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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 3 月 11 日电(记者龚
雯、周蕊)记者 11 日从 2019 年上海市医
疗保障工作会议获悉，新一批国家医保
谈判准入的 17 种抗癌药已于 2018 年
11 月纳入上海医保目录，2019 年上海
市医疗保障局将建立医保药品目录动态
调整机制，将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
医保。

2018 年，根据中央和上海市关于机
构改革的统一部署，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完成组建。组建过程中，上海医保局将国
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的 339 个药品
和 36 个国家谈判药品全部纳入上海市
医保报销范围，大幅增加医保支付药品
数量；开展抗癌药品专项集中采购，有
216 个品规平均降幅 13 . 97%，最大降幅
为 71 . 02%；启动长三角一体化门诊费
用直接结算试点，进一步便利长三角区
域群众异地就医结算等。

上海医保局方面称，对部分临床使
用广、参保人员负担重的诊疗项目及医
疗器械，适度扩大医保支付范围。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11 日电(记者王建、杨喆、苑欣芳)万物
复苏的春天，有“中国饭碗”之称的我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到
处是备春耕的热闹景象。

记者采访感到，在这片黑土地上，“科技范儿”更加足了，“绿
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优质种子更加“吃香”……

“藏粮于技”：科技改变耕作

“现在这拖拉机，在地里不用把方向盘，都走得溜直！”在虎
林市宝东镇太兴村，虎林市金健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李文胜很是得意。

在合作社院里，数台大型农机具已检修好，再过一段时间便
可在春耕中派上用场。登上一台拖拉机，驾驶室内各种按钮、拉
杆让人眼花缭乱。李文胜给记者演示起卫星定位功能，一边介
绍：“这个屏幕就可以显示这台拖拉机的位置情况，比如我们要
求播种间隔 18 厘米，那前后绝对差不了，保证精量播种，比以前
小四轮播种效果强多了。”

除了卫星定位大农机，李文胜还夸耀起了合作社近年购进的
一台自动喷洒农药无人机：“以前打药得雇四五个人，现在就用一
个人，在地头拿手柄控制就行，没药了无人机还能自动返航。”

科技的力量正改变传统的备春耕方式。过去水稻催芽，农民
都是在自家屋内用塑料布、棉被捂住种子，费心劳神，且出苗慢、

出苗率低。如今，水稻智能化催芽在黑龙江已广泛推开。
在鸡西市鸡东县金达莱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理事

长李永男领着记者参观其水稻智能程控催芽车间：“瞧，每个箱
体内有多个感温探头，探头采集的数据传输到显示仪上，然后再
传到电脑上，工作人员在电脑边就能控制箱体温度，实现恒温。”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向农业科技要产能，实施“藏粮于技”战
略。记者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 97% 左右，水稻智能化催芽车间有 1000 多个。

推进“三减”：唱响“绿色”发展

在密山市密山镇新河村，多座大棚正着手培育辣椒苗。“我
们平常用的都是有机肥，采用喷灌和滴灌结合。绿色是必须的。”
密山宝汇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谷慧林说，通过打“绿色
牌”，他们种植的辣椒供应国内知名辣酱生产企业，并远销韩国。

春节过后，绥化市庆安县久胜镇久阳村村委会主任孙广带
领村民来到哈尔滨市一家有机肥生产企业考察，预订了 4000 吨
有机肥。孙广说，以前为了增加产量，不少农民患上了化肥农药
“依赖症”，随着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他们开始
使用有机肥，产“绿色粮”。

黑河市孙吴县桦林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轮作，在减少
化肥的情况下，产量不降反增。合作社理事长吴德显说，2017 年
种玉米的地块，2018 年种大豆，每公顷化肥使用量减少 200 多
斤，去年大豆亩产量达到 400 斤。

“以前我们注重增产，现在注重品质。”吴德显说，绿色安全
农业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今年还将继续实施减化肥、减农药、减
除草剂的“三减”行动。

近年来，黑龙江省通过推广多种技术方法，全面深入推进农
业“三减”。2018 年，黑龙江省农业“三减”高标准示范面积达到
3500 万亩，今年预计达到 4000 万亩。

优选“种子”：追求“品质”农业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产出好不好，种子很关键。记者调
查发现，品种纷杂、育种能力弱等制约农业发展的状况正在改变。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秦家村，种粮大户崔明在
育秧大棚里忙活起来。崔明说，与过去相比，更加重视优质品种
的选择。春节过后，崔明就预订了 100 多亩的“绥粳 18”长粒水
稻品种。“过去种植圆粒品种，国家收购不愁卖，现在要想卖上好
价格，就得选择优质品种。”崔明说，他和当地一家企业签订了水
稻收购协议，每斤比市场价高出 2 毛钱。

记者了解，“绥粳 18”具有产量高、品质好、抗倒伏的特点，
越来越受到农民欢迎，全省推广面积超过 1000 万亩。

大豆育种专家、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
究员李艳华刚完成在海南省的育种工作，回到海伦市。“经常有
农民来问，我培育的高产高蛋白品种产量如何，在哪儿能买到？”
李艳华说。

海伦市前进镇自新村大豆种植户付正武种了 4000 亩大豆，
品种就是李艳华培育的东生 7 和东生 17，亩产量达 400 斤，蛋
白含量在 40% 以上。

海伦市粮食局局长陈英健说，过去每到备耕时期，农民选豆种
往往不知道选哪个好，如今大豆育种研发能力提升，有了更适合
当地种植的品种，中科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繁育的东生系列在
海伦种植面积已达 80% 以上，成为黑龙江积温带主打品种之一。

黑土地上感受“中国饭碗”新变化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李嘉瑞)64 岁的北京市民梁新维
女士，住在梅市口阅园四区的一套一居室里，这是一套公租
房。去年底，小区装上了人脸识别系统，这让梁女士感觉生活
品质有了很大提高。“推销的、发小广告的、中介带看房的都进
不来了，我们这也像个‘高档小区’了。”

从去年底开始，北京市的一些公租房小区试点安装人脸
识别系统。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技防手段能防止公租房的转租转借，也能保证小区安全，
杜绝外来无关人员进入小区。

去年 10 月，阅园四区查处了一起违规转租公租房的行为。
马某某以每月 4500元的房租把自己的公租房外租出去，而他承
租的租金每月仅为 1900余元。“很多市民还在排队等房源，却有
人违规转租，特别让人气愤。”尹邦昊是北京市公租房管理服务
中心阅园四区项目管理处主管，他说，从去年 11月开始，小区装
上了人脸识别系统，转租情况已经基本消失。

尹邦昊说，在公租房承租户入住时，已经进行了身份、头

像的登记。除了住户外，经常出入小区的快递员、送餐员以及小
区的物业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登记。除此以外的其他人，靠近大门
口闸机时都是显示人脸识别失败。

到今年 6 月，北京市所有公租房都将安装人脸识别系统。目
前在人脸识别系统后台的数据库里，已经采集租户及同住人面
部信息 10 万余条。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公租房
是北京市住房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为众多中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住
所。违规转租的现象，破坏了社会公平。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转租、转借行为监督管
理工作的通知》规定，违规转租转借公租房的家庭，5 年内不允许
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含市场租房补贴)及共有产权住房。“即
将全市采用的公租房人脸识别系统，既能防止转租转借，成为确
保社会资源公平利用的‘防火墙’，也能防止陌生人尾随，在确保住
户安全方面发挥作用。”该负责人说。

京公租房人脸识别系统将全覆盖，别想偷着转租
同时能防止陌生人尾随，确保住户安全

（上接 1 版）“中央倡导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伙
的信心和动力更足了。”她说，今年打算把造林治沙的
品种从黄柳、锦鸡儿换成山杏，实现“又有绿树在，又有
果实卖”。

莫道春来早，更有早行人。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边缘，治沙模范图布巴图早已开始
种梭梭。他的身边，一棵棵高矮大小不一的梭梭簇拥
着随风摇曳，已经围成 1000 多亩的绿洲。“往年一到春
天，几乎天天都刮黄沙，连门都出不去，现在风沙少
了，这些梭梭立了大功。”他说。

图布巴图退休 10 多年来，拿出全部积蓄，战胜疾
病和各种困难，与老伴在沙漠里植下这片绿洲。当地
政府帮他打了井，拉上网围栏。在老人的带动下，牧民
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全旗七成以上有草场的牧民都参
与造林。

“只要还能干得动，我就要继续种下去”，66 岁的
图布巴图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态保护的
重要性，植树节快到了，有很多不认识的人给我打来
电话，要来帮忙植树。”

殷玉珍、宝秀兰、图布巴图……这些治沙造林大
户，只是内蒙古生态建设大军的代表，在他们的身后，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正在稳步崛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的生态水平持续向好，
目前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 21% 以上；草原生态明显改
善，平均植被盖度达到 44%，恢复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
中期水平。 (记者张云龙、任会斌、于嘉)

新华社呼和浩特 3 月 11 日电

（上接 3 版）变局中，“危”与“机”往往同生并存，关
键是要找准方向、坚定信心、实干苦干。

就在两会前夕，我国生产的盾构机“加丽娜”在莫
斯科地铁环线工程中，创造了单班掘进 21 米的速度，
刷新了当地地铁施工纪录。

“在智能化大潮下，只有不断应用新技术，主动升
级产品，才能引领市场、掌握主动权。这就需要一种奋
斗、拼搏的精神。”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飞香说。

不止传统制造业，互联网行业也在捕捉新“风口”。
“互联网行业未来的发展，将从依靠人口红利转移

到技术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成
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创始
人李彦宏说。

“再好的时代也有人破产，再难的时代也有人赚
钱。”全国政协委员、360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周
鸿祎说，互联网行业将迎来“下半场”，数字经济与传统
产业必将深度融合，只有不断挖掘新需求才能创造新
红利。

“下行是前进中的波动，问题是成长中的阵痛。”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说，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共同奋斗，抓住
历史机遇，克服眼前困难，前面必将一片光明。

(参与采写：梁建强、杨思琪、吴帅帅、
周闻韬、阳建、李平、周颖)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让奔涌的活水汇成

高质量发展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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