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 王现科 电话 4396827 E-mail：xccb66@163.com 要闻2

新华社太原10月12日电 记者从
近日举行的全国农业生产托管工作推
进会上获悉，今年中央财政共支出 45
亿元，在 29 个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托管
项目，支持各类社会化服务主体为农户
提供从种到管、从技术服务到农资供应
等全程“保姆式”服务，有效破解了农村
种地难等问题。

金秋时节，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嘉
禾公司全程托管的万亩集中连片儿玉
米地块里，2 台大型籽粒收获机正在纵
横驰骋。“有了这两台进口的‘大家伙’，
这么大的地块几天就能收完；而农民自
己收，则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嘉禾公
司负责人孙海滨说。

像嘉禾公司这样的农业企业是承
担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主体。此外，
还有种植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科技服
务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
等主体承担农业社会化服务。

据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
司司长张天佐介绍，截至 2019 年年底，
全 国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总 量 达 到
89.3万个，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超过 15 亿
亩次，服务带动小农户超 6000 万户，占
全国农业经营户的 30%。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一大批生产托管服务组织为农
民提供“保姆式”生产托管服务，降低了
农民集中下地的风险，保障了农业生产

顺利开展。
此外，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还完善了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强了农业发展
活力。农业农村部对 19 个省份共 875
个托管案例的定量分析显示，农户采取
全程托管，算上人工成本，小麦每亩节
本增效 356 元、玉米每亩节本增效 388
元。

张天佐表示，今年农业生产托管项
目实施省份从 2019 年的 18 个增加到 29
个，资金从 40 亿元增加到 45 亿元。各
地在推动生产托管工作中不断探索创
新，加强示范引领，推进托管服务市场
化、规范化和品牌化，成为深化农村改
革的重要成果和突出亮点。

今年中央财政支出45亿元
支持农业生产托管项目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者
10 月 12 日 从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了 解
到，经国务院批准，2020 年全国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将于 10 月 15 日
至 21日举行。

活动周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
带动就业”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同步开展。

活动周将紧紧围绕决胜全面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决 战 脱 贫 攻 坚 目 标 任
务，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通过云启动、云展览、地
方云上分会场、部委活动专区等平台
开展系列活动，展示我国创新创业的
新进展、新成效，多渠道促进就业创
业，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
的良好发展环境，释放全社会创新创
业创造动能，助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活动周将开设线上展览，以五大
展区 160 多个项目全面展示全国创新
创业取得的新成果。除线上展览外，
有关部门和地方将举办返乡创业论
坛、5G 应用创新高峰论坛、中国创业
投资行业峰会、创客之夜等丰富多彩
的 系 列 活 动 ，通 过 线 上 与 线 下 相 结
合、政府与企业联动、创新创业者广
泛参与，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式呈现
创新创业成效，讲述创新创业故事，
传播创新创业文化，打造全国联动、
广泛参与、永不落幕的活动周。

新华社天津10月12日电 天文
教育专家介绍，10 月 14 日天宇将上
演“金星合月”和“火星冲日”两大天
象。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当日清
晨可先赏“星月童话”，夜晚再赏“超
亮”火星。

在行星合月中，“金星合月”是最
具观赏性的。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14 日清
晨，如果天气晴好，早起出行的人们
可以在东方低空，用肉眼清晰地看到
一弯细小的月牙出现在亮如明珠的
金星旁边。这两个非常明亮的天体
近距离相依相伴、交相辉映，成为天
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4 日，火星将迎来“冲日”。当火
星绕日公转运行到与太阳视黄经相
差 180 度时，即“火星冲日”。此时，火
星与地球、太阳几乎成一条直线，地
球正好处在火星与太阳之间。“冲日”
前后是火星的较佳观测时机。

赵之珩表示，本次“火星冲日”接
近“大冲（当地球在远日点附近而火
星在近日点前后发生‘冲日’时）”，观
赏效果非常好。“当天，日落后火星就
会升起，几乎整夜可见，亮度达到-2.6
等，比当晚的木星（-2.3 等）还 要 明
亮，可谓光彩夺目。如果使用天文望
远镜观测，还可以看到火星表面的许
多细节。”赵之珩说。

观赏“超亮”火星不限于 14 日当
晚，整个 10 月都是观测它的好时机。

“只要天气晴好，天黑后，我国公众面
向东方天空就会看到，火星像一块红
色宝石镶嵌在天幕之上，熠熠生辉、
美艳无比。”赵之珩说。

2020 年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将于
10月15日启动

天宇10月14日将上演
“金星合月”和
“火星冲日”两大天象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开幕
这是10月12日拍摄的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现场展示的韵达快递无人机。 当日，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

福建省福州市开幕，将持续至14日。本届峰会将举办以“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智能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主论坛
和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区块链与金融科技、数字生态等12个分论坛。 新华社发

新华社西昌 10 月 12 日电 我 国
10 月 12 日凌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
功发射高分十三号卫星。这是西昌发
射场地面系统设备设施集中升级改造
后的首次发射，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今年新一轮高密度任务的首战。

“到明年 3 月底前，中心还将执行
嫦娥五号等 10 次航天发射任务，西昌
发 射 场 平 均 半 个 月 一 发 ，最 短 间 隔 5
天。中心所属文昌发射场多个国家级
重大工程相继展开，两场并行，密度空
前，发射能力逼近极限。”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主任张学宇说。

当日 0 时 57 分，大凉山秋风习习，
火箭尾焰将夜空点亮。此刻，巍峨绵延
的青山与乳白色的火箭、鲜红的国旗、
深蓝色的工作服，在川西高原共同勾勒

出一幅壮美的腾飞画卷。
国庆长假期间，塔勤分队平台操作

手尚猛和同事一直奋战在岗位上。他
们仔细检查每个平台操作箱、每段液压
管路、每处机械部件的情况，为火箭的
成功发射保驾护航。

“高空作业最危险、管理维护设备
最杂、涉及接口最多、射后恢复工作最
重、高密度任务转换最急。以前，这样
的大项转换至少需要半个月；现在，发
射密度高，我们一周内就要完成。”尚猛
说，周期压缩是大家假期不休息、晚上
加班“拼”出来的。

上塔改造项目联合操作时间由原
来的三四天缩短至 1 天，加注间升降温
系统和氢燃氧排系统改造实现关键核
心部件国产化，UPS 蓄电池在线监测系

统建设实现智能化、无人化……面对航
天发射需求，西昌发射场大力强化质量
控制管理和科技创新，有力推进核心技
术国产自主可控，为后续高密度任务实
施奠定技术基础。

“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
方……”火箭升空后，科技人员、参观群
众齐声高唱歌曲《我的祖国》。

“这是中心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优
良传统。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今
年以来，中心向疫战、向天行，连续夺取
长征五号 B 首飞、北斗三号全球组网收
官发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等重
大任务的胜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党
委书记董重庆表示，科技工作者将继续
承压作战、连续作战、坚守作战，积极备
战后续发射任务。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开启新一轮高密度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