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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吉林艺术学院的20余名美术专
业教师和学生深入长春市九台区波泥河街
道清水村，用一幅幅艺术涂鸦绘就“靓丽清
水”，以帮助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右图 6月 18日拍摄的清水村（无人
机照片）。

下图 18日，一名学生在清水村进行
涂鸦创作。 新华社记者 林宏摄

“靓丽清水”

美如画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经中央军委

批准，全军战略管理集训近日通过电视会

议 系 统 举 行 。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国 家 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 ，举 办 全 军 战 略 管 理 集 训 很 有 意 义 ，要

精 心 组 织 好 。 要 坚 持 目 标 导 向 、问 题 导

向、结果导向，着力更新管理理念、提高战

略 素 养 ，着 力 健 全 完 善 战 略 管 理 制 度 机

制，着力推进我军建设“十三五”规划落实

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军委机关各部门、

各大单位要搞好集训成果学习运用，努力

提高战略管理水平，不断推动我军建设高

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许其亮、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

成、苗华、张升民出席集训活动。军委机关各

部门、各大单位有关领导等分别在主会场和

分会场参训。

习近平对全军战略管理集训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 持 目 标 导 向 问 题 导 向 结 果 导 向
提高战略管理水平 推动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

基因组学研究迎来新突破！来自中

国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单位的研

究人员，在大豆基因组研究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这项研究在植物中首次实现了基

于图形结构的基因组构建，突破了传统线

性基因组的存储形式，将引领下一代基因

组学研究思路和方法，被审稿人称为“基

因组学的里程碑工作”。相关研究成果 6

月 17 日 在 线 发 表 于 国 际 权 威 学 术 期 刊

《细胞》杂志上。

基因组学是生命科学研究的核心和基

础。传统的基因组学研究将不同碱基以线

性的形式存储于染色体上，并且多基于一

个参考基因组来获取一个物种的基因信

息。“由于一个物种中不同个体间存在遗传

变异，线性基因组不能同时体现不同个体

的遗传变异情况，这极大地限制了对不同

个体遗传变异的鉴定和分析。”论文通讯作

者、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田志喜说，构建囊括一个物种所有

遗传信息的新型存储形式的泛基因组，已

成为当前基因组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和前沿

挑战。

大豆驯化起源于中国，随后广泛传播

到世界各地，为人类提供了主要的植物油

料和蛋白资源。现在，我国是大豆主要消

费国和进口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高。加强

大豆研究，提高我国大豆产量，对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至关重要。高质量参考基因组是

作物育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础。

“我们团队在对大豆种质资源的深度

重测序和群体遗传学分析中发现，不同大

豆种质资源之间存在较大的遗传变异，单

一或少数基因组不能代表大豆群体的所有

遗传变异。大豆基础研究和分子设计育种

急需能够代表不同大豆种质材料的全新基

因组资源。”田志喜强调。

与此同时，上世纪 60 年代，以降低农

作物株高、半矮化育种为特征的第一次“绿

色革命”，使全世界水稻和小麦产量翻了一

番，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过去 60年里，

大豆平均单产相对其他主粮作物而言尚无

明显突破，大豆生产急需‘绿色革命’。”论

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承志说。

为此，研究人员对来自世界大豆主产

国的 2898 个大豆种质材料进行了深度重

测序和群体结构分析，挑选出 26个最具代

表性的大豆种质材料，包括 3个野生大豆、

9个农家种和 14个现代栽培品种。研究团

队利用最新组装策略，对 26个大豆种质材

料进行了高质量的基因组从头组装和精确

注释，开展了系统的基因组比较，构建了高

质量的基于图形结构的泛基因组，挖掘到

大量利用传统基因组无法鉴定到的大片段

结构变异。同时，研究还鉴定出 15个结构

变异导致了不同基因间的融合，这为研究

新基因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线索。

田志喜表示，构建高质量图形结构泛

基因组，不仅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应用价值，还为过去已经开展的大量重测

序数据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平台，将使

这些数据获得“第二次生命”。本次泛基因

组研究选用的大豆种质材料不仅在遗传多

样性上具有代表性，还具有重要的育种和

生产价值。该泛基因组和相关 2898 份种

质材料遗传变异的发布为大豆研究提供了

极为重要的资源和平台，将大力推进大豆

分子设计育种，助力实现大豆“绿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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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记者 6 月 17

日获悉，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

部、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和银保监会等

9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农村创

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要求各地加强指导服务，优化创业

环境，培育一批饱含乡土情怀、具有超前眼

光、充满创业激情、富有奉献精神，带动农村

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的农村创新创业

带头人；力争到 2025 年，培育农村创新创业

带头人 100 万以上，基本实现农业重点县的

行政村全覆盖。

《意见》提出，要强化资金扶持，按规定对

首次创业、正常经营 1年以上的农村创新创业

带头人，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引导相关金

融机构和各类基金支持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

创办的企业。保障创业用地，要求各地在新

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省级制定土地利用

年度计划时，做好农村创新创业用地保障。

加大人才支持，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保

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切实为农村创新创业

带头人及其所需人才妥善办理社保关系转移

接续。加强创业培训，支持有意愿人员参加

创业培训，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纳入职业培训

补贴范围。

《意见》强调，探索创业培训+技能培训，

提供灵活便捷的线上线下培训。组建创业导

师队伍和专家顾问团。优化创业服务，支持

县乡政府设立农村创新创业服务窗口，开通

网页专栏，提供一站式服务。建设一批农村

创新创业园区和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

地，组建农村创新创业联盟，完善农村物流网

络体系，帮助返乡入乡人员顺畅创业。

《意见》要求，各地要把农村创新创业带

头人培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稳就业大

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建立健全农村创新创

业带头人培育工作机制，制定工作方案，明确

任务分工，加强指导服务，搞好监测调度，落

实部门责任。

九 部 委 联 合 印 发《 意 见 》

力争到2025年培育100万以上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

许多人经由《霍乱时期的爱情》知道霍乱

这一可怕传染病。

书评人说，爱情和霍乱一样，迅速扩散，

持久蔓延，难以治愈。不管人们是什么肤色、

何种出身，霍乱突然蔓延开来，夺走的生命难

以计数。

它 是 人 类 传 染 病 的 两 个“ 终 极 大 魔

头”——甲类传染病之一。另一个是鼠疫。

迄今，霍乱一共出现过 7 次全球大流行，

被称为“曾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瘟疫之一”。

如今，世界正在遭遇始于 1961 年的第

7 次霍乱大流行，每年有 300 万至 500 万例

感染。

盛行多年的“瘴气论”

很长时间内，人们搞不清楚霍乱是种什

么病。

一开始，部分印度人突然出现没完没了

的腹泻症状，吃什么药都治不好。更可怕的

是，人们发现类似症状会出现在与病人密切

接触的人身上。随着患病人群越来越多，人

们开始意识到，这或是一种严重传染病。

染病的人会出现惊人腹泻，严重脱水，并

附带大量钠离子和电解质流失。剧烈的恶心

和呕吐，又让患者饮水极为困难，而脱水还会

引发四肢痉挛和剧痛。

19世纪以前，由于地理环境封闭、陆路不

畅等原因，霍乱长期以来只是恒河三角洲一

带的地方性疾病。直到殖民主义和世界贸易

的兴起，致命病菌流窜出印度，引起了第一次

无可避免的大流行。

1817年，恒河洪水泛滥，霍乱在恒河下游

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后来波及整个印度大陆，

又传播到曼谷、泰国和菲律宾等地，1821年传

入我国东南沿海，肆虐整个亚洲地区。

这是有记载的世界范围内第一次霍乱大

流行。

此后 20 年不到，霍乱就成了“最令人害

怕、最引人注目的 19 世纪世界病”。到 1923

年的百余年间，6 次霍乱大流行，造成的损失

难以计算。

霍乱之所以一次次卷土重来，与很长一

段时间内人们未能摸清其成因与传播路径

有关。 （下转第三版）

霍乱：不该被遗忘的老瘟疫

平均亩产 766.62公斤！这是“济麦 44”刚

刚创造的超强筋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6 月 17 日，来自中国农科院、中国科学

院 、石 家 庄 市 农 林 科 学 院 、山 东 省 种 子 管

理总站、山东省农技推广总站的专家组成

的验收组，在位于山东省寿光市碧龙面业

公 司 268 亩“ 济 麦 44”示 范 方 ，随 机 抽 取 3

块 田 共 机 收 4.39 亩 ，其 平 均 亩 产 732.23 公

斤；在山东省寒亭区桥西二村的“济麦 44”

高产攻关田机收 3.288 亩，平均亩产 766.62

公斤，这一数据创造了全国超强筋小麦单

产纪录。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2018年，山东省农科

院育成的绿色强筋小麦新品种“济麦 44”，在

通过山东省审定后便以 1500 万元的价格转

让。这一价格刷新了全国冬小麦单个品种的

转让价格纪录，尤其是刷新了优质麦单个品

种的转让价格纪录。

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小麦遗传育种团队

曹新有研究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济麦 44”

是该团队近年来选育的突破性强筋小麦新品

种，具有优质、抗病、早熟、高产等优点。其籽

粒蛋白质含量 15.4%，湿面筋含量 35.1%，吸水

率 63.8%，面团稳定时间 25.4 分钟，面包评分

94分。“济麦 44”在 2017年、2018年、2019年连

续 3 年达到国标和郑州商品交易所强筋小麦

标准，2019 年入选首届黄淮麦区优质强筋小

麦品种质量鉴评会超强筋小麦。2018年通过

审定后，其推广面积迅速扩大，今年夏收面积

预计 85万亩。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济麦 44”之所以

品质和产量协调表现好，首先归功于它的

“双亲”优秀。其“父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振东团队选育的、我国第一个年推广面积

过千万亩的强筋小麦品种“济南 17”，堪称是

中国强筋小麦的典范；其“母亲”是山东省农

科院作物所小麦育种团队自育的高代优质

强筋材料“954072”，穗大，含有 5+10 优质谷

蛋白亚基。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的研究显示，5+10 亚基对于沉淀指

数、拉伸面积和面包体积都有影响，我国一

些具有 5+10 亚基的强筋麦与美国硬红冬麦

品质相当，甚至优于其品质，适合加工高档

面包。

为提高育种精准性和育种效率，育种专

家们采用室内进行 5+10 蛋白亚基分子标记

检测和品质测定、田间进行农艺性状选择的

育种方法。最终“济麦 44”通过审定进入市

场，一下子成为种子企业、种植户、面粉加工

企业的宠儿。

验收专家组组长、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

郭进考研究员告诉记者，“济麦 44”的亩穗数

达到 50 万，穗粒数达到 30 多个，千粒重达到

40多克，在保持较高产量的同时，也具有优质

强筋的品质。

“‘济麦 44’是一个高产与优质结合得非

常好的品种，将对我国优质麦的提升起到很

大推动作用。”郭进考说。

平均亩产766.62公斤！全国超强筋小麦单产纪录诞生

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防止病毒通过餐饮途径
传播，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健
康监督所近日对辖区餐饮企
业及部分单位食堂开展消杀
监督检查，督促其进一步做
好消毒卫生管理工作，提
高餐具、饮具卫生质量。

图为执法人员进入某
单位食堂时接受体温检测。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本报记者 操秀英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于 18 日在北京成

功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发表书面

致辞。

习近平指出，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给

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

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一些国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面临严重困难。

为应对疫情，各国立足自身国情，采取有力

防控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很多国家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正努力恢复经济社

会发展。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愿

努力为全球尽早战胜疫情、促进世界经济

恢复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疫情给我们带来一系列

深刻启示。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人类是同

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应对疫情，

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都应

坚持多边主义。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

包容，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

的必由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坚

持互利共赢。我们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

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

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

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

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次会议由中国外交部、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共同举办，主题为“加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25 个国家的外长或部长级官员及世卫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与会，会议发表了

联合声明。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本报记者 王延斌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春）记者从中国

科学院上海分院获悉，6月 17日起，中国科

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

究（上海）设施面向全球开放新冠病毒编码

的全部 29种蛋白质的表达质粒库，以实现

蛋白质研究资源的快速共享，助力新冠肺

炎的防治与研究。

为增强中国快速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能

力，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国家蛋白

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建立了中国自己的

蛋白质库。经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等科

研人员的努力，新冠病毒编码的 29种蛋白

质的表达质粒的构建已经全部完成。

据专家介绍，蛋白质库一期以蛋白质

表达质粒库为主，提供蛋白质表达质粒的

存储和寄送服务。新冠病毒的基因组不到

3 万个碱基，能够转录 29 种蛋白质，有 16

种非结构蛋白、4种结构蛋白和 9种辅助蛋

白。其中，非结构蛋白中 NSP7、NSP8 和

NSP12 形成 RNA 依赖的 RNA 聚合酶复

合物，在病毒的复制和转录周期中发挥重

要的作用；NSP5是 3C蛋白水解酶，可以使

大多数其他 NSP 蛋白质从蛋白链上解放

出来，被认为是抗新冠肺炎病毒药物研究

的重要靶点；4 种结构蛋白 S、E、M 和 N 形

成冠状病毒外层，保护内部的 RNA，其中

刺突蛋白 S可以帮助病毒入侵细胞。针对

这 29种蛋白质的研究对致病机理解析、疫

苗研发、试剂检测及抗体和药物的研发都

至关重要。

上海蛋白质设施向全球开放
提供新冠病毒全部 29种蛋白质的表达质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