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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中国已与140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
件；雅万高铁、匈塞铁路、蒙内铁路、
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等一大批项
目扎实推进，“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中国与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额累计超
过9.2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
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300亿美元；
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
等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建设拓展资
金渠道……

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
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
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 2.8%至
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
球收入增加0.7%至2.9%。

命运与共，携手并肩开
创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相互支持，缔结起团
结抗疫、共同发展的命运纽带。

当海运受阻、飞机停飞之时，中
欧班列“逆流而上”，成为全球抗疫合
作重要的“生命线”，为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累计运送
防疫物资1232万件、9.6 万吨，畅通

“生命运输线”，把口罩、防护服等急
需防疫物资送往欧洲。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类社会面临
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
平赤字有增无减，实现普遍安全、促
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人类
社会应该向何处去？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
不断迈进”，这是坚定而明确的中国
方案，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无疑
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实践平台。

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
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
绸之路”……2016年 6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
院发表的演讲鼓舞人心。

“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
系”“建设更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
系”“建设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
系”“建设更紧密的开放包容伙伴关
系”……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
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为各
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指明方向。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一带一
路”展现了一个迥异于西方、眼界开
阔的“新世界观”。

“‘一带一路’已从中国倡议变成
了全球共识。”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戴永红说，当前，世界经济复
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为促进全球和平合作、
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了重要路径，响应了各方关切，也体
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新华社马卓言）

随着世界最大的社保网在我
国建成，如何享受便捷的社保服务
成为千家万户关注的一个话题。

近三年来，人社部门走基层、
查堵点、简程序，大力加强信息化
建设和服务便利化，一批过去要

“跑断腿”“磨破嘴”的事情得以便
捷办、快速办，一张全球最大社会
保障网正不断织密兜牢。

◆ 43项业务实现全
国“一网通办”

将3个不同工作地的社保转
入新就业地，总共需要转几次？这
个曾经让石先生头疼的问题，有
了不同答案。

石先生曾经在江苏靖江市、
江阴市和无锡市参加过社保，今
年在上海找到新工作后，他想将
社保全部转移。按照原有规定，石
先生需要跑回三地分别开具参保
缴费凭证，不仅手续繁杂，精力和
时间的花费也难以想象。

2021年，国家开通了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网上申请服
务，江苏省上线了人社一体化信
息平台。对于石先生这样的跨省

业务，只需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在线提交一次申请，
一次不用跑就可成功办理。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的指导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
痛点、难点，明确了 140 项需在
2022 年年底前实现的“跨省通
办”服务。其中，由人社部牵头落
实33项。

“目前这33项已开通19项，
包括失业登记、社保个人权益记
录查询、养老保险转移接续、领取
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电子社保
卡申领、就业创业证查验等。”人
社部信息中心主任翟燕立说。

据翟燕立介绍，为进一步方
便企业和个人，目前人社部共推
出了43项全国“一网通办”业务，
通过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国
家 社 保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掌 上
12333APP和小程序、电子社保卡
APP和小程序等提供服务。

◆ 65%的人社领域
证明材料被取消

“本来挺担心，结果当场就办

好并拿到丧葬费和抚恤金。”回忆
起今年7月的办事经历，四川雅
安市的张女士颇为感慨。

由于张女士和父亲不在同一
户口本上，也没有证明父女关系
的材料，她一度担心无法申领父
亲的养老保险死亡待遇。人社部
门推出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让她得以顺利办理。

同样深有感触的还有河北的
陈先生。“我考过两次一级建造
师。第一次报名要现场交学历、社
保、职务聘书、工作单位等六、七
项证明，排了近两个小时队才报
上。第二次直接上网填一个基本
信息，几分钟就搞定了。”

高效的办理，来源于曾经的
“堵点”。

企业从开业到注销，百姓从
出生到去世、从考试到住院报销，
人社服务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但过去办理业务时往往需要
提交各种证明，导致群众“多个机
构跑”，事情很难办。

从 2019 年起，人社部门用
“承诺”替代“证明”，推动证明材
料“能减尽减”，分3批次取消了
125件次证明材料，取消证明材料

数量比例达65%。据人社部统计，
仅人事考试领域就有2000多万
人受益，减少证明材料 6000 多
万份。

“现在通过公安部人口信息
库、教育部学信网等数据平台
核验报考人员的信息，审核更
加精准高效，极大地压缩了造
假空间。”江苏省人事考试中心
主任朱波说，这也倒逼我们政
府服务部门运用信息一体化、
数据共享来提高工作效率和
质量。

◆ 社保卡加载95项
人社服务功能

在为材料、手续做“减法”的
同时，近两年我国不断为社保卡
功能做“加法”，以其为载体建立
居民服务“一卡通”,让广大持卡
人享受更多生活便利。

今年 7月，从浙江杭州来到
上海出差的刘女士因身体不适，
前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
诊。直接使用浙江的社保卡就能
进行结算，可少支付 31 元的挂
号费。

小小社保卡，连接大民生。从
异地就医到就业创业证查询，从
社保转移网上申请到养老金测
算，从待遇资格认证到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社保卡经历了多次

“升级”“改造”，已经涵盖了95项
人社领域的服务功能。

在江苏常州，新一代社保卡
不仅可以实现省内交通出行“同
城待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300多个城市的地铁、公交上也都
可以刷卡使用。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1 月末，我国社保卡持卡人数
13.51亿，覆盖95.7%的人口。社保
卡正在逐步成为群众享受政府公
共服务的身份凭证和支付结算工
具。截至目前，电子社保卡申领达
5亿人，今年以来为群众提供服务
92.7亿人次。

据翟燕立介绍，下一步除了
持续推动社保卡在就业创业、社
会保险、人才人事、劳动关系等领
域全面应用外，还将鼓励各地积
极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
验等方面，推进65项其他民生保
障领域“一卡通”。

（新华社叶昊鸣姜琳）

从“跑断腿”“磨破嘴”到便捷办、快速办

社保服务的这些新变化你知道吗？

橙色，是“柑橘院士”邓秀新
心中最美的颜色。他毕其一生经
营、培育这动人的色彩。

中 国 橙

四季美 品质佳

冬日时节，在位于北京市北
二环外的中国工程院办公室，邓
秀新院士和笔者聊起了现在国
内四季可见的柑橘类水果：果冻
橙、褚橙、脐橙、砂糖橘、蜜橘、
丑橘……

20 年 前 ，中 国 即 将 加 入
WTO时，不少人担忧国产柑橘
的前景，因为当时国外柑橘产能
优势明显。怎么办？邓秀新和团
队经过多年攻坚，依靠自主培育
和引进示范推广优良品种，成功
破解了难题——

产量和出口显著增加。如
今，我国每年柑橘产量由 1000
万吨增长到5000多万吨，出口
由20多万吨增加到120余万吨。
很多南方山区、库区和革命老区
依靠柑橘产业脱贫致富。

形成了“两纵三横”的优势
产业带。“两纵”：以中熟的宽皮
橘为主的鄂西湘西柑橘带；以宽
皮橘和柚子为主的浙闽粤东柑
橘带。“三横”：以晚熟柑橘为主
的长江上中游柑橘带；以脐橙为

主的赣南、湘南和桂北柑橘带；
以早熟和晚熟的宽皮橘为主的
西江流域柑橘带。

四季均有鲜果上市。柑橘由
原来的9月至次年1月上市，延伸
为7月底到第二年的6月上市。

种类多、品质好。目前我国
栽培面积万亩以上的品种近70
个，涉及柑、橘、橙、柚、金柑、柠
檬等多种类型。通过品种更新换
代、完熟采收、留树保鲜、覆膜晚
采、交替结果，以及完善采后保
鲜技术及分选包装等技术，品质
显著提升。

……

小 果 实

核心硬 版图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邓秀新
和团队在生物技术和品种改良
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一方面，建立起完整的细胞
工程技术体系，创立了无核柑橘
品种培育的新技术途径，并培育
出商业化无核品种“华柚二号”。
通过建立生物育种方法，走出了
改良柑橘品质、实现无籽化新
路。如今，一批我国地方良种正
通过这个途径，进入改良轨道。

另一方面，完成了首例柑橘
基因组测序和8个不同柑橘类型

的基因组测序，并克隆了控制多
胚性状的关键基因，解析了控制
柑橘红色的多个基因，发掘和创
制了播种当年开花结果的柑橘
模式材料，并建立遗传转化体
系，为中国柑橘进入设计育种时
代奠定了基础。

同时，他和团队重视常规育
种技术，与相关单位合作选育了

“华柑二号”优质椪柑、“华柑四
号”无籽椪柑、早熟脐橙“早红”、
有特殊香味晚熟脐橙“宗橙”等
10多个新品种。

随着中国柑橘基础研究等
领域逐渐上升到世界第一方阵
前列，橙色在中国的版图上逐渐
扩大，春夏秋冬呈现出明亮的风
景。而且，国产柑橘果肉细、味香
甜、果核少、外观好，邓秀新感到
欣慰。

大 心 愿

强产业 富百姓

这些年，邓秀新更多时间是
走出实验室，在山间果园调研。

在赣南的果园，中老年妇女
用箩筐挑着脐橙下山的情景让
他难忘。

“下山坡陡，泥路难走，一亩
地产5千多斤脐橙，她们要挑多
少趟……”邓秀新感叹地说。

一次在湖北秭归留树保鲜
技术培训现场，一个70多岁的
老农聚精会神地听讲。

“我很高兴老人愿意听，另
一方面忧虑，老人的岁数比我还
大，而且现场基本都是中老年
人，没有年轻人参与，未来我们
的果园怎么办？”邓秀新感到，必
须加快发展轻简化栽培和果园
机械化。

如今，果园肥水一体化技术
在四川、重庆、广西等地大范围
推广；山地果园单轨道运输机械
在湖北秭归等地开始普及。

在邓秀新的倡导下，经过10
多年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已有29名柑橘领域岗位
科学家，拥有30个柑橘综合试
验站。全国柑橘研究人员700余
人，形成了从资源品种到产后处
理与加工的完整技术研发体系。

为了让产业惠及更多人，邓
秀新在各产地调研时，都会大力
推动发展初加工，促进商品化处
理，分级包装进入市场，延伸产
业链，加强产销对接和发展电商
销售。

“40年来，我们只做了柑橘
这一件事。”邓秀新说。让橙色更
美丽，让四季更明亮，让百姓更
喜悦，是他最大的心愿。

（新华社于文静）

色——邓秀新心中最美的颜色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莫家栅村生产粉丝已有近百年历史，目前，全村有近百户村民加工粉丝和粉皮，年产粉丝粉皮500多吨。近
年来，该村采用“基地+农户+合作社”模式，拓宽老字号品牌粉丝的销售渠道。图为12月21日，村民在晾晒粉丝。 邓德华 摄

新华社沈阳12月23日
电 (记者 崔师豪)记者从辽
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
为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疫情
防控工作，辽宁决定由省内
各市级政府对首站定点冷
库实行集中监管，直接负责
首站定点冷库建设、管理和
监管工作。

据介绍，辽宁省压实政
府对首站定点冷库集中监
管的主体责任，责任主体由
企业转变为市级政府。市级
政府常设工作专班直接负
责首站定点冷库，并要求工
作专班做好首站定点冷库
红区、缓冲区等区域管理，
对“三集中三到位”人员严
格实行封闭管理，从严做好
个人防护，工作场所与居住
地之间对点转运，避免工作
期间与家庭成员和社会普
通人群接触。

在消毒方面，辽宁省内
各市级政府指定疾控专业
机构统一负责首站定点冷库的核酸
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严禁委托、
转包第三方机构。疾控专业机构在

“批批检测、件件消毒”的基础上，对
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进行全面消毒，
并及时开展消毒效果评估。

此外，辽宁将持续对进口冷链食
品关键环节进行管控。

辽
宁
：
对
首
站
定
点
冷
库
实
行
集
中
监
管

下午4点，下课铃声一响，王
官营小学的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
奔向操场。大家迅速排好队，左手
持鼓，右手执鞭，伴随体艺老师有
节奏的哨子声，打起太平鼓。

王官营小学是甘肃省兰州市
七里河区王官营中心学校下辖的
一所小学。在操场上，孩子们时而
跳打、时而举打，动作起落有度，鼓
声铿锵响亮。

兰州太平鼓历史悠久，相传已
有600多年历史。每到过年，兰州
城乡都会打太平鼓庆贺佳节。
2006年，兰州太平鼓被列入我国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兰州市七里河区王官营中心
学校校长朱润东说，太平鼓里载着
浓浓乡愁，鼓声一响起，兰州人的
乡土情结就会被唤醒。

教育“双减”政策落地后，朱润
东决定将兰州太平鼓传习引入学
校课后服务，希望孩子们增进对乡
土文化的了解，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下去。

如今，王官营小学的学生们每
周都有一节兰州太平鼓传习课，学
校会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和民间艺
人走进课堂。此外，体艺老师会将
这些传统艺术改编成适合小学生
学习传承的表演形式。

王官营小学六年级（1）班的姬
成涛练习兰州太平鼓已有一段时
间。“每次村里响起太平鼓，我和小
伙伴们都会跑去看热闹。”姬成涛
说，鼓看起来很重，但长辈们的动
作看起来很轻柔，让我很好奇。

兰州太平鼓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好学。姬成涛说，打太平鼓花样
很多，打一会儿就会满头大汗。

学校体艺教师毛玺平说，从击
鼓到阵法的演练，孩子们至少要学
一年，才能掌握基本要领。

“孩子们自从打上兰州太平
鼓，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更加乐观
自信了，身体素质也得到提高。大
家对乡土文化也有了更深的理
解。”毛玺平说。

打太平鼓只是王官营小学课
后服务的一门课程，学校还探索开
发出狮子舞、武术操等乡土文化浓
郁的课后服务活动。课后活动更加
丰富多彩。

“我们希望更多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校园‘扎根’，让学生们成为
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朱润东说。

（新华社白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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