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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中美元首将就事关两国关系未来的
战略性问题交换意见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甘霖出任国家反垄断局局长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甘霖（女）为国家反垄断局局长。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网

站上可见，甘霖简历显示，她生于
1963年10月，博士研究生，现任致公
党中央副主席、市场监管总局副局
长、国家反垄断局局长。公开资料显
示，甘霖于2018年起任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副局长，分管反垄断局等部门。

此次任命局长，是国家反垄断局
首次亮相。随着反垄断工作成为中
央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我国反垄断
监管力量正逐步充实。

据新华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网站、人民网等

中西医结合精心救治
本轮疫情已有300多名患者治愈出院

近日，在多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患者救治中，中西医再度联手，协
同发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
局监察专员郭燕红日前表示，本轮疫
情患者救治全程体现了中西医结合、
中西药并用的原则。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
据，截至 11 月 12 日 24 时，本轮疫情
涉及 21 个省份的本土感染者累计为
1379 例，经过精心救治，有 300 多例
已治愈出院；累计有重症患者85例，
经过精心救治，有66例已转为轻症，
甚至有的已治愈出院。

“在这次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
中，中医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郭燕红说，中医专家边救治边总结，
筛选出了一批有效方药，治疗过程体
现了辨病辨证的统一。 据新华社

聚焦疫情防控

一旅游博主
因亵渎烈士墓获刑七个月

记者 15 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获悉，近日，新疆皮山县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旅游博主李
奇贤（网名“小贤 Jayson”）涉嫌侵害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经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皮山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奇贤犯侵害英雄
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七
个月，并责令其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通过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

2021年7月15日，被告人李奇贤
在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赛图拉镇康
西瓦烈士陵园内，先是踩踏刻有烈士
陵园名称的石碑底座，斜倚碑身摆
拍，随后又到陈祥榕烈士墓前，满脸
嬉笑脚踩墓碑底座，用手比作“手枪”
状对着烈士墓碑再次摆拍。同日 12
时许，李奇贤将上述照片在微信朋友
圈（5000余名微信好友）公开发布，经
多名微信好友指出照片内容对英雄
烈士不尊重后，遂删除该内容。为获
取流量关注，14 时许，李奇贤再次将
照片发布至今日头条个人账号“小贤
Jayson”，上述照片在网络上迅速传
播扩散，引发社会公众强烈愤慨，造
成恶劣影响。

日前，检察机关依法对李奇贤提
起公诉，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庭审中，李奇贤推翻原有罪供述
拒不认罪，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有期徒
刑七个月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后，采纳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和
量刑建议，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即
将举行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答问时说，
根据双方商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美
国总统拜登就事关中美关系未来的战略
性问题以及双方共同关心、关切的重要
问题坦诚、深入、充分交换意见。

赵立坚说，经中美双方商定，习近平
主席将于北京时间 11 月 16 日上午同美
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当前中美
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此次视频
会晤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
关系的一件大事。中美两国人民和国
际社会都希望会晤取得对两国和世界

都有利的结果。
他表示，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

行，加强对话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妥处
敏感问题，探讨新时期中美作为世界大
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推
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
轨道。

11月15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
平的骨灰安放仪式在湖南省长沙市唐人
万寿园陵墓举行。“人就像种子，要做一
粒好种子”这句袁隆平院士生前说过的
话，被镌刻在墓碑上。

15日9时，人们在陵园追思厅举行
了追思活动。袁隆平院士的遗像摆放在
大厅正前方，袁隆平院士家人和生前同
事、学生以及好友一起深情回顾了他的
一生。大厅里播放着乐曲《我和我的祖
国》，四面的电子墙上显示着多个二维
码，在场的很多人拿出手机，通过“扫描
点灯”的方式，寄托对这位为世界和中国
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人的哀思。

随后，人们手拿鲜花，眼里噙着泪水
缓缓前行，恭送袁隆平院士骨灰。

再送袁老一程
哪些细节让人红了眼眶？

袁隆平院士骨灰安葬仪式的每一个
细节，都饱含着对袁老的敬意。其中，仪
式现场铺的地毯，颜色宛如稻田，袁老一
生耕耘在稻田，往后风吹稻花香，我们都
会想起袁老；袁隆平院士的墓盖四周环
绕着稻穗装饰，墓盖上方端正地摆放着
两只碗，碗上写着：“愿天下人都有饱饭
吃”。网友表示，看到碗上的字，再也绷
不住了，泪流满面。

上午 11 时，骨灰安放仪式正式开
始。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为自己的老
朋友主持安放仪式。袁隆平院士的三个
儿子站在最前排，他们将手放在父亲的骨
灰盒上静静默哀，在礼宾人员引导下将父
亲的骨灰安放进墓穴。随后，袁隆平院士
的家人一一上前为老人墓地添土，参加仪
式的人向袁隆平院士墓碑行三鞠躬礼。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句袁
隆平院士生前说过的话，被镌刻在墓碑上。
墓碑后面的松柏苍劲挺拔，两边摆满了
鲜花，袁隆平院士的遗像摆放在墓碑前方。

袁隆平院士于 2021 年 5 月 22 日 13
时7分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与世长辞，
享年91岁。他始终牵挂、奉献一生的杂
交水稻事业仍在继续。今年 9 月 28 日，
在四川省米易县，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
合“三优 2 号”实现亩产 1085.99 公斤。
10 月 17 日，在湖南省衡南县，由袁隆平
院士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以
1603.9公斤再次刷新纪录。

学者追忆缅怀
袁老曾说“搞科研就像跳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稻研究所
所长胡培松至今记得，在 5 月 24 日袁隆
平院士遗体告别仪式上，百姓捧着鲜花，
自发地前来告别。袁隆平先生从事杂交
水稻研究长达60余年，他的一生足以诠
释一部中国杂交水稻的发展史。

11 月 10 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
国农业大学、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同举
办的袁隆平精神学习交流会，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包括胡培松等5
位院士在内的农业科技界专家学者共聚
一堂，追忆缅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杂交水稻
是世界性科技难题，在美国、日本等国的水
稻研究所，曾一度放弃对杂交水稻的研究。
但在我国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普普通通
的青年教师袁隆平没有经费、没有设备、
更没有科研团队，誓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1960年，袁隆平发现了一株“鹤立鸡
群”的水稻，他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等到
第二年播种抽穗，那一株有着优良特性
的“天然杂交稻”却再也没有现身。

彼时，农学界认为“水稻没有杂交优
势”，流传着“三系三系，三代人搞不成
器”的谣言。不受外界影响，1964年，袁
隆平和助手们先后做了 3000 多个杂交
组合实验，“死磕”9 年，直到 1973 年，袁
隆平团队终于成功实现了“三系配套”。

但可惜的是，最初试种的杂交稻增
产优势，只表现在稻株的茎叶上。那时，
有人嘲笑说：“可惜人不吃草，不然杂交
水稻还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面对冷嘲热讽，袁隆平带领团队改

进技术，实现了稻谷增产优势，解决了杂
交制种难题。三系法研究成功了，袁隆
平又出发，向两系法进军。

这时，又有“好心人”劝他：“袁老师，
您已经是著名科学家，功成名就，万一搞
砸了，岂不败坏了您的名声？”

袁隆平坦然答道：“搞科研就像跳
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
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
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
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随着三系法、两系法研究的接连成
功，袁隆平又开始瞄准世界水稻研究另
一个重大难题——培育“超级杂交稻”。

2018年，88岁的袁隆平开始向亩产
1200多公斤的高峰攀登。到了2020年，
已经 90 岁高龄的他，又提出了更高、更
难、更新的冲击目标：研究第三代、第四
代、第五代杂交水稻和耐盐碱水稻，确保
我国杂交水稻持续领跑世界。

“有生之年，我要实现大面积亩产20
吨/公顷，即亩产1350公斤的目标，我很
有信心！”袁隆平说。

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邓华凤感慨：
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断创新，是袁隆
平创新精神的有力注脚。

综合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等

袁隆平院士骨灰在长沙安葬
墓碑上镌刻着“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11月15日，袁隆平院士骨灰安放仪式在湖南长沙举行。新华社发

11月15日，袁隆平院士骨灰安放仪
式在湖南长沙举行。 新华社发

袁隆平院士的墓盖上方摆放着两只
碗，碗上写着“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图据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