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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进一
步夯实，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积极进展，
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0
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
运行情况。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在会上表示，前三季度农业农村发展
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势头，为巩
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单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预计超七
成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0月24
日，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达82.5%。

“加上夏粮和早稻，全国粮食再获丰
收，产量有望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
张兴旺说。

粮食何以再获丰收？
看天气，今年局部气象灾害比较

重，但从全国面上看农业灾情是近几
年较轻的一年，农作物累计受灾1.35
亿亩，比常年减少4400多万亩，绝大
多数省份是增产的。

看面积，今年中央财政加大对粮
食生产支持力度，三大主粮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现全覆盖，小
麦、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提高，有效调动
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各地调整种植结
构、发展间作套种，秋粮面积稳中有
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
多，对整体上增产贡献较大。

看单产，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
革委接续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新启
动了大豆单产提升工程，深入实施粮油
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指导
各地落实适当增密、提高播种质量、水
肥一体化、“一喷多促”等关键措施，促
进大面积均衡增产。“预计单产对粮食
增产的贡献超七成。”张兴旺说。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种植业管
理司（农药管理司）司长潘文博介绍，
从关键技术推广、农机装备升级等方
面看，今年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
县亩株数至少增加100株，玉米精准
调控、大豆大垄密植等高产技术模式

加快推广。针对播种质量不高这一薄
弱环节，加快高性能精量播种机普及
推广，同时辅助加装了北斗导航、无人
驾驶等智能装备。小麦整建制推进县
亩产较上年提高了5.1%左右，带动小
麦平均亩产提高10公斤左右。

伴随秋粮陆续丰收上市，秋粮购
销进入旺季。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李
敬辉说：“我们将多措并举抓好秋粮政
策性收储、市场化收购及购销市场调
控，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保
障种粮农民收益。”

当前，秋冬种进展总体顺利，播种
进度同比略快。“秋冬种是用肥高峰
期。”潘文博介绍，农业农村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化肥保供稳价工作
机制作用，保障农业生产用肥需要。

“菜篮子”产品供给方面，突出表
现为数量足、质量好、品种多。生猪产
能有序调控，9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量4062万头，生猪养殖业稳步发展。
肉蛋奶生产稳定，前三季度猪牛羊禽
肉产量7044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国内水产品产量增长4.5%。蔬
菜水果品类丰富、供给充足。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超
六成监测对象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
效。”张兴旺介绍，前三季度，农产品加
工业效益改善，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
展，乡村旅游市场供需两旺。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16740元，扣除价格因
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6.3%；城乡居
民收入之比为2.46，比上年同期缩小
0.05。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一
方面，充分发挥监测帮扶体系作用，落
实精准帮扶措施。截至9月底，有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的25个省
份，超六成监测对象已消除返贫致贫
风险，其余均落实了帮扶措施，守住了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另一方
面，引导信贷资金支持产业发展，累计
新增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414.73亿

元、惠及93.39万脱贫户，全国脱贫人
口务工就业规模达3301.6万人。加快
改善脱贫地区发展和生活条件，用好
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机制，重点区域
帮扶成效明显。

前三季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取得积极进展。农村人居环境持续
改善，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75%左右，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
行政村比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

将建立农业科技企业库，进一步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前三季度，农业科技装备水平持
续提升。农业农村部大力培育壮大种
业领军企业，进一步摸清了农作物、畜
禽和渔业种质资源家底，保护利用体
系逐步健全。加快实施农业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选育出一批高油高产大豆
等生产急需品种。农机装备补短板行
动取得新突破。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
代化。”张兴旺表示，进一步增强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能
力，很大程度上也要靠科技创新。

如何发挥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
用？主要通过支持企业参与国家重大
科技任务、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积极营造助力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等。“十四五”以来，在农业生物育种重
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重大科
技项目中，过半参与主体是企业。全
国已成立15家由企业牵头的农业科
技创新联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各
类载体平台已集聚全国2700多家涉
农高新技术企业。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建立农业
科技企业库，针对性支持农业领域里
创新能力比较强、潜力比较大的科技
型企业，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

“一企一策”闭环式推动解决企业遇到
的实际问题。不断完善科技攻关需求
对接机制，支持企业深度参与重大科
技创新决策，增强企业创新的自主性
和驱动力。 （人民日报）

农业农村发展稳中向好、稳中提质

粮 食 产 量 有 望 迈 上 新 台 阶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10月确定
为乳腺癌防治月。乳腺癌是全球高发
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居女性恶性肿
瘤首位，被称为“红颜杀手”。

乳腺癌有哪些高危因素，能否针
对性预防？女性如何进行定期自我检
查，有哪些筛查建议？记者连线北京
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解答广大女
性的疑问。

一问：什么是乳腺癌，危害几何？
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

孙强：乳腺癌是指乳腺上皮细胞在多
种致癌因子的作用下，发生增殖失
控。疾病常表现为乳房肿块、乳头溢
液、腋窝淋巴结肿大等症状，晚期可因
癌细胞发生远处转移，出现多器官病
变，直接威胁患者的生命。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最新统计，
2022 年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数为
35.72万例，在女性癌症中仅次于肺
癌，占癌症新发病例数的15.6%。乳
腺癌已成为威胁中国女性健康的最常
见恶性肿瘤之一。

二问：乳腺癌有哪些高危因素，能
否针对性预防？

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周易
冬：乳腺癌相关的危险因素可分为固
有因素和可控因素。固有因素是与生
俱来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乳腺癌家
族史、月经初潮年龄早、绝经年龄晚
等。

而可控因素包括：长期抽烟喝酒、
高动物脂肪饮食、肥胖、睡眠不足、长

期情绪不良等。长期服用含有雌激素
的药物或保健品，也可能增加患病几
率，如长期口服避孕药等。

实现针对性预防，建议做到“固有
因素加强认知，可控因素加强干预”。

当家族中出现多位乳腺癌患者
时，建议尽早开始乳腺定期检查。提
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进一
步降低个体风险，如保持健康体重，坚
持锻炼，避免熬夜，舒缓心理压力，不
抽烟、不酗酒等。这些措施可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发病风险。

三问：女性如何进行定期自我检
查，有哪些筛查建议？

周易冬：乳腺癌的早期发现对治
疗和预后至关重要。就自检而言，建
议最好在月经结束后7至10天自我检
查，用中指和食指的指腹触摸整个乳
房，轻轻地触摸皮肤下的任何肿块或
变化。触诊后可以对照镜子，检查两
个乳房是否有形状或轮廓的任何改
变，包括乳头溢液、凹陷或乳房皮肤是
否凹陷、水肿、发红等。

就筛查而言，建议40岁及以上女
性要每年进行乳腺癌筛查，有高危因
素的人群应提前至35岁甚至更早。

四问：什么是乳腺巨大肿瘤，能手
术切除吗？

孙强：目前对于乳腺巨大肿瘤没
有明确定义，但一般可将“直径5cm”
作为“巨大”的起始门槛，对乳腺外观、
生活质量、社会心理有较大影响。

乳腺巨大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

对于乳腺巨大良性肿瘤，外科手术需
要兼顾完整切除和术后美观。对于乳
腺巨大恶性肿瘤，外科医生需结合查
体及影像学检查，评估判断是否可以
进行手术。如果确为“不可手术”，应
给予新辅助治疗；如果能够争取“可手
术”，应尽量手术完整切除。

需要提醒的是，如发现乳腺出现
肿瘤，要尽早到正规医院就诊，不可听
信偏方，延误治疗，导致肿瘤长大。而
对于已经有乳腺巨大肿瘤的患者，也
不要感到绝望，仍有很大一部分可以
通过手术进行治疗，并通过小切口手
术、乳房再造等达到术后美观的效果。

五问：乳腺癌到底会不会“遗传”？
北京协和医院乳腺癌遗传咨询门

诊副主任医师黄欣：乳腺癌发病机制
十分复杂，遗传因素在其中扮演着相
当关键的角色。众多科学研究表明，
约5%至10%的乳腺癌病例与遗传因
素有着密切联系。

其中，BRCA1和BRCA2这两个
基因的突变，堪称是导致遗传性乳腺
癌的“罪魁祸首”。一旦它们出现“故
障”，即发生突变，癌细胞便有了可乘
之机。

需要注意的是，基因检测具备高
度的复杂性、严肃性，必须在尊重伦理
的前提下进行，正确解读基因检测报
告。基因突变的家系验证要在男女亲
属中同时进行。通过科学的遗传咨询
和生育管理，可以降低患癌风险，保护
下一代的健康。 （新华网）

乳腺癌防治月：你关心的乳腺癌防治问题看这里

10月23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国
家卫生健康委邀请专家介绍“时令节气与健
康”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
司长米锋说，霜降是秋冬气候的转折点，也
是阳气由收到藏的过渡期。秋冬季也是呼
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要注意防寒保
暖，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张
晋说，民间素有“补冬不如补霜降”的说
法。霜降时节，秋燥加了寒凉，此时要注意
保暖，不宜再“秋冻”。在作息上，要早睡早
起。在饮食上，要避免吃生冷的食物，尤其
是凉拌菜。可以多吃一些润燥、温润的食
物。例如，用梨、萝卜、陈皮和生姜一起煮
水，可以温润和胃，润肺化燥。又如，用乌
鸡加上党参、山药、枸杞煮汤，可以补肺补
气、调理脾胃。

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王荃说，秋冬季
节是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支
气管肺炎发病率也会上升。如果孩子得了
支气管肺炎，多数情况下会发烧，以中高热
为主，并伴有频繁咳嗽。一般情况下，病初
主要是干咳，之后可能会有痰，还会出现呼
吸急促，严重时还会出现精神差、口周青紫、
喘憋、呼吸费力等情况。3个月以下的小婴
儿，支气管肺炎症状比较不典型，常常不发
烧或者只是低热，没有明显的咳嗽症状，只
是呼吸急促费力，还可能有嗜睡、烦躁、吃奶
不好、吐奶、呛奶等表现。如果孩子得了支
气管肺炎，建议及时就医，尤其是早产儿和
有基础病的孩子。居家护理一定要遵从医
嘱服药，不要自行随意给孩子停药，或者随
意增减药物剂量。不建议常规给孩子吃镇
咳药物，但是如果咳嗽非常频繁，可以在医
生的指导下吃；还可以通过做雾化、拍背等
方法把痰液排出。

秋冬季节，多种传染病高发，一些地方
诺如病毒感染增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研究员张代涛说，诺如病毒感染是一种
自限性疾病，感染病毒以后，通常以腹泻、腹
痛、呕吐、恶心等症状为主。一般来说，普通
人群感染诺如病毒，病情比较轻，2—3天后
就会好转，但体质较弱的人群容易出现较重
的症状。诺如病毒主要通过摄入被污染的
食品或者水等途径进行传播，个人与家庭预
防感染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保持良好的手卫
生，饭前、便后、加工食物前应当用肥皂和流
水正确规范洗手；注意个人饮食卫生，喝开
水、吃熟食，蔬菜瓜果要彻底洗净；患病以
后，患者要居家休息，至少休息到症状完全
消失后3天，尽量不要与其他家庭成员近距
离接触；做好居家环境的清洁消毒，定期开
窗通风；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规律作
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增强身体对病毒
的抵抗力。学校、幼儿园等人员密集的场
所，要做好居室的日常规范消毒和通风，加
强对人员健康监测，确保感染人员不带病上
班上岗。 （人民日报）

秋冬转换之际，如何守护健康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
▶勿在住宅内充电
▶勿飞线充电
▶严禁电池进楼入户
▶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
▶不擅自改装修理
▶不使用非标产品
▶禁内部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