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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萃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记者董
瑞丰、王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
魏百刚 4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说，我国粮食产量丰、库存足，
国家有充分的调控手段平抑粮价，没有
必要抢购囤积。

魏百刚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五
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
量 2019 年超过 470 公斤，远高于人均
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粮食
库存量充足，小麦和稻谷库存大体相当
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谷物年度进
口数量不到 300 亿斤，仅占我国谷物消
费量的2%左右。

据介绍，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近期国际粮价有所上涨，但世界粮食供
给总量不存在短缺。2019/2020 年度世
界粮食 (不包含大豆)供给量为 34.7 亿
吨，总需求量为 26.7亿吨，期末库存近 8
亿吨，库存消费比近30%。

魏百刚说，近期国际粮价上涨更多
是疫情造成恐慌性消费的结果，对国内
粮价的影响有限，一旦国内粮食市场出
现波动，我国有充分的调控手段进行平
抑。即使在前一阶段国内疫情比较严重
的时候，市场上的粮食以及各类副食品
都是货足价稳，老百姓家里都是米面无
忧，现在更没有必要去抢购囤积。

此外，我国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在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积极作用，做到

保障体系有支撑、市场波动有监测、应对
变化有预案、保供稳市有责任。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
科技司司长王宏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介绍
说，粮食应急保障体系构建了“三道防
线”：一是有充足的原粮储备，二是人
口集中的大中城市和价格易波动地区建
立了能够满足 10 到 15 天的成品粮储
备，三是布局建设了一批应急加工企
业、应急供应网点、应急配送中心和应
急储运企业。

王宏表示，目前全国共有粮食应急
供应网点 44601 个，应急加工企业 5388
家，应急配送中心 3170 个，应急储运企
业3454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绍

我国粮食产量丰库存足

本报北京4月4日电 “你们活在
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奋斗在你们为之奋
斗的事业中！”今天，许多官兵纷纷登录
部队开设的祭奠缅怀革命先烈专题网
页、公众号，“点燃烛火”、写下留言，寄托
对烈士们的缅怀崇敬之情，表达传承英
雄精神、积极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的
坚定信念。

又到一年清明时，全军官兵通过网
络祭奠、祭扫烈士陵园、参观红色遗址等
多种形式祭奠革命英烈，缅怀英烈壮举，
汲取前行力量。

英雄虽已逝去，精神光照后人。第
75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观看《塔山阻击
战》纪录片后，远程连线塔山阻击战纪念
馆，聆听讲解员深情讲述一件件遗物背
后的战斗故事。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管
理教育模范连”和某海防旅“鼓浪屿好八
连”官兵代表，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
同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活动。官兵们表
示，革命烈士虽已长眠，但他们的崇高精
神永远薪火相传。

罗霄山下，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官
兵来到接龙桥战斗旧址，开展“缅怀革命
先烈、铸牢理想信念”主题活动。92年
前，毛泽东在这里亲自指挥了著名的接
龙桥战斗，为井冈山胜利会师创造了有
利条件。该支队班长石有君说：“在党的
领导下，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国家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战。我们
要继承先辈遗志，坚决跟党走，为实现中
国梦强军梦努力奋斗。”
“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在昆仑

山……”这是烈士黄帅生前留下的一句
话。黄帅所在的武警交通某支队常年担
负川藏和新藏公路养护保通任务，先后
有 20多名官兵长眠雪域高原。该支队
组织官兵分别向阿里、拉萨、芒康、叶城
等地的 7座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重温
忠诚卫士誓词，增强为国奉献的使命感
责任感。

国旗半垂，举国同悲。正在武汉执
行物资调运任务的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
力支援队某分队分队长洪宇翔说：“这场
战‘疫’的考验充分表明，在党中央、习主席
的坚强领导下，在英雄的中国人民前进
的道路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和挑
战。告慰英烈最好的行动就是，万众一
心，奋斗不息，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奋勇前进！”

南昌，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驻守

在南昌的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组织
官兵登录“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微信
公众号，重温那段永不磨灭的峥嵘岁
月。第 72 集团军某旅以党团活动形
式，开展“我心目中的英雄”主题交流活
动，引导官兵不忘先烈遗志，赓续红色
血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部战区
空军某师多次紧急出动，将上千名医疗
队员和上百吨物资空运到抗疫一线。曾
3次执行接运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任务
的该师“抗洪抢险模范飞行大队”大队长
马超说道：“这次执行抗疫任务虽然面临
许多困难，但在先辈精神的激励下，我们
有信心有决心不辱使命。”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武汉
火神山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
区等医院，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仍
然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战斗在武汉泰
康同济医院“红区”的医疗队队员张艳的
父亲张大权，30多年前牺牲在保卫国家
领土的战斗中，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
雄”荣誉称号。张艳说，我最大的心愿就
是像父亲一样，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
刻挺身而出！

接力英烈前行，推进强军事业。白
山黑水间，第 79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分
批次前往旅史馆缅怀革命先烈，现地展
开“学英烈精神、做英雄传人”主题讨论
活动。武警福建总队某支队组织官兵围
绕“感悟先辈精神力量，练精练强打赢本
领”这一话题展开网上讨论。“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许多官兵留言说，历史
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唯有苦练
打赢本领，履行好使命职责，才能不负先
辈重托。

每一次对英雄的缅怀，都是一次精
神的洗礼。海军某部、火箭军某团、北京
卫戍区某团、湖南省军区株洲军分区、第
76集团军某旅、武警某部、战略支援部
队某部官兵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传承英雄精
神，担当强军重任，不断开创强军兴军新
局面。
（本报记者张磊峰，特约记者何武

涛、刘一波，通讯员欧阳权、皇甫秉博、
王立军、林艺伟、王路加、赵超、吴先德、

魏登辉、赵炫竹、龙德勇、张可煜、张勇、

杨欢、贺韦豪、万永康、徐明章、张震、陶

佳伟、周祥、李华时、吕威、张城玮、郑义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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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武 汉 4月 4日 电 今 天 上
午，正在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查看
科研数据的军事医学专家组组长陈薇
院士走出实验室，来到指挥方舱前，
与专家组其他成员集合肃立。 10 时
整，陈薇院士下达“请默哀”口令，
大家集体脱帽致哀，缅怀英雄逝者。

大地呜咽，江城垂泪。今天，全国各
地各族人民深切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
烈士和逝世同胞。在湖北武汉，奋战抗
疫一线的官兵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缅怀哀
悼，用特殊方式怀念逝去的生命。

10 时整，防空警报响彻武汉上空。
在火神山医院各病区内，没有担负紧急
救治任务的医务人员自发来到医务人
员通道，整理着装、低头默哀。默哀毕，
感染八科主任赵玉英立即返回救治岗
位，她表示：“努力救治患者，就是对逝

者最好的安慰。我们全科人员将坚持
科学救治，让患者早日康复出院。”

防空警报鸣响，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光谷院区感染二科病房，白衣战士向抗
疫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用庄严方式表
达对生命的敬重。在武汉泰康同济医院
感染八科，主任李东良和队员穿着厚厚
的防护服，原地肃立哀悼。李东良说：
“逝者已逝，我们还要争分夺秒挽救患者
生命。”

在中部战区总医院门诊大楼前，正
在开展营区管控任务的医院安全管理科
干事彭全领和执勤战士整齐列队，面向
国旗默哀。刚刚完成支援武汉肺科医院
任务、按要求集中隔离的军队医疗队队
员，在隔离点默哀。作为最先投入救治
的军队医疗队之一，他们坚守一线 2个
多月。护士长刘孟丽说：“抗疫让我们

明白了自己作为军队医务工作者的责
任。疫情还未结束，我们会坚守到战
‘疫’胜利时刻。”

武汉长江大桥，汽笛长鸣，行人驻
足。正在执行物资调运任务的驻鄂部
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车队停止行
进，官兵在驾驶舱内自行鸣笛，以坚守
战位的方式向英雄逝者致以哀悼。
（本报记者赖瑜鸿、邵龙飞，特约记

者何武涛、王均波、赵佳庆、高洁，通讯员
李锐、柯磊采写）

上图：4月4日，武汉市举行哀悼活

动，表达对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

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图为当日10时整

在武汉汉口江滩一元广场，人们在哀悼

活动中默哀。

本报记者 王传顺摄

抗疫一线官兵深切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缅怀英雄逝者 集聚打赢力量

接诊中心，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到达医院的第一站，也是医护人员接
力守护患者生命的“第一棒”。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患者
通道入口，占地 200平方米的接诊中
心就是张军和队友的战位。

核对登记患者信息，接收转运分
诊，统筹为患者送餐、洗消、出入
院等事宜……他们每天的工作忙碌
而琐碎。
“接诊中心不同于临床科室，将

患者快速、安全转运至科室就是我们
的责任。”张军说，“如果把救治患者
比喻成一场接力赛，接诊中心医护人
员必须争分夺秒跑好‘第一棒’。”

2月 19日，光谷院区接收患者第
一天。首批 55名患者即将入院，张军
的对讲机传来医院命令：“做好准
备！”患者陆续抵达，他们迅速完成
登记、分诊工作，并将患者逐一送往
科室。

刚下车，一位 70多岁老人的额头
渗出豆大的汗珠。“赶紧送 ICU 病
房。”长期从事内科诊疗工作，张军
意识到老人情况危急。他俯身背起老
人，直奔病房……

“快！快！”2个多月来，这是张
军说得最多的话。在他看来，在这场
与死神竞速的较量中，患者早一分钟
接受救治，就多一分生的希望。
“我们一天最多接收了 217 名患

者。”张军说，那天，他和队友从清
早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让一名名
患者顺利入院，第一时间得到精心治
疗，不论多辛苦都值得。”

每天与患者家属沟通协调，也是
接诊中心的主要工作。“医者尽心、
患者安心、家属放心，抗击疫情才更
有信心。”在张军看来，这些工作就
好像在医院和患者家属之间架起一座
“亲情桥梁”。

每天给张军打电话的患者家属很
多，有时他在“红区”工作，无法使
用手机。每当忙着接收患者，张军总
是把自己的电话留给负责接送患者的
工作人员，请他们转告患者家属。之
后回到清洁区，张军会回拨未接来
电，耐心地为患者家属排解疑虑。

一次，医院接收了一位全身瘫痪
的老爷爷，陪同前来的老奶奶希望能
入院陪护。
“我们这里有专业的医生护士，

一定护理好您的家人。您回家也要隔
离观察一段时间，有什么不舒服及时
给我们打电话。”张军在一旁给老奶
奶反复解释，“医院已经有不少老年
患者治愈出院了，您放心。”

听了这番话，老奶奶悬着的心
这才放下，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了
医院。

接诊中心每天还要配送院区住院
患者的一日三餐。这项工作起初是由
医院保障部负责的。“接诊中心医护人
员可以直接把饭菜送到患者手中，让
患者吃到更热乎的饭菜。”在张军的提
议下，接诊中心承担起这项工作。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接
诊中心的工作压力也在慢慢减轻，但
张军和队友们没有丝毫懈怠。护士徐
珊主动支援救治任务较重的感染二科
重症病房；护士宋洁有心理咨询师资
格证书，报名参加医院心理服务工作
组；擅长针灸的医生朱学海主动为医
护人员诊疗，帮助缓解肩颈不适……
“战‘疫’就是一场生命接力

赛，我们一定会坚守到胜利的那一
刻。”张军说。

（本报武汉4月4日电）

跑赢战“疫”接力赛
——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接诊中心主任张军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韩阜业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记者

王希、伍岳）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
长潘文博 4月 4日说，今年我国粮食种植
意向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夏粮长势较好、
丰收有基础，春播进展总体顺利，粮食生
产有了一个好的开局。

潘文博表示，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今年我国采取了

一系列“超常规”措施稳住粮食生产，取
得积极成效。在优化粮食结构方面，他
表示，今年稻谷、小麦两大口粮品种种植
面积要继续稳定在 8亿亩，同时根据市
场需求调优品质结构，发展强筋弱筋小
麦、优质稻、高蛋白大豆，满足市场多样
化需求。

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和各地工作推

动下，今年早稻恢复势头比较明显。截至
4月3日，全国早稻育秧已过八成，早稻栽
插已过四成，进度都明显快于去年同期。

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 5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去年达到 13277 亿斤。
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不仅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有效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夏粮长势较好春播进展顺利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中华预防
医学会日前举办“携手共进，抗击疫情”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国际经验交流研讨会，多
个受疫情影响国家的医学社团代表和专
家表示，中国鼓励居家减少社交，密切接
触者追踪、检测和隔离，严格的信息发布

等经验举措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了借鉴。
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新加坡、越南、

巴西、瑞士等国的公共卫生学会代表，非
洲公共卫生联盟代表和我国全球卫生、传
染病防控、卫生应急领域的专家学者视频
连线参加了研讨会，围绕各国在疫情防控

中采取的措施和相关思考进行了交流。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世界公共卫生联盟（WFPHA） 执委梁
晓峰主持会议，号召各国公共卫生学会
应广泛交流防控经验，形成合力，共同
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中国经验助力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据新华社香港4月4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亚太地区记者报道：连日来，中国
驻巴基斯坦、泰国、斐济大使馆及驻马来
西亚、越南等国多地总领馆向当地中国

留学生、公派教师发放抗击新冠疫情的
“健康包”，传递祖国的关爱。

收到“健康包”的中国留学生和教
师纷纷表示，来自祖国的关怀让他们

感到十分温暖，一定积极配合所在地
政府和学校的防疫举措，认真做好自
我防护，用实际行动让亲人安心、让祖
国放心。

我国驻亚洲多国使领馆向留学人员发放“健康包”

（上接第一版）

四川省人民医院的辜晓惠等参加悼
念活动的人们说，国家以最高的祭奠向
英雄哀悼，人民以最深的怀念为英雄送
行，举国哀悼是对逝者的尊重与缅怀，也
是对生命的关爱与珍视。中国人民历来
在艰难困苦中不低头，但我们向牺牲烈
士和逝世同胞低头默哀，致以内心最深
刻的敬意和缅怀。

4日凌晨起，中央和地方媒体纷纷
将网站、客户端、微博页面调至黑白色
调，随后陆续发布悼念海报。这一天，全
国停止了公共娱乐活动。网友们在手机
页面上“点燃”蜡烛，留言寄托哀思：

——带着对逝者的思念，迎候生命的
生生不息；
——吾辈自强，勿忘此战；
——为所有付出，为所有爱和希望；
——逝者安息，英雄走好，因为有你，

祖国才强；
——好好生活、努力工作，这是对亲

人最好的缅怀，也是对烈士最深的告慰；
——记住善良与勇敢，14 亿人，同

根同心；
……
自然界的绿意，是生命的味道。这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征程中又一次前所未有的考

验。历经惊涛骇浪的岁月，历史会记住
国家对生命的尊重，这一页历史将永远
铭记在人民心中。

未来的日子，坚强勇敢，充实而有意
义地活着，这是对逝者最深沉的缅怀；青
年和前辈共同挺起民族的脊梁，以愈挫
愈勇的斗志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推动国
家进步，这是对烈士们最真挚的告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了这个目
标，我们同心同德，凝聚力量，不懈奋斗，
永远前进。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记者于

文静、林晖、喻珮、孟菁、邱冰清、李铮、李

梦馨、陈斌、邰思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