8 年超

700 亿斤，大型、智能化农业机械

普及应用功不可没。如今，东北

三省粮食年产量占全国五分之

一，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

石”。

从追求产量到要综合效
益

温室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

农业物联网……在高新设施农业

和大田技术模式等展示区，一项项

现代农业技术让人目不暇接。

在玉米高产示范园里，与传统

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相比，这

里的水肥一体化技术让人眼前一

亮。一根根滴灌带埋在作物根系，

水溶肥顺着滴灌带流到田间。展

区工作人员姜晓明说，有了这项技

术，农民灌溉省时省力，减少化肥

投入，还能增产，大大提高种粮效

益。

今年，长春农博会展示区面积

超60万平方米，其中农业种植技术

类展示面积超10万平方米。而在

第一届农博会，整个展区面积仅有

1.8 万平方米，农业技术应用展示

远不及现在。

近20年来，成千上万的农业科

技工作者扎根黑土地，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一项项农业技术得到推广

应用。随着规模化经营不断普及，

种粮大户对农业科技应用越来越

重视，农民正从单纯追求产量向追

求综合效益转变。

现场参观的吉林省德惠市农

民张友发深有感触。他这些年通

过采取保护性耕

作、测土配方施

肥等技术，每公

顷土地节本增效

近 2000 元 。“ 科

学种田，不仅产

好粮，更能保护

好土地，实现持

续增收。”张友发

说。

如 今 ，测 土

配方施肥技术已

在 东 北 地 区 普

及，秸秆还田、水

肥一体化技术在

各地积极开展应

用，保护性耕作

已覆盖东北地区

5000 万亩耕地。

从有身份
到有身价

在本届农博

会的主展馆，农

产品展销完全脱

离了传统的市场

摆摊叫卖。一个

个展台前，大屏

幕播放着产品宣

传片，农嫂牌鲜

食玉米、梅河口

大米……一件件

加工后的农产品

包装精致、品牌

亮眼，线上线下

同时销售。

“10 几 年 前

在农博会上，没

有多少‘农字号’企业。”一位多年

参展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而

如今，大型农业企业单独参展，区

域中小农业品牌组团参展，更有农

民合作社带着自己生产、注册的品

牌农产品参加农博会。

长期以来，作为我国重要商品

粮基地的东北，粮食大多以原粮卖

到全国各地，好粮食却卖不上好价

钱；农业企业和品牌“小而少”，产

业形不成集聚效应。例如，吉林省

位于世界“黄金水稻带”，产出中国

品质最好的粳稻，但优质的吉林大

米却并不知名。

申请地理标志商标、组建产业

联盟、密集宣传推介……近年来，

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公司化、品牌

化经营的东北“全产业链”现代农

业企业明显增多。“通榆小米”“延

边黄牛”“长白山黑木耳”等一批农

业品牌在国内外打响。

现在，“抚松人参”“榆树大米”

等区域公用品牌被评为全国知名

区域公用品牌。一批批东北农业

品牌在做强现代农业、振兴东北老

工业基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长春9月7日电

⇑拉萨市达孜区克日村的农民用农业机械收割青稞（9月6日摄）。

当前正值青稞收获季节，拉萨河谷一带农民抓紧收割，农田里一片丰收的繁忙景象。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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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全民战“疫”的记忆中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罗鑫）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

在此间举行的 2021 北京长城文化

节上，北京发布10条长城文化旅游

精品线路，线路途经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北京段)的 9 个村落、27 个景

区，串联起长城之美。

据介绍，这10条长城文化旅游

精品线路，分为四季休闲之旅、文

化传承之旅、生态文明之旅、红色

信念之旅、艺术陶冶之旅五大主

题，串联起居庸关长城、八达岭长

城、八达岭水关长城、九眼楼长城、

慕田峪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响水

湖长城、蟠龙山长城、司马台长城

等北京主要长城景区。

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北京发布的10条长城主题

线路还串联起长城及邻近艺术馆、

博物馆等景点，挖掘其中蕴藏的非

遗文化、冰雪文化、抗战文化等特

色文化，推动从“看景点”向“品文

化”转变，更好满足游客文化旅游

消费需求。

新华社兰州9月7日电（记者

王博）甘肃省政府多渠道筹措资

金，2017 年以来，落实祁连山地区

中央和省级各类生态保护资金195

亿元，支持祁连山生态环境治理。

目前，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任

务按期完成。

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白泉

门矿区大湾段，隆畅河岸3万株云

杉引人瞩目。二十世纪八九十年

代，这里采金、挖沙猖獗，造成地表

水断流，地质灾害隐患大。自2017

年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整治以

来，该区段被纳入祁连山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治理范畴，如今已完成治

理修复任务，进入后期管护阶段。

该县自然资源局山水林田湖草项目

办公室主任罗英文说，完成治理后，

隆畅河来水量也增加了。

2017年以来，祁连山生态环境

治理投入持续加大，项目、资金密

集支持。甘肃省落实祁连山地区

中央和省级各类生态保护资金195

亿元，祁连山沿线地区不仅完成了

生态“应急修复”，还偿还了多年累

积的历史欠账。其中，祁连山生态

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规划累计下

达投资 38.56 亿元，全面实施林地

保护、草地保护、湿地保护、水土保

持、冰川保护、生态保护支撑和科

技支撑等7大类建设任务。甘肃省

统筹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工作，张掖、武威两市规

划实施的林草植被恢复、矿山环境

治理、防风固沙造林、水环境保护

治理等项目完成投资76.4亿元，建

设任务全部完成。

截至目前，祁连山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任务按期完成。甘肃省祁

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的监测研

究结果显示，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

整改后，有效控制了人为活动对甘

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影

响扰动，破坏区域修复效果明显，

保护区植被生长状况得到改善。

甘肃：195亿元资金治理祁连山生态环境见实效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张泉）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

悉，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水平持续提

升。截至2021年8月底，我国累计

批准地理标志产品2482个，累计核

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

标注册6381件，核准使用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市场主体14315家。

安吉白茶、山西老陈醋、烟台苹

果、南京盐水鸭……地理标志是保护

特定地区产品的特性、声誉和其他特

征的重要知识产权，对于提高产品附

加值和农民收入、保障消费者权益、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

2019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

共实施21个国家地理标志运用促

进工程项目，当地政府已配套投入

逾 1.2 亿元，涉及地理标志产业产

值超过210亿元，相关产品加工、商

业物流、旅游业等产值40亿元。

我国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2482个

北京发布10条长城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