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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耕作措施有效 试
验田土质、粮食产量双提升

在全国产粮大县吉林省长岭县
部分镇村，秋收后的玉米地里铺着
一层秸秆。“今年收成不错，保护性
耕作发挥了大作用。”种粮大户刘
军说。

长岭县过去常年偏旱，这几年
当地大面积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让当地农民尝到了甜头。玉米地
里，刘军捧起一把秸秆。“有了秸秆，
保墒增肥，土壤风蚀也减少了，玉米
产量更稳了。”他说。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
舱石”。近年来，一些地方黑土地面
临风蚀、水蚀和有机质含量下降
问题。

为实现黑土地可持续利用，东
北正大力推进保护性耕作技术应

用。东北各地不仅出台了相应的补
贴政策，还在适宜地区的乡镇、村屯
依托种粮大户广泛建立示范基地，
鼓励农民推广应用。

“秸秆全部覆盖还田。施肥量
减少了，但玉米产量比过去高了。”
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种
粮大户姜洪才说。

根据专家连续多年的监测，保
护性耕作试验田近 10 年的土壤含
水量增加20%，土壤流失减少80%，
20厘米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近
13%。

经过多年探索，保护性耕作形
成了适合东北不同地域的多种模
式。长春市九台区小荒村种粮大户
潘丙国应用保护性耕作的条耕模式
多年。他说，秸秆基本当年就能全
部腐烂，也没有发现因秸秆还田导
致病虫害增加，“正常年景下，保护
性耕作的优势不明显；一旦遇到大
旱、大风等极端天气，稳产效果就会
显现”。

目前，吉林省建设县乡级高标
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 200 余个，
辽宁省建设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县级
应用基地近80个，黑龙江省在14个
县（市、区）实施整县推进。东北三
省一区保护性耕作应用面积近1亿
亩，其中吉林省推广面积预计达
3800万亩左右，是东北地区推广面
积最大的省份。

能不能享受补贴不看实情

2020年，我国出台《东北黑土地
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
年)》，鼓励增加秸秆覆盖还田比例，
未来该技术要覆盖东北地区70%适
宜耕地。每年涉及数十亿元补贴资
金。但记者在部分粮食主产区走访
了解到，一些地方推广不够，政策落
地不实。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县区存在
没有秸秆覆盖仍享受补贴的情况。

秋收前，记者在吉林中部地区
部分镇村走访发现，很多保护性耕
作地块看不到秸秆覆盖。

有的种粮大户为增加收入，将
秸秆打包卖给生物质电厂。一名种
粮大户告诉记者，每年秋收后，有专
门的经营人员以每公顷200元将玉
米秸秆全部打包离田，卖给生物质
电厂。虽然并没有做到秸秆还田，
但农户仍拿到每公顷 600 元左右
补贴。

另外还有农民按照习惯把秸秆
焚烧掉，然后直接免耕播种。一名
种粮大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
将秸秆全部还田，采用条耕模式，每
公顷玉米地耕作成本在 1000 元左
右；如果焚烧秸秆，每公顷玉米地耕
作成本仅500元左右。

记者在吉林省中部多个产粮大
县走访发现，没有秸秆覆盖也享受
补贴的现象不是个例，不少适宜保
护性耕作应用的村屯开展整村秸秆
离田或是秸秆焚烧。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
学院院长李保国说，如果没有秸秆
覆盖地表，保护性耕作就没有意
义；至少要覆盖 30%以上的秸秆
量 ，才 能 减 少 大 部 分 土 壤 风 蚀
水蚀。

记者调查发现，各地政策落地
精细化程度差异大。有的县市实行
差异化补贴，秸秆覆盖量越多，补贴
越高；但有的县市，不管秸秆覆盖多
少，都按统一标准给予补贴，致使农
户秸秆覆盖还田的意愿不强。

“能不能享受补贴不看实际情
况，只看是不是用了免耕播种机。”
一名种粮大户说。

严格监督 加强科普

一些基层干部、专家表示，补贴
保护性耕作政策落实“走样”有多方
面原因。

一方面，秸秆覆盖率统计不精

准。吉林省基层农机部门一名干部
向记者展示保护性耕作监测平台
上的相关统计数据，平台显示具体
每台免耕播种机的作业地块和行
走轨迹，并配有实时抓拍的图片。
但农机干部说，一些播种机拍摄的
图片清晰度不够高，计算机识别秸
秆覆盖量有误差，而且缺少人工
查验。

另一方面，为完成推广任务，一
些地方将任务落实简单化。东北黑
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联盟副秘
书长李社潮说，有地方干部认为，按
照单一补贴标准验收工作量小，而
且有助于完成国家下达的推广任
务。同时，一些干部因担心保护性
耕作会增加秸秆焚烧风险从而担
责，对秸秆离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一定程度阻碍了秸秆覆盖还田的
推广。

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成
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
态研究所研究员关义新说，保护性
耕作的推广质量关系到黑土地的可
持续利用，要积极落实政策，把钱花
在“刀刃”上。

基层干部建议，要进一步严格
监督验收机制，对秸秆打包离田、焚
烧等情况加强有效监测。专家建
议，将计算机监测与基层的人工核
验相结合，依据秸秆覆盖量和耕作
成本等指标综合评定补贴标准，有
效激励农户。

关义新等专家还建议，要进一
步做好保护性耕作的科普宣传工
作。要通过媒体、基层组织和种
田大户等，积极宣传保护性耕作
的效果，以看得见、摸得着、学得
会的鲜活事例，让老百姓看到增
产增收的实惠。同时，要强化技
术培训和推广应用，使保护性耕
作成为东北适宜地区的主流耕作
制度。

（新华社长春10月16日电）

秸秆还不还田都领补贴……

警惕东北黑土地保护政策落地打折扣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薛钦峰

2027年空间科学研究水平整体
跃升；2035年重点方向跻身国际前
列；2050 年重要领域国际领先，成
为世界空间科学强国。

10 月 15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
会上，中国科学院、国家航天局、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发布了
《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4—2050 年）》，提出我国空间
科学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

为什么要制定这一规划？
“空间科学是航天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探索宇宙奥秘、拓展人
类认知边界的同时，也有力带动空
间技术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丁赤飚说，近年来，我国空间科学进
入创新发展的“快车道”，但与世界
航天强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为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
间应用全面发展，我国凝聚全国空

间科学领域专家学者智慧，历时 2
年多，编制了《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
发展规划（2024—2050 年）》，相关
领域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规
划编制。

“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空间科学
中长期发展规划，将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我国开展空间科学研究
的依据，有助于进一步统筹国内相
关科研力量、凝练部署重大科技任
务、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从而使我国
在有基础、有优势的领域尽早取得
世界级重大科学成果。”丁赤飚说。

规划部署了哪些空间科学研究
内容？

丁赤飚介绍，规划提出了我国
拟突破的“极端宇宙”“时空涟漪”

“日地全景”“宜居行星”“太空格物”
5 大科学主题和 17 个优先发展
方向。

“极端宇宙”主要是探索宇宙的
起源与演化，揭示极端宇宙条件下
的物理规律。

“时空涟漪”主要是探测中低频
引力波、原初引力波，揭示引力与时
空本质。

“日地全景”主要是探索地球、
太阳和日球层，揭示日地复杂系统、
太阳与太阳系整体联系的物理过程
与规律。

“宜居行星”主要是探索太阳系
天体和系外行星的宜居性，开展地
外生命探寻。

“太空格物”主要是揭示太空条
件下的物质运动和生命活动规律，
深化对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等基
础物理的认知。

规划还形成了我国空间科学中
长期发展路线图。

至 2027 年，运营中国空间站，

实施载人月球探测、探月工程四期
与行星探测工程，论证立项5至8项
空间科学卫星任务。

2028年至2035年，继续运营中
国空间站、实施载人月球探测，论证
实施国际月球科研站等科学任务，
论证实施约 15 项空间科学卫星
任务。

2036 年至 2050 年，论证实施
30余项空间科学任务，重要领域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

“空间科学是航天国际合作的
主渠道，和平利用外空关乎全人
类 的 福 祉 ，是 全 人 类 共 同 的 事
业。”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主任王赤院士说，我们将深入
推动多种形式的空间科学国际合
作交流，让空间科技成果更好更多
地造福人类。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三步走！我国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出炉
新华社记者 张泉 宋晨

新华社天津10月16日电（记者
周润健）今年最值得期待的彗星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本月12
日抵达近地点。在过近地点后的这
几天，这颗彗星一天比一天精彩，持
续引发观测热潮。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国际编
号 C/2023 A3），于 2023 年 1 月 9
日被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近地
天体望远镜首次观测到，是一颗带
有黄色彗尾的彗星。

星联CSVA联合发起人蒋晨明
介绍，今年9月28日，紫金山-阿特
拉斯彗星过近日点；10月 12日，过
近地点。在过近日点前后的一段时
间，这颗彗星出现在早上的东方低
空；经过近地点后的几天，它出现在
日落后的西方低空。这期间，很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爱好者拍到过
这颗彗星。从公布的照片看，这颗
彗星的彗核和彗尾清晰可见。

相较于近日点，在过近地点后，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更便于人们
观测，一是观测时段比较友好，不用
早起；二是距离地球较近，彗星亮度
较适宜观测。

“从世界各地星空摄影师反馈
的情况来看，过近地点后的这几天，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的表现一天
比一天好，又大又亮，多地已能肉眼

可见。”蒋晨明说。
彗星虽然数量众多，但真正亮到

肉眼可见的彗星非常罕见，上一颗令
人印象深刻的肉眼可见彗星是2020
年的新智彗星。“就亮度、可观测时长
来说，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的综合
表现目前虽然不如新智彗星，但仍然
十分值得观测。”蒋晨明说。

为了让更多公众一睹紫金山-
阿特拉斯彗星的风采，连日来，中国
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院
新疆天文台、北京天文馆等均对这
颗彗星进行了直播，实时传回的彗
星观测画面，激发了很多人对彗星
乃至天文领域的浓厚兴趣。

从过近地点后一直到 10 月下
旬，都可以对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
进行观测和拍摄。

如何在茫茫天宇找到这位“天
外来客”的身影？蒋晨明说，最近一
段时间，日落后不久，这颗彗星都会
准时出现在西方偏南的夜空。时间
越往后，这颗彗星的移动方向越靠
南，地平高度也会越来越高，但同时
亮度也会变差。如果天气晴好，感
兴趣的公众可以择机寻找一处无灯
光影响且视野开阔的场所，用肉眼
或借助相机、双筒望远镜、小型天文
望远镜耐心地寻找，就有机会发现
它的身影。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

持 续 引 发 观 测 热 潮

正值东北黑土地秋收
时节，收割后的玉米地铺满
了金黄的秸秆。

把秸秆留在田里，到来
年春耕时，农民直接用免耕
播种机播种。这种秸秆覆
盖还田、免（少）耕播种的
耕作方式，被称为保护性耕
作，能够有效减轻黑土耕地
风蚀水蚀、增加肥力保墒抗
旱。当前，国家每年花数十
亿元补贴资金推广保护性
耕作。

然而“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一些地方落实政
策“走样”，秸秆还田补贴

“打水漂”，使黑土地保护
成效打折扣。

多家技工院校负责人告诉
记者，技工院校按照职业标准
设计课程体系，学生学完一门
课，基本可以掌握一项技能，学
完一个专业，基本就能胜任岗
位需要。因此，许多院校招生
即招工、进校即入企，学生还没
毕业就已被预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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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年一度的“双 11”网购促销季，消费者
面对海量的促销商品，有必要货比三家、综合考
察。随着“种草”“真实体验”等概念兴起，一大批

“第三方测评”网络账号走俏，吸引不少消费者购物
时将其作为决策参考。中消协 16 日发布消费提
示，“第三方测评”可以提供参考，也可能因“跑偏”

“变味”而误导消费者，应理性看待互联网促销活动
和商品测评类营销信息。

关注“第三方测评”主体口碑信用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三方测评”通常是
指未取得国家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及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组织或者个人，宣称通过自身
测试、测验、体验或引用对比专业检测结果、分析调
研数据、表达主观使用感受等方式，对商品的质量、
功能、设计、成分、服务、性价比等方面进行横向或
纵向比较，并将结果通过自媒体以图文、视频或直
播的形式进行发布推广。

一些“第三方测评”账号主体的口碑信用不佳，
不同平台的博主对于同一款商品可能有着不同的感
官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同一博主在不同时
期测评同类型相关产品时也有可能得出不一样的
结论。

还有一些“第三方测评”账号发布的信息并非原
创，均为网络搬运或复制杂糅相关信息整合而成，
可信度和科学性有待商榷。大量发布作品的“第三
方测评”账号背后，许多是不能承担责任的自然人，
让轻信“第三方测评”的消费者在情感上受挫，在消
费维权上也面临难题。

因此，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
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
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
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
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
投诉举报，依法主张自身权益。

留意宣称测评方法

“第三方测评”信息吸引网友关注的原因之一是其基于普通消费者真实
感受和视角，利用更加多元、细致、专业的测试、测验、体验等方式，向公众多
维度展示或推荐不同品牌、系列的商品和服务信息，承担“试错成本”，为消
费者提供决策参考。

然而，一些“第三方测评”账号披露的测评过程全靠主观评价，缺乏科
学的测评方法，无法提供真实可信的实验凭证；一些博主、主播的点评话
术充斥着“必入”“智商税”“谁买谁后悔”“错过等一年”等词句，看似情真
意切，其实套路深沉，不仅误导消费者，有些还涉嫌不正当竞争或商业
诋毁。

消费者在浏览有关“第三方测评”信息和推荐产品时，要留意查验有关
测评项目是否合理，测评信息或数据来源标注是否清晰，相关数据结论有无
常识性错误或逻辑谬误，还可以翻阅查验该账号作者往期成果、点赞情况和
网友评论留言，综合比较信息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警惕以科普分享为名行营销带货之实

针对某些主播、博主推出的各类“测评红黑榜”“必备好物清单”“避雷清
单”等，应当多平台、多渠道进行比较，客观理性看待各类测评榜单和测评
内容。

针对“第三方测评”主播、博主提供的引流优惠信息，特别是所谓“无脑
购入”“家人们放心冲”等具有强烈情绪和引导性质的标题、口号时，消费者
更应保持清醒。

2023年5月起施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的情形外，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
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
显著标明“广告”。

部分“第三方测评”账号没有把握好公正客观和经营盈利的关系，为了
商业利益变身流量代言人，以科普分享为名行营销带货之实，涉嫌侵犯消
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还有少数博主、主播和经营者偷换检验检测指
标项目概念或虚假展示检验检测报告，更有甚者直接伪造虚假检验检测报
告，推销涉嫌价高质次的仿冒、伪劣商品，一经查实均须承担相应法律
后果。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营者以商业宣传、产品推荐、实物
展示或者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对商品或者服务
的数量、质量、价格、售后服务、责任承担等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购买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履行其所承诺的内容。

中消协敦促各“第三方测评”营销主体，恪守公平诚信原则，为消费者呈
现真实、有效、可信的消费参考信息。建议有关网购平台进一步完善检验检
测报告适用和查验规则，让广大消费者放心消费，提振消费信心。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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