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年轻人真正沉下心来搞科研”

“水利建设全面提速”“粮食产量数字

真实可靠”“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要靠

人才”……

5 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首场“部长通道”上，科学技术部部长

阴和俊，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农业农村

部部长唐仁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玉卓分别亮相，他

们都重点提到了什么？

科学技术部部长阴和俊：
“让年轻人沉下心来搞科研”

科学技术部部长阴和俊表示，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到目前已

经有 1100 多项是由 40 岁以下的青年

科学家牵头负责的，达到总数的 20%

以上，在许多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中到

处都能看到年轻人的身影。

阴和俊说，把对青年科技人才的

培养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工作，一

直抓下去，努力为他们成长发展创造

好的科研环境。“在工作中，给年轻人

提供机会、搭建平台、营造环境。在

生活上，针对他们的‘急难愁盼’，特

别是薪酬待遇、家庭生活、身心健康

等重点关切，帮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

忧，让年轻人真正沉下心来搞科研。”

阴和俊介绍，从投入看，2023 年

全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超过 3.3 万亿

元，比 2022 年增长 8.1%，研发投入强

度达到 2.64%。从成效看，在量子技

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

果。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正式投

产，C919 大飞机实现商业运营，新能

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新三样”

去年出口增速喜人。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水网”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2023 年，

我国水利建设全面提速，全年完成水

利建设投资 119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1%，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这 11996

亿元投资通过实施 41014 个水利工程

项目完成。

“共计 41014 个水利工程项目的实

施，将进一步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

化配置能力、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

能力，从而进一步为国家防洪安全、供

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提供有力

的支撑和保障。”李国英表示。

李国英还透露，到 2035 年要建成

国家水网，实现“系统完备、安全可靠，

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

序”的目标，形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水安全保障体系。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
“粮食产量数字真实可靠”

“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粮食安全，

我很明确无误的、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们粮食产量的数字是真实可靠、完

全可信的。”在“部长通道”上，农业农

村部部长唐仁健回应社会关切。

唐仁健表示，现在科技非常发达，

在卫星卫片、遥感的条件下，其实种了

多少粮、收了多少粮，都是清清楚楚

的。如果想大面积地作假、虚报，不可

能，也是绝不允许的。

“没有哪个地方跟中央紧急调过

粮。还有，粮食是一个刚需品、必需

品，只要少了，市场和价格一定会反映

出来。”唐仁健称。

资料显示，2023 年我国粮食总产

量达到了 13908 亿斤，比 2022 年增产

了 177.6 亿斤，再创了历史新高，人均

粮食占有量就达 493 公斤，比 2022 年

又增加了 7公斤。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
“中央企业要开放创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任张玉卓用三个字来讲中央企业今

年准备怎么推进高质量发展：“高”，就

是高水平的协同；“质”，就是质的有效

提升；“量”，就是量的合理增长。

在谈及“推动央企强化科技创新

主体作用，布局新领域新赛道，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时，张玉卓表示，今后

中央企业怎么样发展，第一个是“源”，

技术源头；第二个是“升”，产业升级；

第三个是“态”，产业生态，合起来就是

“源”“升”“态”。

张玉卓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生态要靠大家一起来营造，中央企业

要开放。“要摒弃过去一些落后的理

念，比如短期投资、短期收益，过去有

的追求规模，有的追求脱实向虚，挣快

钱。现在明确要求中央企业一定要树

立在新质生产力上有所作为的理念。”

(据中国新闻网)

李东林代表：储能行业发展
亟须加强标准出台和监管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邓伟勇）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 3 月 5 日开幕。全国人大

代表，中车株洲所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东林带来了《储能行业发展

亟须加强标准出台和监管的建

议》。

近年来，我国储能行业呈现

爆发性增长，为我国实现“双碳”

目标、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

关键支撑。但这一行业现有的标

准制定不能完全匹配实践发展节

奏，行业标准和监管有待进一步

完善。

李东林介绍，比如涉及安全

方面出台的标准和法规，大部分

集中在电池和电站消防规范上，

对并网前储能电站系统级别安全

可靠性测试和验证的标准体系尚

不完善。此外，新型储能标准体

系缺乏国家层面统一规划和要

求，导致执行标准过程中易发生

政策“冲突”。

李东林建议，加快国家层面

标准建设，促进国标、行标、地标

等协调发展；推进不同地区储能

电站容量建设、设备抽检和认证

要求、并网及涉网测试验收等方

面标准化；加快储能电站建设、消

防验收、并网验收等关键标准制

修订，加快构网型储能技术标准

制定，健全用户侧储能安全管理

体系；围绕大容量、高安全、高可

靠的储能并网运行，构建高标准

储能系统实证平台；推动企业、行

业组织积极参与国际相关标准、

法规制修订，提高国内新型储能

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

针对已出台的规范及监管制

度，李东林建议，要进一步加大电

力市场运行情况的监测和监管力

度，强化新型储能项目规范管理，

实时公布项目监管数据，积极推

进地方科学建设储能项目，开展

新型技术多场景试点示范。

黄小玲代表：
支持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邓伟勇）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

代表、醴陵市醴泉窑艺陶瓷有限公

司 总 设 计 师（艺 术 总 监）黄 小 玲 建

议，将烟花爆竹行业中央级税收反

哺主产区地方政府，支持产业转型

升级。

目前，全国烟花爆竹生产主要集

中在江西省上栗县、万载县和湖南省

浏阳市、醴陵市，已经形成了集产品

研发、生产经营、包装印刷、仓储物

流、文化创意、焰火燃放等为一体的

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承担了不少大型

焰火燃放任务，既是主产区的传统产

业、支柱产业，更是文化产业、富民产

业、出口创汇产业。

黄小玲介绍 ，烟花爆竹产业曾

经有过辉煌历史，但受安全隐患多、

环境污染大、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禁

燃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一度陷入

发展低谷。2021 年 8 月，应急管理部

正式批复同意江西省上栗县、万载

县和湖南省浏阳市、醴陵市建设全

国 烟 花 爆 竹 转 型 升 级 集 中 区 。 目

前，四大主产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共 968 家，2023 年产值突破了 1000 亿

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95%，海外市

场占有率达 87%，年出口创汇超 70

亿元。

当前 ，四大主产区正全力培育

“有优质产品品牌、有自动化生产线、

有药物安全检测能力、有风险监测预

警系统、生产规模大”的企业，亟需国

家给予税收政策倾斜，以助力集中区

建设如期达到总体目标。

黄小玲建议 ，优化烟花爆竹消

费税税制，调整烟花爆竹行业消费

税征收品目，适当降低税率，参照化

妆品行业对鞭炮、焰火产品按品目

分等次征收。对高档礼花弹、高档

烟花等纳入消费税品目、税率减半，

对 爆 竹 等 低 端 产 品 取 消 征 收 消 费

税。同时，给予更大政策倾斜和资

金支持，推动烟花爆竹行业广泛应

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

2024年3月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沈勇跃 美术编辑/曹永亮 校对/邓建平 0202

科研环境、国家水网建设、粮食安全、发展新质生产力……

首场“部长通道”四位部长回应热点

3月 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

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新华社记者/牟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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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七通”，健康又长寿
普通人日常“清洗指南”来了

养生做到“七通”，即气通、心通、血脉通、肠胃

通、两便通、汗腺通，对于健康长寿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

◎气通：冷水洗脸冲鼻

每天早晨用冷水洗脸冲鼻，特别是要把鼻子弄

畅通，然后用一块湿热毛巾擦面。

这一冷一热，可促进面部血液循环，达到醒脑提

神的目的，也不易患感冒。

◎心通：想得开挺得住

心情舒畅，保持乐观。遇事想得开，挺得住。人

们生活在自然界，必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所以在成功时不骄傲，失败时不苦恼，平日言行

要谨慎，多尊重别人，少些个人欲望，这样不顺心的

事就会少些。

◎血脉通：不吃力微出汗

血脉要通畅，老年人每天 30-60 分钟运动，走路

锻炼，感觉不吃力，微微出汗即可。

保持血脉畅通，这对新陈代谢很有好处。

◎肠胃通：定时定量不过饱

合 理 安 排 饮 食 结 构 ，保 持 肠 胃 通 畅 。 就 是 吃

东西不要过饱，饮食量及温度 、硬度，以自己能耐

受为宜。

过量过冷过硬的食物，易损伤脾胃，引起肠胃积

滞不通。

特别是老年人脾胃虚弱，吃饭更要定时定量，细

嚼慢咽。

◎两便通：养成良好习惯

要保持大、小便通畅，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

年高便秘之人，多食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保持大

便通畅，每天排便一次。

如大便在肠道停留过长，有毒物质被吸收，则有

损健康。

古人云：“肾司二便”。平时注意固肾气，有利于

二便通顺。

◎汗腺通：清洗毛孔排废物

我国自古就有出汗养生治病之说，如喝粥出汗、

运动出汗、热水烫脚发汗等。

出汗可以通经活络，疏通血脉；出汗可以清洗毛

孔，排出体内致癌物质和其他有毒物质及废物；出汗

还有调节体温和保护皮肤的重要作用。

最近科学还发现，在每个汗腺内均存在免疫球

蛋白 A，这种物质能阻止外界细菌和病毒从汗腺进

入人体。

通 过 出 汗 来 个“ 大 清 洗 ”，有 害 物 质 自 然 会 被

“驱逐”。

（据《中国中医药报》）

适当“春捂” 宜吃葱姜蒜
应对倒春寒 中医来支招

近期冷空气又杀了个回马枪。浙江省中山医院

经方门诊王斌副主任中医师强调，以下群体需要格

外注意：既往有心肺系统疾病、全身或局部血管疾病

的群体；平素怕冷、易感冒群体；胃肠素虚、消化差的

群体；既往有癫痫病史的群体；经常要风度不要温

度，穿衣少的群体。

王斌提醒，春季要适当“春捂”，不要因为气温暂

时升高就马上脱掉冬装。此时节，早晚气温较低，要

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

受寒初期可以用葛根汤，如出现咽痛、发热、口

苦、纳差，则使用小柴胡汤或小柴胡颗粒。

此外，春季宜吃辛香发散之物，比如洋葱、大蒜、

生姜、紫苏，它们属于辛味，有一定的热性，既可以通

利血脉，让凝滞的血液通达，让肝木条达，又可以抵御

寒邪，防止倒春寒对人的伤害。如果倒春寒时受了

寒，也可以饮用姜茶来驱寒暖胃，如果姜茶味道过于

辛辣，可以搭配红糖或者黑糖。

其次，可以吃一些甘平味偏淡食物，比如山药、马

兰头、荠菜等。在中医理论里，甘味入脾，脾主甘味，

倒春寒来袭最容易伤脾，出现脾气弱、脾气虚的现

象。因此，食用一些甘味食物能补益人体的脾胃之

气，脾胃养好了，又辅助于肝气，帮助滋养肝脾。

乍暖还寒时，脚部特别容易受凉。建议睡前用热

水泡个脚，可促进血液循环，驱寒保暖，增强代谢。王

斌建议，晚上 9 时是肾经气血比较衰弱的时辰，这个

时候泡脚，身体热量增加后，体内血管会扩张，有利于

活血，排出体内的寒气和废物，同时也能供给养分。

（据《浙江老年报》）

预防静脉曲张
请注意这几点

保持腿部肌肉活力。肌肉收缩能

够帮助血液回流心脏，经常进行腿部运

动，如散步、跑步、骑自行车等，能有效

地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减少血液淤积的

可能性。

避免久坐久站。每隔一段时间，就

应该站起来走动走动，或者做一些简单

的腿部运动，如抬腿、踮脚等。这些看似

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却能够极大地改善

下肢的血液循环状况。

穿对袜子。穿对袜子也是预防静

脉曲张的一个重要环节。特别是对于

那些已经有一定静脉曲张风险的人来

说，选择合适的医用弹力袜，能够给腿

部适当的压力支持，帮助血液更顺畅地

回流心脏。

健康饮食。日常饮食中，应该注重

摄入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纤维素

的食物，如新鲜蔬果、全谷类、坚果等。

这些食物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壁的弹性，

减少血管损伤的风险。同时，控制盐分

和糖分的摄入也是非常重要的。高盐和

高糖饮食会增加血液的黏稠度，减缓血

液流动速度，从而增加静脉曲张的发生

概率。

定期体检。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家

族静脉曲张病史的人来说，定期体检

是非常必要的。通过体检，可以及时

发现并处理潜在的血管问题，将静脉

曲张拒之门外。

（据《燕赵老年报》）

雨水不断阳光少
学会这几招，身体不“发霉”

近期，多地阴雨不断。好不容易上周末放晴两

天，本周又迎来一轮降雨。阳光稀少，空气湿度高，感

觉整个人都要“发霉”了。

浙江省中山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胡丹丹副

主任表示，长时间下雨，室内会变得相对潮湿，有些低

楼层的室内瓷砖、地板上会有淡淡水渍。这种过高的

湿度，再加上天气回暖，会促进霉菌和细菌的生长，如

果再碰上房子长期没有人居住、物品长期闲置等情

况，包括霉菌在内的多种病原体就会更加“野蛮生

长”。

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咳嗽了好几个月，去医院就

诊后还是咳不停，最后找到“真凶”，竟是家里马桶中

的霉菌。

胡 丹 丹 解 释 ，霉 菌 是 存 在 于 自 然 界 中 的 一 种

条件致病菌 ，可以通过释放的霉菌孢子存在于空

气 中 ，体 质 虚 弱 者 更 容 易 感 染 。 皮 肤 、指 甲 等 人

体 组 织 感 染 后 ，会 引 发 皮 癣 、灰 指 甲 等 疾 病 。 当

然 ，霉 菌 也 有 可 能 随 着 气 流 被 吸 入 呼 吸 道 ，导 致

呼吸道“发霉”，可能诱发霉菌性支气管炎、哮喘，

甚至是霉菌性肺炎，出现咳嗽咳痰 、发热 、咯血等

症状。

胡丹丹提醒，有几类霉菌易感人群尤其要提高警

惕。具体包括本身有慢性肺疾病的患者（如支气管哮

喘、支气管扩张、肺结核、肺癌患者）；免疫力低下人群

（如恶性血液病、实体器官移植、骨髓移植、肿瘤化疗、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等患者）；长期使用广谱抗生

素、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人群。

如何防止身体“发霉”？胡丹丹表示，首先要保持

环境相对干燥，可以通过加强通风、使用除湿机等方

法，保持室内相对干燥。此外，也可以适量使用苍术、

艾叶等药烟熏，以芳香化湿、辟秽解毒。

其次，对于长期闲置的物品，在搬动整理时，注意

戴口罩、戴手套，适当通风后再整理搬动。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强自身体质，可以通

过推拿、饮用防感茶饮等方法，也可以打八段锦进行

适度锻炼。

当然，一旦出现相关症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

就诊。 （据《浙江老年报》）

肺气不足易咳嗽
日常养肺这样做

气温偏低时，很多人特别是中老年

人可能会经常咳嗽，还可能感到有一团

气憋在胸口吐不出去，甚至走两步就

喘。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主任

医师韩娟介绍，肺作为呼吸系统的一部

分，在一呼一吸间很容易接触到干冷空

气，当肺气受损时，便会出现咳喘等呼吸

道症状，尤其是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

的患者，更常因此感到苦恼。

“在寒冷天气时想要不生病或少生

病，日常养肺十分重要。”韩娟表示，养肺

的关键之一是补充足量水分，要保证每

日喝 6 到 8 杯水（2000 毫升左右），且要

及时少量多次地喝水，不要等到口干舌

燥的时候再喝。此外，平时也可以倒一

杯热水，将鼻子对准杯口吸入水蒸气，每

次 10分钟左右，早晚各 1次，能起到滋润

肺脏的作用。

“食疗也有助于养肺，建议多食用低

脂肪、高蛋白、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瘦

肉、家禽、鱼、蛋、奶、豆制品及蔬菜水果

等。”韩娟建议，可根据个人体质，多食用

些滋阴润燥、养肺生津的药食同源物质，

如银耳、百合、莲子、梨、蜂蜜等。

韩娟表示，运动养肺也是一个很好

的选择，尤其是深呼吸运动。具体操作

如下，找个空气质量好且温暖的地方，在

一呼一吸的过程中，将肺部的浊气充分

排出，同时吸进更多的清气，帮助提升肺

部功能。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如太极

拳、八段锦、六字诀、游泳等运动。

韩娟提示，在极端天气情况下，要尽

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也应做好防

护措施，特别是要戴好口罩，可显著减少

冷空气对呼吸系统的刺激。（据人民网）

文摘·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