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03 2025年 2月 21日
责任编辑冯丹 版式肖琴 校对尼玛拉姆

2月 19日，工人在贵州省从江县贯洞镇百香果育苗基地给百香果苗浇水。
连日来，从江县春耕育苗工作陆续启动，当地农业服务部门积极引导农民使用植物组培、扦插嫁接、大棚育苗等技术手段，用智能

化管理助力春耕育苗，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卢忠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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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达州市卫生健康委
召开了 2025年全市卫生健康工作暨
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了 2025年中央、省、
市纪委全会及全国、四川省卫生健
康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 2024年度
达州市卫生健康委直属单位目标绩
效考核结果以及卫生健康重点工作
评价结果；各县（市、区）卫生健康
局、达州高新区及东部经开区社会
事业局、达州市中心医院、川东医
院、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达州市
疾控中心、达州市中心血站等单位
围绕 2025 年“3+N”重点工作进行
承诺践诺发言；对 2025年卫生健康
工作和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
出具体要求。

会议指出，2024 年达州市卫生
健康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交出了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
党建引领彰显新成效，通过理论学
习、优化组织和文化建设，提升了系
统凝聚力。公立医院迈步新征程，医
疗资源布局优化，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提速，人才和专科实力增强。改革示
范打开新局面，疾控改革稳步推进，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实现区县全覆盖，综合医改获
中央财政支持。健康服务实现新提
升，智慧医疗发展迅速，基层医疗网
底更加扎实，“一老一小”服务更加贴
心。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开展专项
整治打击行业不正之风，行业系统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防护墙更加
坚实，全员争优秀、全面争一流成为
卫健主旋律、主色调。

会议强调，2025年是“十四五”
规划收官和“十五五”蓄势之年，达

州市卫生健康系统将锚定“卫生健
康强市”总目标，聚焦“四个转变”总
基调（卫生健康工作重点从医疗救
治向健康管理转变，公立医院发展
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变，疾病
防控从重控制向重预防转变，医疗
资源从分级分线向系统整合转变），
以“全国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
展示范项目”为牵引，以“重点任务
承诺践诺”为抓手，推动全市卫生健
康工作稳居四川省第一方阵。

会议要求，要抓党建强引领，强
化政治、组织、作风、制度、党风廉政
五大建设，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
供坚强保障。要抓内涵提质量，夯实
公立医院硬件建设、龙头发展、人才
引育、智慧医疗四大支撑，推动医疗
资源提质扩容，提升区域医疗服务
能力；要抓改革强示范，聚焦公立医

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打
好顶层设计、改革计划、监督保障三
大组合拳，探索出适合本地实际、可
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要抓基层打
基础，深化两个紧密型建设，强化基
层服务保障，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
平，全力推进健康达州建设，千方百
计守住群众健康防线。要抓服务惠
民生，关注“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和
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问题，找准小切
口，实施微改革，积极促进人口发
展，持续优化就医体验，增强群众健
康获得感。

达州市卫生健康系统将以此会
议为新起点，担当作为，以“冲刺三
千亿”目标为引领，加快构建川渝陕
结合部区域医疗中心，为重振巴渠
雄风、建设健康达州贡献卫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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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昭化区：

森林防火不松懈
多措并举护安全

以“冲刺三千亿”目标为引领 加快构建川渝陕结合部区域医疗中心
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召开 2025年全市卫生健康工作暨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为切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连日来，四川省广元市昭化
区严格按照“以防为主，防控结合”的工作原则，抓好输配电设
施火灾隐患专项排查治理、林下可燃物清理、野外火源管控等
关键环节，全力防范森林火灾风险，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2月 19日，昭化区元坝镇针对山区输电线路沿线植被茂
密、地形复杂的特点，依托无人机对辖区内的输配电线路开展
全面的“拉网式”隐患排查，并及时清理线路周边的可燃物，确
保森林资源安全。
“为保障林区配电线路隐患排查有序开展，昭化区元坝片

区共排查穿林区配电线路 69.37公里，清理 59个区段枯草、
落叶、易燃物，确保林区配电线安全可靠运行。”国网广元市昭
化供电公司元坝供电所所长吕建介绍道。

四川省栖凤峡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 82.59%，植被茂
盛、树木较多，森林防火工作尤其重要。当地通过在景区门口
设立森林防火检查站，将火种阻止在山下、林外，从源头上减
少森林火灾潜在威胁。

抓好输配电设施火灾隐患专项排查治理，加大林下可燃
物清理、野外火源管控力度只是昭化区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的举措之一。今年以来，昭化区已组织 15次森林防火隐患排
查行动，共排查并整改了 266处隐患，清理林下可燃物超过
6700吨，发放 7.5万余份宣传资料。

同时，昭化区配备了 12支镇级半专业扑火队伍，以构筑
起坚实的森林防火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森林资
源得到保障。

昭化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徐伟表示：“我
区森林覆盖率较高，我们除了做好日常工作外，还将时刻保持
临战状态，不断提升专业、半专业队伍技能，严格值班值守，强
化练兵备战和应急储备，坚决守牢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

□盛通向东阳邹星雨本报记者魏彪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社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营造幸福和谐的文化氛围，近日，四川绵阳高新区（科技
城直管区）普明街道火炬东街社区开展“书法国画”主题活动，
吸引辖区众多老年书画爱好者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

活动现场，社区准备了充足的笔墨纸砚，老年朋友们兴致
勃勃地挥毫泼墨、以墨会友。书法爱好者们书写出风格各异的
作品，或苍劲有力，或飘逸灵动，每一笔都透露出岁月的沉淀
与对书法的热爱。国画创作者们则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花鸟
鱼虫、山水风景，每一幅画都色彩丰富、栩栩如生。大家相互欣
赏书画作品，共同交流学习经验，分享创作心得。

此次活动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艺、交流心得
的平台，也让老年人在创作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满足了
精神需求。下一步，普明街道将持续指导各社区组织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为辖区各年龄段居民提供多元化的活动交流平
台，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罗海艳本报记者吕婕文 /图

绵阳高新区普明街道：

开展书法国画活动
点亮老年人文艺生活

2024年，四川新审定农作物品种大幅降低———

“减量提质”促增产增收

提升审定门槛 建立退出机制

又是一年春耕季。最近几天，成都
市新都区斑竹园街道三河村种粮大户
何建，正在规划今年水稻新品种的试
验田。每年，何建都要参加六七个省内
组织的水稻新品种观摩会。一旦发现
好品种，就在下一年春耕引进自家基
地试种。

这些由四川省内育种单位、种子
企业、主管部门组织的观摩会上展示
的品种，均是最近几年由四川省审定、
引进或者国家审定的新品种，其中四
川审定的品种占大头。据统计，2020
年至 2024年，四川共审定 1103个主
要农作物品种。其中，水稻品种 459
个、小麦品种 69个、玉米品种 518个，
其余为棉花和大豆品种。

种粮多年，何建明显感觉到，早几
年各种观摩会展示的品种数量在成倍
增长。“多的时候要看四五百个水稻新
品种，根本看不过来。”

何建的感受直观体现在数据里。
以水稻为例，2020年至 2022年，四川
审定水稻新品种数量分别为 63 个、
125个、128个。而在 2016年，四川审
定水稻新品种仅为 9个。

但近两年，观摩会上展示的品种
数量明显少了。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
元兴社区种粮大户万富旭说：“一年几
场水稻新品种观摩会下来，最多看得
到七八十个新品种。”
“审定品种数量的确在减少。”四

川省种子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四川陆续修订水稻、玉米、小麦、大豆
品种审定标准。修订标准重点提高
DNA位点数、产量、品质和抗性等要
求，降低同质化品种数量，提高高产高
效、绿色优质、专用特用等突破性新品
种比例。

品种审定门槛提升的同时，退出
机制也在建立。通过在各地设立的农
作物品种安全性监测点，四川对引种
备案品种和进入生产试验环节的各渠
道试验品种统一开展种植鉴评。截至
2024年 7月，通过这种方式已累计淘
汰 29个品种，缓审 103个品种。同时，
2021年以来，四川撤销 193个失去生
产利用价值的审定品种、8 个引种备
案品种。

提升创新能力 提高推广效果

发出的“入场券”在减少，收回的
“入场券”在增多。在主管部门看来，提
高品种审定门槛的确有利于筛选出能
够快速推广的重大品种。但品种选育
推广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科研、生
产、营销等多个环节。受多种因素影
响，当前市场中新品种推广应用仍然
不足。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方面，当前四川在基因编辑、分
子设计和人工智能等现代育种技术应
用方面短板明显。不少品种选育仍停
留在对主要推广品种和核心亲本的修
饰改良上，市场中突破性新品种仍然

较少，推广潜力有限。
另一方面，科研院校、种业企业各

自为政，科研与生产“两张皮”问题仍
然存在。当前育种人才和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在科研院校，而种业企业缺乏
育种科技人才。育种目标主要对标科
研任务，导致选育的品种与市场需求
脱节，新品种推广应用受阻。以油菜为
例，四川油菜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
2000万亩以上，稳居全国第一。“目
前，适宜四川种植的油菜品种达四五
百个，但推广面积超过 100万亩的只
有 3个左右。”成都大美种业有限责任
公司相关负责人敬树忠说。同样，目前
能在四川推广的玉米有效品种超过
1000个，但暂时没有一个品种能占绝
对主导。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提高品种审定门槛的同时，更关键
的是提升种业企业创新能力，引导科
研单位与企业对接，共建研发平台或
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破解科研与生产
“两张皮”问题，才能选育出更受市场
欢迎的突破性品种。

再次打开品种审定名单，一些值
得肯定的变化正在发生。2021 年至
2023年，四川种业企业育成并通过审
定的品种共 486 个，比 2018 年至
2020年增加 250个。去年，四川审定
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中，种业企业进
一步参与。例如，64个水稻品种中，企
业牵头选育占比 32.8%，接近科研单
位牵头选育品种数量的一半。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阚莹莹

来自四川省种子站
的消息，2024 年，四川
共审定通过 146个主要
农作物品种。这一数量
相较 2023年减少 16%，
相较 2022年减少 43%。

近年来，由于审定
渠道放宽、审定门槛降
低等原因，多个农业大
省的农作物新品种审定
数量迅速增长，品种同
质化突出，导致大量品
种止步于审定这一关，
未能实现推广。有分析
认为，四川主要农作物
品种审定数量降低，将
有利于提高品种审定门
槛，筛选出更受市场欢
迎的突破性品种。

那么，新品种的“减
量提质”能否顺利实现？
近日，记者展开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