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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院农科东大道。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东门
进入，远远就能看到一栋现代化的白色建
筑。正面墙上，由“禾”与“重”组成的篆刻字

“种”格外醒目。
这里是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也是守

护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诺亚方舟”———
如同有了一些特定野生稻基因的留存，

人类才能成功创制出超级杂交稻，很多种质
资源蕴藏着潜在可利用基因，是人类的宝贵
财富。但由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很多种
质资源在野外面临着灭绝危机。将这些种质
资源收集起来并进行科学保存，能延长它们
的寿命，并在不断进步的科技加持下，打开
未来无限可能的空间。

2021年7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
案》，种质资源保护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当前种业振兴行动已迈入第5个年头。作
为种业振兴的基础工作，我国新保存了哪些
重要种质资源？应用了哪些新技术，种质资
源保存效果如何？近日，记者来到国家农作
物种质资源库，一探究竟。

走进5层楼高的种质库，一间间宽敞明亮
的库房里整齐摆放着已经贴上二维码、条形
码的种子瓶，试管苗容器，液氮罐。

“在这里，每个种类的种子都有自己的身
份信息。”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人员张金梅
介绍说，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建立了第
一座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但设计容量只
有40万份，且现代化水平较低。为了更好地
实现种质资源的长期战略保存，国家在2021
年建成了这座新库，总保存规模能达到150
万份。

新库里不仅继续保存原有的种质资源，
最新的种质资源也在源源不断地保存进来。
我国于2021年启动的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摸清了农业资源

“家底”的同时，也新收集到了一批优异、珍
稀、特色资源。

比如，来自西藏日喀则市岗巴县海拔
4750米的青稞，是世界上已知种植海拔最高
的青稞品种，具有耐瘠薄、耐冷凉、抗旱性强
的特点，对培育绿色新品种意义重大。

山西翼城县农民自留的稀有爆裂玉米品
种“珍珠玉米”，籽粒钙含量高，爆花率达99%
以上，用于改良我国爆裂玉米品种，推广后
有望改变我国用于爆米花的玉米品种多数来
源于进口的格局。

“这些新收集到的‘宝贝们’正在陆续入
库中。”张金梅告诉记者，种子录进种质库
前，还需要经过分类学鉴定、查重去重、质量

检测等环节。与以前相比，新库应用了更加
现代、科学的技术。

为了确保种子入库的初始质量，入库前
会对种子进行质量检测。以前多是由工作人
员肉眼或显微镜观察种子表面来检测，现在
则采用CT扫描检查种子的完整度、饱满度，
还应用了电子传感器和光谱等无损检测技
术，不仅效率更高，也减少了种子发芽检测
对种子的消耗。

在保存能力上，新库新增了试管苗库、超
低温库和DNA库。张金梅解释说，有一些作
物不能产生种子或种子不能耐受低温低湿的
保存条件，就可以用超低温库和试管苗库保
存作物的茎尖、休眠芽、花粉等组织材料。

“现在我们有条件为种子量身定制更加科学
的保存方案。”她说。

穿过质量检测室、种质库房，来到了自动
控制台。记者从大屏幕上看到，灵活敏捷的
机械臂将装好种子、贴上标签的瓶子送至传
送带，由传送带送到传送区后，上方的“蜘蛛
手”就会自动抓取瓶子，放到种质箱内。之
后，堆垛机会按照工作人员通过电脑系统下
达的指令，将一个个箱子放到立体架上。

“以前工作人员需要穿着棉衣在零下18
摄氏度的低温库里登高爬梯存取这些种子，
现在我们的立体架从以前的3、4米调高到了

10多米，统一由机器处理，不仅库房可利用
空间更大，也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
率。”张金梅表示。

更大的库容、更丰富的保存内容、更科学
的保存技术，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是一扇
窗口，展示出我国种质资源保护系统的日益
完善。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了解到，

通过科学规划、统筹布局，我国正在加速建
立健全国家农作物、畜禽和水产养殖种质资
源保护体系，同时加快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
和改良创制，真正搞清楚资源的特征特性和
利用价值，更好服务育种创新。

目前国家保存资源的基因型、表型鉴定
比例分别超过60%和30%，由此产生的海量鉴
定数据可为未来AI智慧育种提供基础支撑。
正在建设的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信息化平台
将于年内上线运行，加快资源有序共享交流。

除了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建成运行以
外，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也投入运
行，世界单体最大的国家畜禽种质资源库主
体工程也在加紧建设。

随着一艘艘“诺亚方舟”建成并有序运
转，我国种质资源得到更好保护，也不断种
下更加美好的希望之种。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10日从
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根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
至7月9日，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比
2024年达到千亿件提前35天。

据了解，今年第1000亿件快递为一台从广东中山发
往江苏常州的“以旧换新”家用空调。

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连续5年突破1000亿件。国家邮
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千亿件的更快诞生，凸显了
我国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电商渗透率持续攀升。快
递“规模经济”效应继续放大，对产业拉动和经济带动能
力不断提升。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力实施扩内需、促消费政策，

对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进行品类扩围。
这名负责人表示，为更好促进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显

效，邮政快递业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数
百万从业人员共同努力，不断优化用户体验，将为降低
社会物流成本、推动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潘洁 胡璐）国家统
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
本稳定，单产持平，夏粮总产量14973 . 8万吨（2994 . 8亿
斤），其中小麦产量13816 . 0万吨（2763 . 2亿斤），全国夏
粮实现稳产丰收。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年减少
3 . 1亿斤，下降0 . 1%；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 . 99亿亩，比上
年减少52 . 0万亩，下降0 . 1%，保持基本稳定；全国夏粮
单产375 . 6公斤/亩，比上年增加0 . 1公斤/亩，基本持平。

分地区看，主产区中山东、河北、四川分别增产4 . 1
亿斤、3 . 6亿斤和2 . 2亿斤，河南、陕西受旱情影响分别减
产7 . 1亿斤和2 . 9亿斤，新疆受种植结构调整影响减产
4 . 0亿斤。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魏锋华说，今年全国
夏粮虽略有减产，但减产幅度很小，总体保持稳定。

魏锋华介绍，今年，河南、陕西等主产区发生了较重
旱情，对夏粮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受旱地区积极引水调
水，全力抗旱浇麦，大部农田实现了有效灌溉，有力减轻
了旱情影响，特别是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抗旱减灾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其他灾害偏轻发生、深入推进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等，也是今年夏粮单产在受旱情影
响下能够持平的主要原因。

“2025年我国夏粮实现稳产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
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魏锋华说。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唐诗凝）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汽车
产销量首次双超1500万辆，均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汽
车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1562 . 1万辆和1565 . 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
别为696 . 8万辆和693 . 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1 . 4%和
40 . 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4 . 3%。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带动内需市场明显改善，
对汽车整体增长起到重要支撑作用。1至6月，汽车国内
销量达到1257万辆，同比增长11 . 7%。6月单月，汽车国
内销量环比同比双增。

值得一提的是，6月单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
乘用车国内销量比例超过二分之一，新能源商用车国内
销量占商用车国内销量比例达到四分之一。

汽车出口继续保持增长。1至6月，汽车出口308 . 3万
辆，同比增长10 . 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迅速，达
到106万辆，同比增长75 . 2%。

“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叠加企
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等，将有助于拉动汽车消费持续增
长。”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说，接下来需进一步规范
市场竞争秩序，加强行业自律，强化政策引领与监督，助
力行业健康平稳运行。

暑假来临，孩子们喜迎假期，或游
览祖国河山，或参与体育锻炼。然而，
补习班登场、电子屏诱惑、作息不规
律……假期也可能成为视力滑坡的“危
险时段”。

孩子的光明未来，离不开明亮双
眸。呵护好孩子的视力是家庭、社会共
同关注的大事。假期如何“护眼”？怎
样保管好宝贵的“视力存款”？记者采
访了医学专家。

——— 暑假宜更新视觉档案，查看孩
子视力“存款”。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1 . 9%。近年来，尽管我国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呈下降趋势，但近视早发、
高发态势仍然存在，“小眼镜”防治面临
不小挑战。

“ 远视储 备是宝 贵的‘视力 存
款’，一旦过度消耗或近视发生，科学
干预刻不容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
科主任医师张钰建议，暑假是进行系统
检查，更新儿童视力“晴雨表”的好时
机。
什么是“视力存款”？
张钰解释，新生儿眼球较小、眼轴

较短，双眼处于远视状态。随着生长发
育，远视度数逐渐降低。此时的远视是
一种“储备”，可理解为“对抗”视力
发展为近视的“缓冲区”。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儿童到12岁后
才由远视眼发育成正视眼。”她说。

“两个月前，女儿自述有些看不清
黑板。”前来就诊的周女士表示，当时
就担心四年级的女儿视力下降。考虑到
远视储备度数需散瞳测量，选择等到时

间充足的暑假前来检查。
张钰表示，无论孩子是否近视，定

期进行专业检查，建立视觉健康档案是
守护视力的基石。

据悉，视觉健康档案主要包含3项关
键指标，包括远视储备、近视度数和眼
轴长度。其中，远视储备是预测孩子近
视风险的核心指标。即使视力正常，若
远视储备低于同等年龄水平下限，表明
近视风险增加。

— —— 四 招 帮助孩 子 们 “ 看得更
清”。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健康涉及全
生命期。怎样才能帮助孩子们“看得
清”，近视度数“长得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
中心视光部主任倪海龙建议，假期期间
家长们帮助孩子预防近视，要做好四方
面工作。

在学习及阅读用眼方面，要注意劳逸
结合、端正阅读姿势、改善光照环境。同
时，遵循“20-20-20”护眼法则，即近距离
持续用眼20分钟，需抬头眺望20英尺（约
6米）外远方20秒以上。

在户外活动方面，应坚持在有阳光
时进行每天2小时，每周14小时的户外活
动。“最安全有效的近视预防手段莫过
于户外活动，户外光照是近视防控的核
心。”倪海龙说。

在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方面，建议3
岁以下宝宝尽量不要接触电子产品，学
龄前及低年级阶段儿童每天使用电子产
品不要超过1小时，每次不超过20分钟。

最后，要保持合理饮食和充足睡
眠。儿童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饮食均
衡和保持充足的睡眠对眼健康也很重

要。
对 于 专家提到的“ 改 善 光 照 环

境”，有无可参照的科学标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近视防治

指南（2024年版）》明确，读写应在采
光良好、照明充足的环境中进行，桌面
的平均照度值不应低于 3 0 0勒克斯
(lux)。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
求》对灯具色温、显色指数、视网膜蓝
光危害等多项指标提出要求。家长们在
选购灯具时，可优先参照国家出台的相
关标准。

——— 警惕“逆转近视”类服务与产
品。

“才半年时间，又加深了150度！”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近视度数
啊？”进入7月，张钰的诊室里就诊量有
所增加，家长们抛出各类咨询问题。

“有商家宣称能将近视完全恢复的
产品，大家需要谨慎。”张钰表示，真
性近视是不可逆转的，这是专家们目前
对近视的共识。

2021年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展
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违规宣传
专项整治，强调“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
下，近视不能治愈”，禁止使用“近视
治愈”“度数修复”等误导性广告表
述。

倪海龙说，即使是经过科学认证的
防控技术手段，如特殊光学眼镜、OK
镜、滴眼液等，也需要专业医疗机构评
估、严格定期复查、个性化调整，才能
保障安全有效使用。家长一定要选择专
业正规的医疗机构，选择适合自己孩子
的视力保护方式。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新华社北京 7月 1 0日电
（记者 李恒 董瑞丰）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10日公布

《86个罕见病病种诊疗指南
（2025年版）》。

2023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第二批罕
见病目录》，纳入包括软骨发育
不全、获得性血友病等86种罕
见病。为进一步提高罕见病诊
疗规范化水平，保障医疗质量
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对

《第二批罕见病目录》中的86个
病种分别制定了诊疗指南。
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

长李林康指出，诊疗指南对86
个罕见病病种的临床表现、诊
断方法、医疗干预等提出明确
指导，体现了健康中国建设对
个体健康全生命周期关怀的
时代要求，对罕见病的早筛早
治有重要指导意义。

记者在诊疗指南中看到，
软骨发育不全（ACH）是一种导致非匀称性身材矮
小的遗传性疾病。其典型的临床表现为四肢长骨近
端短缩、大头畸形、三叉戟手以及特殊面容（前额突
出、面中部发育不良呈现后凹和鼻梁塌陷）。临床诊
断主要基于疾病表现和影像学特点。目前ACH在国
外仅有一款获批的对因治疗药物，国内尚无特效药
物正式获批，治疗策略主要是针对症状及并发症给
予相应处理。对于临床确诊为ACH的患儿，定期随
访和系统评估至关重要，了解其生长发育状况及并
发症，以便多学科合作及时进行医疗干预。

近年来，国家对罕见病诊疗高度重视，2018年
发布《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纳入121种罕见病，并配
套出台诊疗指南。同年成立中国罕见病联盟，推动
多方协作。

数据显示，我国罕见病患者约2000万人，每年
新增患者超20万人。202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新增13种罕见病用药。
近年来，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戈谢病、重症肌
无力等罕见病治疗用药相继被纳入目录……目前，
已有90余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大幅减轻患者负担。

守护农业“芯片”！走进种子“诺亚方舟”
新华社记者 胡璐 古一平 韩佳诺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周圆 黄韬铭）记者
10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
室日前印发紧急通知，部署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
全管理，其中，明确对发生施工工地群死群伤的各类灾
害事故一律提级调查。

据悉，近年来，四川凉山、贵州毕节等地施工工地遭
遇洪涝地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近期，河南南阳、
甘肃白银等地发生局地暴雨洪涝造成野外建设工程施
工人员群死群伤事件。这暴露出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
风险意识淡薄、防汛责任不落实、预警“叫应”不到位、转
移避险不及时甚至“假应答”“假转移”等突出问题，教训
十分深刻。

通知提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汛救灾面临的严峻复
杂形势，充分认识做好施工工地安全防范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必须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相关部门要把本行
业领域建设施工工程防汛救灾工作纳入安全监管范围，
各省市特别是县级层面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各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要健全企业内部从上到下直至项目部、施
工班组的防汛责任制。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各
地要立即组织开展一次野外施工工程汛期安全隐患大
检查。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叫应”，要明确属地相关
部门与工地营地防汛责任人之间监测预警信息传递方
式，建设、施工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实时接收雨情水情
预警等信息。

通知要求，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对
不落实汛期施工安全责任、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
依规严肃追究建设和施工企业、主管部门及相关责任人
责任。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紧盯重点区域和
薄弱环节，提前备足应急队伍、装备、物资，在高风险工
程项目单位配备必要防汛抢险物资和应急通信装备。

此外，通知还对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多方协调联动、
转移避险、编制应急预案和加强实战演练等提出要求。

假期护眼正当时！“视力存款”保管好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黄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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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的钓源古村游览（7月9日摄）。
拥有1100余年历史的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钓源古村，始建于唐代，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后裔聚居地。
2021年起，当地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对古村进行整体文旅开发，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品质，推动“项目化运营”向“系统化经经营”转变，打造“吃、住、行、

游、购、娱”一体化体系。通过房屋流转、就业安置、村企合作等机制鼓励村民融入产业链，构建“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模式，将“千年古村”转型为
“网红村”。
2024年，钓源古村游客量达59 . 14万人次，营收1800万元，带动周边村民110余人就业创业，户均增收超4万元。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事关汛期施工安全，

国家防减救灾办作出部署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稳产丰收

活力足！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

首次双超1500万辆

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突破1000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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