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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
试验二十号A/B星

新华社电 12月 12日 16时
22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使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试验二十号A/B星发射
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试验二十号A/B星主要用
于空间环境监测等新技术在轨
验证试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的第454次飞行。

中央网信办整治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领域乱象

新华社电 记者 12日从中
央网信办获悉，为规范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
进一步压实应用程序分发平台
主体责任，中央网信办部署开
展“清朗·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领域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将加
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全链条
管理，全面规范移动应用程序
在搜索、下载、使用等环节的运
营行为，着力解决损害用户合
法权益的突出问题。

其中，搜索查找环节将重
点打击“山寨App”，从严查处各
类小程序违法收取用户预付
款，欺诈消费者、卷钱跑路；从
严惩处应用程序提供者为获得
更好的排名或者推荐位，刷虚
假下载量和好评，诱导用户下
载；集中整治应用程序利用暗
示词汇、衣着暴露的图片或引
人联想的标题等不良信息，诱
导用户点击下载等。

新华社电 美国“猎户座”飞船
于美国东部时间 11日 12时 40分
（北京时间 12日 1时 40分）安全溅
落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以西太平
洋水域，标志着美国“阿耳忒弥斯1
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成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消
息说，飞船降落伞打开前，飞行速
度在 20分钟内从将近每小时 4万
公里下降到 32公里。飞船在再入
大气层时经受了大约 2760摄氏度
的高温考验，这几乎是太阳表面温
度的一半。

美国航天局目前计划 2024年
开展“阿耳忒弥斯 2号”载人绕月
飞行测试，2025年开展“阿耳忒弥
斯3号”登月任务。

美国“猎户座”飞船安全返回地球

12月11日，执行美国
“阿耳忒弥斯1号”无
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
的“猎户座”飞船落入
大海 新华社发

南水北调全面通水8年
直接受益人口超1.5亿人

新华社电 12月 12日是南
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
通水 8周年。8年来，累计向北
方输水 586亿立方米，沿线 42
座大中城市、280多个县市区的
直接受益人口超 1.5亿人。通
水以来，南水北调工程累计向
受水地区50多条河流实施生态
补水，补水总量超92亿立方米，
华北地区地下水位下降和漏斗
面积增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
制，部分区域地下水位开始止
跌回升。

“人特别努力、天比较帮忙”
严冬将至，确保河南全省

8500多万亩小麦安全越冬成为新
课题。自秋收秋种以来，河南省商
水县张庄镇南陵村的种粮大户邱
守先就忙得一刻不停。“冬小麦刚
种上，就已经签约了买家。”最近他
又忙着走村串户，与更多有意愿的
农户协商流转土地。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
长潘文博介绍，今年粮食面积继续
增加，在粮食增产中发挥了关键性
作用。各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加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
清理“非粮化”，复耕撂荒地，推行
间套复种，千方百计挖掘面积潜
力，夏粮、早稻面积分别增加 138
万亩、31万亩，秋粮面积也增加较
多，奠定了丰收基础。

大豆扩种取得实质性进展。我
国启动实施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
升工程，在东北地区推广轮作扩大
豆，在西北、黄淮海、西南和长江中
下游等地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今年大豆面积超过1.5亿亩，是
近60年来大豆面积最高值。

一系列粮食稳产增产举措落地见效

全国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加74亿斤
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13731 亿斤，比上年增加 74 亿
斤，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3
万亿斤以上。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
气、农资涨价等多重挑战下，我国
粮食生产实现增产丰收，得益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统筹部
署的一系列粮食稳产增产举措落地
见效，印证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近日，在湖南省汨罗市罗江镇罗
江村，刚忙完手上的农活，村党总支
书记周艳就带领村干部们测量田地
面积。“今年村里有 1200亩稻田要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后机械化作业
更方便，增产更有保障。”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内容之一是
完善水利设施，旱能浇、涝能排。

据了解，南方夏季高温少雨，对
秋粮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对产量影响
总体有限。主要原因一是水源灌溉
条件较好。南方 2亿亩中稻大部分
有水源条件，7600多万亩双季稻田大
部分也有水源，高温干旱主要影响丘
陵岗地、“望天田”和部分灌区末端等

没有灌溉水源条件的地块。
同时，当南方高温干旱发生时，

早稻已经收获；部分中稻抽穗扬花，
影响了结实率，但占比较小；双季晚
稻大多处于分蘖拔节期，对高温干旱
不敏感，影响较小。

科技是稳产增产的关键。农业
农村部持续开展下沉一线包省包片
联系指导，组织防灾减灾专家指导
组、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和重灾区蹲
点指导，采取喷施叶面肥、以水调温
等技术措施。各地也多渠道调度水
源科学抗旱，能浇尽浇，对确实没有
灌溉条件因灾绝收的中稻田，蓄留一
季再生稻以弥补损失。

日前，在位于新疆巩留县的山东
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库
房，工人们正把玉米种子搬运上大型
货车，这批种子将被运到山东。“现在企
业年加工玉米种子4万吨，产品面向全
国销售。”伊犁分公司经理许福生说。

面对农资价格上涨等情况，今年
中央财政先后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
400亿元一次性补贴。稳定实施玉米
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扩大

耕地轮作休耕项目实施规模，用于支
持稳定南方双季稻、扩种东北大豆、
开发冬闲田扩油菜和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

同时，我国继续提高稻谷和小麦
的最低收购价水平，稳定农民收入预
期。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
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
全覆盖，启动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试点。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2日发
布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粮食实现
增产丰收。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13731亿斤，比上年增加74亿斤，增
长 0.5％，粮食产量连续 8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粮

食播种面积17.75亿亩，比上年增加
1051.9万亩，增长 0.6％；全国粮食
作物单产386.8公斤／亩，每亩产量
比上年减少0.2公斤，下降0.1％。

2022年，全国夏粮和早稻产量
分别为2948.1亿斤和562.5亿斤，比
上年增加28.9亿斤和2.1亿斤。

稳产能关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真金白银支持粮食生产

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
实现增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