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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经济
火起来

10 月 7 日，游客在贵

州省赤水大瀑布景区观

光。今年国庆中秋 8 天假

期，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6.37 亿人次，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 4665.6 亿元；全国

零售和餐饮重点监测企业

销售额约1.6万亿元，日均

销售额比去年“十一”黄金

周增长4.9%。

摄 影/新 华 社 记 者

杨文斌

新华社消息 今年夏

粮、早稻已丰收到手，据农

业农村部最新消息，目前

秋粮丰收已成定局，全年

粮食产量有望连续 6 年稳

定在1.3万亿斤水平。

回顾“十三五”以来，

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13277 亿斤，创历史新高。

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 470

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也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 公

斤安全线。

面对人多地少水缺的

资源约束更加凸显的情况，

我国强化政策扶持，加强基

础建设，推进科技创新，粮

食生产实现了“十六连丰”，

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推动了

百姓从“吃得饱”向“吃得

好”“吃得健康”转变。

粮食生产能力提升，

得益于加快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我国实

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全

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

保护制度。科学划定粮食生

产功能区和大豆等重要农

产品生产保护区。实施全国

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

改造中低产田，农田有效灌

溉面积达10.3亿亩。

围绕粮食生产和产业

发展需求，国家引导广大

农业科技工作者开展联合

攻关和试验示范，推进农

业技术进村入户。建立起

超级稻、矮败小麦、杂交玉

米等高效育种技术体系，

基本实现主要粮食作物良

种全覆盖。同时，大面积推

广科学施肥、节水灌溉、绿

色防控等节本高效技术。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要确保粮食播种面

积稳定在 17 亿亩以上。其

中，水稻和小麦两大口粮

面积稳定在8亿亩以上，大

力发展优质强筋弱筋小

麦、优质食味稻、加工专用

稻，提高口粮供给质量。巩

固提升生产功能区、优势

区玉米产能。继续实施大

豆振兴计划，鼓励各地因

地制宜发展薯类、杂粮等

作物，增加绿色优质特色

农产品供给。 （于文静）

秦岭大熊猫家族再添新丁

新华社消息 10月11日9时31分，秦岭大熊猫繁育

研究中心20岁的雌性大熊猫珠珠产下一雄性幼仔，幼仔

体重167克，发育良好，母子平安。这是今年秦岭大熊猫繁

育研究中心迎来的第3胎第4只大熊猫幼仔。

据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介绍，珠珠今年

5月20日发情，5月30日分别与大熊猫七仔和二郎成功交

配，妊娠期134天。珠珠目前是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

产仔胎数最多、生产年龄最大的雌性大熊猫，共成功繁育

6胎7仔。截至目前，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共存栏大熊

猫32只。 （刘 彤）

我国电子社保卡申领超过2亿张

新华社消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13.15亿，

电子社保卡申领超过2亿张，26个省份的189个地区开通

电子社保卡移动支付应用。

2018 年 4 月，人社部发放全国第一张标准电子社保

卡，为百姓提供手机中的社保卡服务。经过两年多的发展，

电子社保卡已接入数百个手机App和小程序。

今年9月，北京市正式开通电子社保卡申领。持电子

社保卡，人们可享受就业创业服务、查询社保、人事人才服

务、待遇认证、查询证书、扫码亮证等30多项全国“一网通

办”的人社服务。

“作为线上身份认证凭证，电子社保卡可以代替实体社

保卡在互联网上实现身份认证。它所包含的生物特征识别

技术，可以让参保人不用再跑腿做认证。”上述负责人表示。

人社部此前下发《关于全面开展电子社会保障卡应用

工作的通知》提出，2020年，不低于25%的持卡人领取电子社

保卡，普遍应用于线上身份认证、就业人才服务、社保信息查

询、人社业务缴费、就医购药结算等业务场景，完成向全国

社保卡服务平台统一支付结算模式的切换。 （姜 琳）

新华社消息 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第三批预备航

天员选拔工作日前结束，共

有18名预备航天员（含1名

女性）最终入选，包括7名航

天驾驶员、7名航天飞行工程

师和4名载荷专家。他们将

成为我国航天员队伍的新成

员，踏上建设航天强国、接续

飞天梦想的新征程。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介绍，为满足我国空

间站工程任务需要，第三批

预备航天员在航天驾驶员

基础上，增加了航天飞行工

程师和载荷专家两个类别。

航天驾驶员和航天飞行工

程师主要负责直接操纵、管

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技

术试验。载荷专家主要负责

空间科学实验载荷的在轨

操作。航天驾驶员在空军现

役飞行员中选拔，航天飞行

工程师在从事航空航天工

程及相关领域专业的工程

技术人员中选拔，载荷专家

在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

研究及应用领域的科研人

员中选拔。

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

拔工作于2018年5月启动，

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

阶段。从约 2500 名候选对

象中选拔出符合条件的18

名预备航天员，在经过系统

的训练后，将参加空间站运

营阶段各次飞行任务。

通过第三批预备航天

员选拔，我国航天员队伍

体系不断完善，为我国航

天员队伍长远建设与空间

站工程后续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随着我国载人航

天事业的不断发展，还将

适时开展后续批次的预备

航天员选拔工作。

（李 国 利 肖 建 军

邓 孟）

新华社消息 “十三

五”期间，我国户籍制度改

革进展顺利、成效显著。公

安部数据显示，1亿人落户

任务提前完成，1亿多农业

转移人口自愿有序实现了

市民化，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由 2013 年的 35.93％提

高到2019年的44.38％。

各地取消了农业户口

与非农业户口之分，统一

登记为居民户口，延续半

个多世纪的“农转非”彻底

退出历史舞台。“十三五”

期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

放开放宽。31个省（区、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

出台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

见，普遍放开放宽了农业

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

落户城镇的政策措施。

中西部地区除省会（首

府）城市外，基本实现了落

户零门槛。东部地区普遍降

低了落户条件，部分大城市

取消或降低了参加城镇社

会保险年限的要求。南京、

武汉、成都、郑州、西安等特

大城市全面放开了高校和

职业院校毕业生、技术工

人、留学归国人员等群体落

户政策。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超大城市建立了公

开透明的积分落户制度。

目前，31个省（区、市）

全部出台居住证实施办

法。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

发放居住证超过1亿张，以

居住证为载体的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基本建

立。教育方面，“两免一补”

资金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

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

带，惠及 1400 余万农民工

随迁子女。就业方面，2014

年以来累计开展农民工职

业技能培训超过1亿人次。

此外，在社会保障方

面，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截至2019年底，农民

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6301 万人、工伤保险 8616

万人、失业保险4958万人。

在住房方面，各地加大对环

卫、公交等农业转移人口较

多的基本公共服务行业外

来务工人员的保障力度，满

足其基本居住需求，取得明

显成效。 （熊 丰）

“天问一号”探测器顺利完成深空机动

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2020年10月9日

23时，在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飞行控制团队控制下，“天问

一号”探测器主发动机工作480余秒，顺利完成深空机动。

“就像汽车从一条高速公路转向另一条高速公路时，

需要打方向盘变道一样。”专家介绍，为了减小飞行偏差，

使探测器沿着预定的轨道飞行而进行的轨道控制称作修

正。改变探测器当前轨道，使其进入一条新的轨道而进行

的轨道控制称作机动。此次轨道机动在距离地球大约

2940万千米的深空实施。

“天问一号”的轨道设计，综合考虑了从发射到火星捕

获的各种约束条件并使推进剂消耗尽可能小，采取了转移

过程中进行一次深空机动的策略。

探测器将在当前轨道飞行约4个月后与火星交会，期

间将实施两到三次轨道中途修正。 （胡 喆）

18人入选第三批预备航天员

年产1.3万亿斤：我国粮食生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