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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重振洛阳辉煌

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精神
20232023年年88月月1414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洛报融媒记者 白云飞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日前，洛阳主要农作

物育种再结硕果：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最新

通过审定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目录，我市一次通

过11个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审定，涉及小麦、玉米、

大豆3种主要农作物，创造了洛阳新品种审定一

次性通过数量最多的纪录。

种子承载着端牢中国“饭碗”的希望。“实现粮

食安全，高产是永恒的主题，同时也要瞄准市场需

求，树立富民导向，发展优质专用新品种。”市种业

发展中心主任马会丽表示。此次审定的新品种有

抗旱节水的“洛旱”系列小麦新品种，有契合市场

消费需求的鲜食玉米、功能小麦新品种，也有瞄准

“粮改饲”方向的青贮型饲草玉米新品种，还有具

备高油高产特性的大豆新品种，对于保障主要农

产品供给、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豫西山区丘陵广布、十年九旱，水资源短缺是

制约粮食生产的突出短板。作为河南神农种业实

验室体系的重要组成，洛阳农林科学院聚焦旱地

小麦育种主攻方向，十年磨一剑，培育了“洛旱”系

列新品种，多次刷新全国旱地小麦高产纪录。此

次审定通过的“洛旱33”为“洛旱”家族再添新丁。

未来，该品种将在河南丘陵及旱肥地麦区进行大

面积推广，着力让望天收的山坡地变成高产田。

从传统农业“吃饱肚子”到绿色农业“吃得安

全”，再到功能农业“吃得健康”……随着居民膳食

结构优化，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优质农产品备受热

捧。如今，坚持市场导向，从育种端入手，洛阳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此次审定

的“洛白糯3号”软糯香甜，外观好、口感佳，成为

鲜食玉米品种的“佼佼者”；“洛黑麦1号”则是以

“黑”得名、富含花青素的功能性彩色小麦新品种，

市场潜力十分可观。

作为“三大口粮”之一，玉米是养殖业饲草的

主要来源。近年，我市把牛羊产业发展摆在富民

增收的突出位置，全力推动养殖业扩群增量。新

审定的“牧青198”就是营养高、产量高的优质饲

草玉米，也将成为保障优质饲草供给的主力军。

“粮稳天下安，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

安全的命脉。目前，我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

要农作物审定品种达126个，在旱作农业育种方

面全国领先。”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赵红艺表示，洛阳将坚定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以育

种突破实现农业质量、结构、效益齐头并进，真正

攥紧农业“芯片”、牢牢端稳“饭碗”。

我市一次通过11个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审定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见习记者 李晓楠

本报讯 11日至12日，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的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考古发现集中采访团来洛，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

日报、工人日报等10余家中央驻豫和省内新闻媒

体的记者共同聚集洛阳，感受古都厚重的历史

文化。

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定鼎门遗

址博物馆，面对千年前的门道、墩台等遗迹，采访

团成员详细了解遗址考古成果，领略隋唐盛世的风

采。在应天门遗址博物馆，采访团成员登上四楼，

一睹沉浸式实景剧《唐宫乐宴》的风采，对洛阳在坚

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

面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及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采访团成员深入

了解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领略赫赫夏都风采。

二里头遗址及相关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

重点，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

位。采访团成员跟随专家，一起探寻我国最早的

城市道路系统、最早的宫室建筑群和宫城、最早的

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等重要历史遗

存，感受3800多年前辉煌的王朝气象。

一路走来，大家纷纷表示，通过采访亲身感受

到洛阳历史的悠久、文化的厚重，今后将用更多有

深度、有品质的新闻报道，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赓续文化基因，厚植文化自信。

此次“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考古发现集中采

访活动自8月7日启动，先后走进郑州、开封、安

阳、洛阳、三门峡等城市，生动解读中国传统文化

和河南省内考古遗址的丰富内涵，全面展示河南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考古发现集中采访团来洛

□洛报融媒新闻观察员 洛谭

最近，有网友爆料其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医院停车场缴纳停车费
时，用 5 角纸币支付，收费员不仅拒
收，还当场撕毁，网友询问拒收原因，
收费员称：“我们不收，没有为什么。”
该视频一经发出，旋即引发网友广泛
关注、讨论。

据悉，有关部门已对视频中的收
费员进行行政处罚，捍卫了法定货币
不得毁损、拒收的“尊严”。可是，只把
板子拍到个体收费员身上，恐怕还没
有打在要害。生活中，这样的事并非
个例，时不时会有经营场所被曝出以
各种理由拒收现金，并因此受到处
罚。其背后，既有经营者法治意识不
强的因素，也映射出移动支付时代，传
统的现金支付正面临着冲击，这也让
很多不习惯使用移动支付的老年人常
常感到无所适从。

如今，移动支付已成为生活常态，
人们出门消费，一部手机便可以全部
搞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年轻
人的“便利”却是老年人的“不便”，很
多老年人难以像年轻人那样熟练操作
智能电子产品，面对移动支付常常“不
敢用、不会用”。当年轻人对扫码点
餐、软件叫车、线上订票等操作习以为
常时，手里攥着现金的老年人却屡屡
碰壁。

说到底，支付方式的改进是为了
给人们带来便利，倘若只提供移动支
付这一个选项，给使用现金支付的人
带来麻烦，无疑是顾此失彼。因此，在
鼓励移动支付的同时，也要给传统支
付留出应有的空间，这既是捍卫现金
的合法地位，也是呵护包括老年人在
内的消费者的支付习惯。

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我们不能
放任老年人成为时代的“绝缘体”和

“边缘人”。这些年，洛阳一直在积极
推行适老化改造，博物馆、商场等场所
都在硬件方面进行了适老化升级，与
此同时，诸如预约、支付等软件方面的
适老化也应持续做实做好。坚持传统
服务与智能创新相结合，不让老年人
在“花钱”上犯难，才能让这些场所的
大门真正为老年人敞开。

别让老年人在
“花钱”上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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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黑麦1号”

“洛旱33”（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