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万余辆汽车因安全隐患召回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记者
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 23 日公布北汽
新能源汽车常州有限公司、日产（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等企
业的汽车召回计划，4 万余辆汽车因安
全隐患实施召回。

北汽新能源汽车常州有限公司、北
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汽（广州）汽车
有限公司召回 EX360 和 EU400 纯电动
汽车共计 31963 辆。本次召回范围内车
辆，由于部分车辆动力电池系统的一致
性差异，在高温环境下长期连续频繁快
充，可能导致个别单体电池电芯性能劣
化，极端情况下引发偶发失效，引起动
力电池起火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公司
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动力电池进行
免费检测、维修，必要时更换模组或电
池包，并升级控制策略软件，以消除安
全隐患。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召回部
分进口英菲尼迪 FX35 和 FX45 汽车 ，
共计 3179 辆。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供
应商生产过程中副驾安全气囊的气袋
折叠宽度不一致。 在气袋较窄的情况
下，气囊作动时气体发生器产生的气体
流动路径受限，造成气袋内部压力异常
提升，在极端高温环境（85℃）下气囊弹
出作动时压力过大， 气囊可能产生破
损， 无法达到设计预期的乘员保护性
能，存在安全隐患。 日产（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将通过东风英菲尼迪汽车有限
公司，对召回范围内车辆免费更换改善
后的气囊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

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召回部分进口高性能版自由光汽车
共计 2549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

车辆， 由于动力传输单元 PTU 的输入
轴花键和变速器输出轴之间的相对运
动可能会导致输入轴花键的齿磨损，最
终可能导致变速器和 PTU 内的差速器
之间无法啮合。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扭
矩将无法在前轮和变速器之间传递，从
而导致车辆行驶时失去动力、车辆静止
时失去驻车（PARK）功能，存在安全隐
患。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刷
新传动系统控制模块和电子驻车制动
器的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

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召
回部分进口起亚斯汀格汽车， 共计 32
辆。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制动系
统 HECU 内部可能发生短路， 极端情
况下会导致发动机舱起火，存在安全隐
患。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
换保险盒内保险丝，将大容量保险丝更
换为较低容量保险丝。 若 HECU 内部
发生短路，较低容量的保险丝会及时熔
断， 可避免因短路导致车辆起火的风
险，以消除安全隐患。 车辆更换保险盒
内保险丝后， 如后续出现 HECU 内部
短路导致保险熔断问题，无论车辆使用
年限和行驶里程多少，将为用户车辆免
费更换 HECU。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召回
部分 XC40 汽车共计 465 辆、召回极星
2 纯电动汽车共计 2031 辆。 本次召回
范围内的车辆由于供应商原因，动力电
池能量控制模块 （BECM）中的微处理
器重设，可能导致行驶中高压电池连接
断开。 行驶中没有预警，高压系统存在
意外断开的风险。 在极端情况下，行驶
途中可能失去动力，存在安全隐患。 公
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
BECM 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

·新闻热评·

20２1年 3 月 25 日 星期四焦点新闻5 责编/吴永红 版式/常欢欢

·聚焦种业强省之路③

作物种子如何“升级换代”？
■ 本报记者 史力 何珂

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主粮作物育种要更多考虑安
全性和稳产性

种子， 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两个 “要
害”之一。

3月 22 日 ，在宿州市埇桥区 ，安徽
华成种业公司的基地内，小麦育种专家
王平信正查看小麦种植情况。 经历了冬
天几次低温寒潮后 ， 小麦长势依旧很
好，已进入孕穗期。 “这是我们自主选育
的天益科麦 5 号。 原种种植收获高纯度
的种子，是良种繁育的基础。 ”王平信告
诉记者。

推进种业高质量发展，才能确保“中
国碗主要装中国粮”。 目前我国水稻、小
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 100%自给，已形成
比较健全的良种繁育和推广体系。 作为
粮食主产区， 近年来安徽不断选育和推
广水稻、小麦优良品种。 “这些年，我们小
麦育种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主要品种中，
本省选育的比重已经从 5 年前的 10%左
右提高到 30%上下。 ”知名种业专家、安
徽农业大学副校长马传喜接受记者采访
时介绍。

水稻是我省主要口粮作物之一。 “我
国水稻育种走在全球前列， 而我省又处
于全国第一方阵， 特别是长江流域的两
系、三系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和品种推广
应用优势明显。 ”水稻育种专家、安徽荃
银高科种业副总经理张从合表示。

我省水稻年种植面积 3800 多万
亩，总产量 3600 万吨左右，大约处于全
国第五位 ， 是名副其实的水稻生产大
省。 据张从合透露，目前我省使用的水
稻品种全部都是国产品种，其中杂交稻
中本省选育的品种大约占 60%，常规稻
占比约一半。

马传喜认为， 着眼更好保障粮食安

全和粮食生产提质升级的需要， 下一步
主粮作物的育种重点应放在安全性和稳
产性上。

“过去几十年来小麦育种主要侧重高
产，现在要转变思路，更重视安全性。 比
如针对性地选育抗性好的品种， 提升抗
赤霉病能力。 要根据需求越来越多元化
的趋势，加强专用小麦品种研发。 ”马传
喜强调。 现在粮食安全战略提出了稳产
的要求， 还要在育种环节提升品种的抗
风险能力，比如抗倒春寒、穗发芽、干热
风等。

“要集中攻关研究降成本的相关技
术。 ”张从合提出，要通过技术的提升降
低育种、种子生产以及栽培环节的成本，
提高种植效益， 这也事关农民种植积极
性和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加强分子育种技术应用，
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企
业技术和品种优势

与水稻、小麦不同，我国部分玉米品
种要靠“洋种子”。

据荃银高科玉米公司总经理苏法介
绍，我国玉米种植历史相对较短，在培育
品种源头的种质资源或育种技术方面存
在不足。相比小麦和水稻品种，玉米自育
品种的比例较低。 “不过，我省当前种植
的玉米品种全部是国产种子。 ”苏法说，
但这种高自给率并非品种优势的原因，
而是政策和气候所致。

“目前国外玉米品种审定推广，国家
非常审慎。 现在引进的国外品种也不适
应我省气候。 ”苏法强调，相对“洋玉米”，
我们的自育品种还存在差距。 这种差距
主要体现在产量和抗病虫害能力上。 国
外玉米产量一般比我省现在的主流品种
高出 20%以上，更重要的是少有病虫害，
黄曲霉素含量低， 适合现代畜牧业发展
需要，竞争优势比较突出。

在马传喜看来，“洋玉米” 不仅仅是

种植表现好， 还给国内玉米育种带来了
崭新的思路。

“以美国的‘先玉 335’为例，过去我
们都认为玉米要‘人高马大’，一棵上结
好几个穗才能高产。 ‘先玉 335’植株矮
小细瘦，一棵就结一个棒子，但是它种植
密度是国产玉米的近 2 倍， 而且植株高
矮一致，玉米穗位置也一样，棒子中空、
包衣少、脱水快，这些都是按照适宜机收
来‘设计’的。 ”马传喜说。

“我们农民种玉米，一直是一个土穴
放几粒种子，防止不出芽。到了一定时候
要间苗。 而‘先玉 335’要求一个穴一粒
种，质量过硬，这就是差距。 ”马传喜强
调，必须未雨绸缪，追赶先进国家，尽快
缩小差距。

未来玉米育种要在提高单产、 改善
品质等方面下功夫。 “分子育种技术可以
对控制玉米性状的基因进行鉴定选择、
编辑改良，想打好玉米种业翻身仗，就得
在分子育种技术上取得突破， 将先进的
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紧密结
合。 ”苏法认为。

马传喜表示， 在分子育种领域的基
础性研究上， 我国在国际上处于前沿水
平，但是研究更多侧重“发论文”而非“搞
专利”。 而且，很多企业不具备雄厚的技
术能力。 反观国外企业，经过长期积累，
科研水平高，而且是以应用为导向，注重
研究专利和品种选育。因此，要加强科企
合作，推动基础研究成果更好、更快地转
化为企业的技术和品种优势。

经济作物种子市场竞争
力不强，培育独角兽企业做强
细分市场

春分已过，在有着“中国蔬菜之乡”
称号的和县，种子繁育基地的白菜、茼蒿
等正在开花。 “和县每年繁育的蔬菜品种
有近 30 个。 ”和县善厚种子协会会长王
云介绍，从露天种植的蔬菜看，和县繁育

推广的品种主要是以国内品种为主。
与玉米、生猪等品类相比，蔬菜品种

的种源问题较少引起社会关注， 但短板
明显。

“总体看，我省蔬菜品种是以国产为
主，占比超过 60%，但中高端品种的种子
主要依赖进口，因为进口种子质量更高，
蔬菜的品相和口感更好。 ”安徽荃银高科
瓜菜种子公司负责人钱奕道介绍， 经济
作物领域的种子市场甚至出现 “进口种
子按粒卖、国产种子论斤卖”现象，这主
要是国产种子市场竞争力不强所导致
的。 以西瓜为例，选用国产瓜种，如果一
亩地结 1000 个瓜， 有可能会出现 50 个
坏瓜，早熟品种的话，一个瓜能卖 50 块
钱， 那么一亩地就少了 2000 多元的收
入。因此，很多专业蔬果基地更愿意花高
价买进口种子。

和县蔬菜协会会长夏新发也反映，
在一些高端蔬菜品种上，例如小西红柿、
甜瓜、西兰花等，国外种子有垄断优势。
“洋种子 ”虽然贵 ，但可靠性高 ，发芽率
高，稳产高产。 “国产种子发芽率有的在
80%左右，而进口的一般在 95%以上。 搞
机械化规模育苗，一般都用进口种子。但
我们也在奋起直追 ， 提高国产种子质
量。 ”夏新发说。

小小“菜篮子”，关系千家万户。蔬菜
“洋种子”价格高，垄断细分市场，影响相
关产业。钱奕道建议，完善蔬菜种子企业
的扶持政策，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
化蔬菜育种技术体系。 对严重依赖进口
的蔬菜种子设立重大专项，加快实施，引
进专业人才，重点攻关，加速赶超国际先
进水平进程。

“要加快培育一批独角兽企业，在细
分市场做强做大。 ”在钱奕道看来，蔬菜
品种繁多，有很多品种大企业顾及不到，
小企业可以瞄准一两个品种， 联合科研
单位集中攻关， 比较容易取得突破性进
展。一旦选育出好的品种，就能够迅速在
细分市场做大做强。

期待网约车查询服务更便捷
梅 麟

日前 ，交通运输部正式上线网约
车合规信息查询服务 ，只要在官方微
信公众号输入车牌号即可查询驾驶
员与机动车是否拥有合规资质。 这一
服务上线后，赢得广泛好评。

据交通运输部调查 ，使用网约车
服务时 ，平台安全能力是用户出行首
要考虑因素 。 近年来 ，一些围绕网约
车引发的违法犯罪案件频频上 “热
搜 ”， 也反映了人们对平安出行的重
视。 与缺乏相关资质的驾驶员或车辆
相比 ，合规网约车驾驶员要求通过背
景核查 、考核合格 、符合城市人民政
府规定条件且获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驾驶员证 》， 合规网约车车辆要求
已安装应急报警等装置 、技术性能符
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 、登记为预约出
租汽车客运且获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运输证》。 显然，拥有合规资质意味
着更为全面的软硬件安全保障。 用户
通过查询网约车合规信息 ，可以有效
规避因驾驶员或乘用车缺乏资质造
成的风险隐患 ， 拒绝接受 “黑车 ”服
务，确保平安出行。

近年来 ，监管部门不断完善网约
车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网约车平台为
适应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也持续加
大对安全保障投入 ，推动线上线下安

全能力和安全体系提升 。 但与此同
时 ，也存在一些平台未建立严格的规
范化机制 、对平台旗下网约车服务管
理工作不到位 、“双合规完成订单率 ”
较低等现象。 此次网约车合规信息可
查 ，有望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网约车
平台的合力 ，便于平台用户及时举报
投诉不合规服务 ，降低舆论监督介入
成本 ，提升职能部门执法效率 ，倒逼
网约车平台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加
快网约车正规化发展进程。

尽管微信对大多数人而言并不
陌生 ，但现阶段完成查询服务需要经
过“打开微信-查找官方公众号-选择
查询-输入车牌号查询 ” 等一系列步
骤 ，流程相对复杂 。 若出行者不熟悉
公众号操作 、 或遭遇打车高峰期 ，则
较难完成全过程查询操作 。 因此 ，职
能部门应联合网约车平台 ，持续打通
数据壁垒 ，提供多渠道 、多平台查询
服务 ，实现如 “扫描车身二维码查询 ”
“短信查询 ”“网约车 App 查询 ” 等多
元化应用场景 ，充分满足不同用户群
体查询需求 。 媒体应通过新闻报道 、
视频科普 、公众号文章推送等贴近日
常生活的形式 ，引导公众增强 “上车
前先查询 ”的维权意识，推动网约车查
询服务更快普及。

荩 3 月 21 日，淮北市博物馆、淮北市矿山博物馆联
合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在南湖湿地风景区举办 “踏寻
春天的声音”经典诗歌诵读主题活动，传播诗歌文化，
展示诗歌魅力。 本报通讯员 周方玲 摄

荩 3月 18 日，合肥市肥东县响
导乡桃园内满树桃花盛放，响导
学校的小学生们正在春游踏青。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茛 随着气温转暖， 庐江县白湖镇六岗村梨园梨花竞
相绽放，构成一幅如诗如画的田园景观。图为美术爱好
者正在用手中的画笔描绘春天的美景。

本报通讯员 罗君 摄

民爆生产线年内实现装车无人化

本报讯 （记者 吴量亮 ）近日 ，省
经信厅印发 《2021 年全省民爆行业安
全生产工作要点》。 其中提出，持续推
进智能制造。 推进工业炸药智能制造
和仓库管理智能化系统应用 ；持续压
减危险岗位人员 ，实现生产少 （无 ）人
化 ，实现智能制造 ，打造智能厂 ，提升
本质安全水平 。 今年底前 ，生产企业
生产线装车工序要全部采用机器人
装卸，实现装车无人化。

今年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工
作的总体要求包括 ：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 ，统筹发展和安全 ，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强化隐患排查治
理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持续提
升安全管理能力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 ， 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
在 “加强科技创新 ，持续推进高质量
发展 ”方面 ，将编制我省民爆行业发
展 “十四五 ”规划 ，研究民爆行业布局
和技术进步 ，推进行业安全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 持续优化我省民爆行业产

能结构 ，化解过剩产能 ；推进数码电
子雷管生产和推广应用 ；推进企业转
型升级 ，提升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
制造升级水平。 加快智能设备研发工
作 ， 提升设备的可靠性和智能化水
平 ，实现企业智能化管理 ；完善人才
激励机制 ， 进一步提升项目研发水
平 。 加强 “工业互联网 安全生产 ”建
设 ，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同
行业深度融合 ，提升行业安全管理水
平 ；优化整合行业管理系统 ，建立行
业大数据平台 ， 建立行业管理信息
库 ，加强行业数字化建设 ，提升监管
信息化水平。

我省将加强民爆行业骨干企业
培育 。 加强培育科技引领作用突出 、
产业集中度高 、一体化服务能力强的
行业骨干企业。 鼓励企业加强区块链
技术发展 ，扶持和培育行业 “专精特
新 ”企业 ，强化产品多样化 ，覆盖市场
点多面宽 ，服务效高质优，精细化服务
市场。

首诊在基层 看病有“医”靠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王太新

“高压 142，低压 76，比前段时间好
多了。记住，继续保持运动、清淡饮食，慢
慢调理，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日前，滁州
市南谯区腰铺镇卫生院医生陈友平来到
患者李长友家中进行随访， 临走时仍不
忘再叮嘱几句。

今年 69 岁的李长友患有脑梗、高血
压等慢性病多年。老李告诉记者，以前他
看病经常往城里的医院跑，折腾得够呛。
四年前， 腰铺镇卫生院开展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陈医生与他结成了对子，每隔一

段时间就会上门随访一次。 “现在小毛病
就在镇卫生院看，严重了，陈医生会带我
到城里的医院看，比以前省心多了。 ”老
李笑着对记者说。

和老李一样， 在腰铺镇卫生院输液
的朱良翠也深有感触：“现在， 镇卫生院
的医疗设备先进多了， 过去只能到大医
院才能做的检查， 如今在家门口的医院
就能做，真方便！ ”

如今， 群众不仅能得到本地医生的
贴心服务， 还能享受到南京等外地医院
专家“上门”服务。每到周六，南京市浦口
区中医院著名骨科疼痛专家桑保全都会
如约来到腰铺镇卫生院“名医工作室”坐

诊，为当地患者解决疑难杂症问题。家住
腰铺镇二郎村的张桂琴说：“我的老伴两
年前干活摔伤了腰， 镇上没有足够的医
疗条件，要到外地的医院看，离家远、花
钱多不说，办手续也麻烦。 现在好了，专
家每周到镇医院坐诊，看病方便多了。 ”

据了解，浦口区中医院和腰铺镇卫生
院签订对口帮扶协议后， 对需要上转、下
转的病人建立双方联系人制度，为患者提
供“一站式”转诊服务，浦口区中医院还定
期安排资深人员和团队到南谯开展坐诊、
会诊、查房、讲座等多种形式的业务指导。

“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南京浦
口区中医院、 全椒县中医院都会定期派

专家来我们医院坐诊， 吸引了大批患者
前来就诊。 ”腰铺镇卫生院院长张际联告
诉记者， 在开展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同时， 他们也在借助外地名中医的力量
打造中医馆， 以便更好地满足群众看病
需求，真正把“首诊在基层”推深做实，努
力让患者少跑路、少折腾、少花钱。

“首诊在基层”是实施分级诊疗制度
的关键，也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 南
谯区卫健委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 近年
来，随着政府投入力度的持续加大，南谯
区基层医疗机构已具备诊治大部分常见
病和多发病的医疗能力， 服务水平明显
提升，为辖区群众提供了距离近、价格低
的常见病防治服务， 有效缓解了老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据统计，2016 年
全区基层卫生诊疗量为 26 万人次，2019
年增长至 36 万人次，目前选择就地就近
治疗的患者仍在不断增多。

聆听 的声音春春春春春天天天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