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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陈波）
昨天是清明节。祭奠英烈和追思先
人，是许多市民在这一天的安排。

当日，歌乐山烈士陵园，细雨霏
霏，空气微凉。一些市民自发来到这
里祭奠英烈，表达缅怀之情。

“11·27”死难烈士之墓前，摆放着
重庆市社会各界敬献的花篮和黄、白
两色菊花拼成的“祭”字。市民排队来
到这里，敬献鲜花，面向烈士墓三鞠
躬，并环绕烈士墓缅怀红岩英烈。

重庆日报记者现场看到，当天前
来祭扫的市民以青年人居多，其中还
有不少孩子。人们全程佩戴口罩，自
觉保持两米以上间距。

“宝贝儿，我们先去给烈士献花。”
站在烈士群雕下，渝北区市民何瑜慧
对7岁的儿子梁智森说。这已经是梁
智森第二次跟随妈妈前来祭奠英烈
了。何瑜慧表示，她常常教育孩子要
怀感恩之心，抱奋勇之志，“比如这次
全国性哀悼活动，我告诉儿子要尊重
抗疫英雄，因为是他们在竭尽全力保
护我们。”

很多市民通过祭奠英烈，感恩幸
福生活。璧山区市民刘冬生和10岁的
孙女刘筱，花了一个多小时来到陵
园。刘筱和家人、同学曾经多次来到
歌乐山烈士陵园祭扫。她说：“很多烈
士牺牲的时候才二三十岁，今天的美
好生活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不
能忘记他们。”

据了解，许多市民和烈士家属因
疫情原因没有来到陵园实地祭奠，于
是纷纷在网上表达哀思。红岩联线相
关负责人说，红岩联线开展了网上“清
明祭英烈”活动，该活动通过清明寄
语、网络敬献、展播优秀书画作品等形
式，表达对红岩英烈的崇敬与怀念。

除了祭奠英烈，很多市民也在追
思先人。

昨日清明小长假首日，南山龙园
12083朵菊花铺满小广场，组成了一个
汉字“思”和爱心形状，数十名陵园工
作人员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代客祭扫
活动。

今年清明正值疫情期间，市民政
局呼吁广大市民尽量不到现场祭扫。
南岸区殡葬发展促进会统一部署，为
12个殡服单位统一订购10万余枝菊
花，为市民提供鲜花免费代祭服务。
南山龙园作为重庆市规模最大的公墓
之一，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周密部署精
心组织鲜花代祭活动。

据了解，现场集体代祭活动总共
用12083朵菊花，代表着该园12083名
逝者。该园提前半个月就对所有墓位
进行了全面清扫及清理杂草、擦拭墓
碑等准备工作。今年清明期间，南山

龙园平均每天预约祭扫人数700名，仅
为往年的五分之一。

市民政局数据显示，4月4日，全
市共有174个殡葬服务机构（含公墓
陵 园）开 放 祭 扫 ，现 场 祭 扫 群 众
113149人（主城 79207 人、区县 33942
人）；车辆19262台（主城 10984 台、区

县 8278 台）。殡葬服务机构（含公墓
陵园）提供集体代客祭扫服务239次、
组织集体祭扫服务13次。各殡葬服
务单位治安、交通秩序良好，消防未接
报灾情。

统计显示，3月25日至4月4日16
时，全市已预约现场祭扫人数364432

人，已接待现场祭扫群众 365625 人
（其中主城 268986 人、区县 96639 人），
已接待现场祭扫车辆79049台（其中
主城53966台、区县25083台）。全市殡
葬服务机构（含公墓陵园）已提供集体
代客祭扫服务715次、组织集体祭扫服
务17次。

清明时节市民扫墓祭奠英烈追思先人

寄托深深的崇敬和怀念 新华社北京 4 月 4 日电 （记者
伍岳 董瑞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4日在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疫情发
生以来，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加强市场
粮源调度，有序组织拍卖政策性粮源，
有效保障市场需求，截至目前没有动用
中央储备粮，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动用地
方储备粮。

秦玉云说，近年来，粮食库存总量
持续高位运行，目前稻谷、小麦的库存
量能够满足一年以上的市场消费需求，
不少城市的成品粮市场供应能力在30
天以上。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应急
加工企业已经复工 4750 家，复工率
88.2%，复工企业的小麦和稻谷加工能
力每天96.2万吨。

“按照每天一人一斤粮计算，仅这
些粮食应急加工企业每天的加工能力，
就够全国14亿人吃一天多。”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
王宏说，充足的原粮储备，适度的成品
粮储备，再加之强大的应急企业加工能
力，足以确保疫情期间粮食供应满足需
要。

“至于说要不要囤点大米，我认为
完全没有必要。顺便提醒一下，在家里
大米、面粉保管不好容易生虫，放久了
品质、口感都会下降，因此建议消费者
朋友根据家庭需要适量购买。”秦玉云
说。

他说，下一步，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将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监测预警、协
同联动和粮源供应，确保粮食市场供应
充足、价格稳定、运行平稳。

粮食供应可以满足需要
截至目前没有动用中央储备粮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巫山双龙镇花竹村，离脱贫户聂
章华家不远的山坡上，新栽的脆李苗
刚刚抽出新芽。这里原是一片废弃的
石榴树林，聂章华将其流转过来，发展
脆李。“本以为挖出的石榴树只能当柴
烧，没想到，政府帮忙联系到买家，这
又让我们多了笔收入。”果林下，聂章
华的儿子聂海一边察看幼苗长势，一
边高兴地说。

这几年，得益于脱贫攻坚惠民政
策，聂章华一家不仅摘掉了“贫困户”
的帽子，儿子聂海还成为村里脆李产
业的技术骨干，带领村民脱贫增收。

流转石榴林种脆李

聂章华流转的这片石榴林是十几
年前村里引入农业公司发展的特色产
业，但由于疏于管护，石榴树虽然长得
枝繁叶茂，结出的果实却小而苦涩，经
济效益低下。

“能长出石榴树的土地也适宜脆
李生长。”抱着这样的想法，去年底，聂
章华向银行申请到5万元扶贫免息贷
款，再凑上自己这几年的积蓄，他将果
林流转了过来。可看着一棵棵两三米
高的石榴树，聂章华犯难了。挖树、整
地、栽种脆李苗……他请人帮忙，每天
的成本就在2000元左右，而石榴树在
当地卖不起价，对刚刚脱贫的聂章华
而言，这笔劳务费算是不小的开支。

“老聂，挖出的石榴树怎么处置
呀？”一次，“第一书记”李言带着驻村

扶贫工作队来到聂章华家中走访，问
起石榴树的用途，聂章华微微叹了口
气：“没人要就只能当柴烧了！”想着十
几年的壮树却只能当做柴禾，驻村扶
贫工作队也甚觉可惜。

驻村工作队为石榴林找“婆家”

如何变废为宝，让挖掉的石榴树
也能为村民增收？

通过进一步走访，驻村工作队得知，
虽然这片石榴林结出的果子口感不好，
但却极具观赏价值：春天，石榴花开，
火红的花朵映得漫山遍野红艳似火，
煞是好看；秋天，石榴成熟，金黄色的果
子缀满枝头，又给人以丰收的喜悦。驻
村扶贫工作队反复思考，决定从苗木公
司入手，给这200亩石榴林“找婆家”。

然而，石榴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景观树，驻村工作队一连联系了好几
家苗木公司，都被婉言拒绝。“我们甚
至利用休息时间，跑到重庆望海花市
找买家，几位有意向的老板听说要去
巫山拉苗子，都纷纷打起了‘退堂
鼓’。”李言回忆道。直到去年12月，李
言接到一个四川温江苗木场老板打来
的电话，老板名叫邓长洪，正需要收购
一批石榴树。经工作队牵线搭桥，邓
长洪认识了聂章华，去年12月底，他还
专门跑来花竹村考察。

“这片石榴树正是我所需要的丛生
林，其树形、树貌都正合我意。”邓长洪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在得知这片石榴林
的主人是村里的贫困户后，他又主动调
高了价格，以每棵130元的收购价与聂

章海签订了协议。

大户示范助力脆李发展

受疫情影响，直到今年3月，邓长
洪才从村里拉走了第一批苗木。聂海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第一批石榴树一
共有700多棵，为他们一家带来近十万
元的收入。“而按照协议，今年冬季，公
司还要来村里收购第二批苗木。”聂海
高兴地说。

整地、移栽、施肥……石榴林被挖
走后，聂海又忙着种植脆李。“多亏驻
村工作队牵线搭桥，才帮忙解决了难
题。趁着春暖花开，我也得赶快行动
起来，为产业发展出一份力。”果林下，
聂海挥锹抡锄，干劲十足。

事实上，在此之前，聂章华一家就
发展了400余亩脆李，聂海做为村里培
养的技术骨干，在管护好自家脆李园
的同时，还为村里其他贫困户提供技
术帮扶。

俗话说，果树“三分种，七分管”。
过去，贫困户张远奎种植的脆李树总
爱“生病”，结出的果子又小又涩，卖不
起价，聂海听说后，亲自上门手把手教
他给果树修枝、剪枝，冬季又督促他给
树干刷白除菌。“多亏聂海传授技术，
果树才越长越壮。”张远奎告诉记者，
去年，脆李亩产达3000多斤，他实现纯
收入十余万元。

而对于62岁的贫困户杨诗保而
言，要不是聂章华一家带头，他也没想
过种植脆李。“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
后，驻村干部就上门动员我发展脆李，
可种了一辈子‘三大坨’，我和村民们
只觉得这填不饱肚子的果子种了没啥
用。”杨诗保感慨道：“直到聂章华家的
果园开始成熟，脆李每斤能卖到6元，
看得‘心痒痒’，我才开始种植。”这几
年，杨诗保陆续种植了5亩脆李，加上
就近务工的收入，他早已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

据了解，通过大户示范，目前，花
竹村已发展1580亩脆李，共带动全村
63户贫困户脱贫增收。“下一步，我们
还将助推农旅融合发展，形成春赏花、
夏摘果的乡村旅游格局。”李言说。

巫山花竹村：

石榴林变脆李林 贫困户增产又增收

苗木公司派人到巫山双龙镇花竹村收购石榴树。 （巫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4月4日，南岸区南山龙园，陵园工作人员在为市民提供鲜花免费
代祭服务。 通讯员 崔景印 摄

4月4日，潼南社会各界群众自发前往杨闇公烈
士陵园，敬献鲜花。 通讯员 李扬 叶凤英 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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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3
日的例行记者发布会上宣布，全球累计
确诊病例已超百万，累计死亡病例超5
万。目前，疫情已蔓延至全球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

数据何以如此惊人？

认知不够

按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
迈克尔·瑞安的说法，今天的疫情其实
是至少两周前感染情况的集中体现。
虽然目前各国都已出台空前严格的抗
疫措施，但要看到显著效果仍需时日。

换句话说，两周甚至更早之前，不
少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疫情威胁认知
不够，未能采取足够有效的防控措施。

以最新的疫情“震中”美国为例。
美国《科学》杂志1日一篇文章用“支离
破碎、混乱不堪”来形容美国的疫情应
对工作。文章指出，美国“缺乏强有力
的全国性协调”，“政治领导人发出的保
守信息”给抗疫带来困扰。事实上，直
到3月11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全国电视讲话中仍在向国民传达疫情
并不严重、感染风险“非常、非常低”的
信号。

美国领导层对疫情尚且“轻描淡
写”，普通公众对疫情的认知自然大打
折扣。《纽约时报》1日报道，两周前得
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约70名学生还
在春假期间举行派对，如今44人新冠
病毒检测呈阳性，更多学生正接受检
测。

不只是美国，其他一些国家民众对
疫情的严重性也同样缺乏足够认知。
英国广播公司在3月12日的报道中提
到，“当意大利北部地区开始设定隔离
区时……很多30岁以下的年轻人继续
像平常一样外出活动，包括周日去海滨
晒太阳吃海鲜”。

检测不足

随着各国检测范围扩大和检测效
率提高，全球病例数猛增，这也正说明
此前检测的严重不足是造成疫情恶化
的重要原因。

2月中旬，美国每百万人中只有约
2.4人接受检测。相比之下，与美国几
乎同时期确诊首例病例的韩国，当时每
百万人中有154.7人接受检测。此后
至3月初，随着美国扩大检测范围，确

诊人数迅速增加。但截至3月28日，
美国每百万人中仍只有2250次检测，
是韩国近三周前检测人数的2/3。目
前美国已为大约100万人做了新冠病
毒检测，每天检测量达到10万份样本。

在疫情严重的欧洲，缺乏检测试剂
盒和快速检测方法仍是各国面临的难
题。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 20日报
道，新冠病毒RNA提取试剂盒的供应
链已达到极限。

相比较而言，德国似乎是目前欧洲
疫情防控最得力的国家。据英国《卫
报》2日报道，疫情在德国造成的病亡
率约为0.5%，世界范围内约为4.7%，
这是因为德国很早就开始检测且检测
范围大。

资源紧张&管理欠缺

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认为，病亡率主要取决于疾病管理以及
医疗资源管理。当数万人同时患病，最
大的问题是医疗机构床位被占满，导致
重症患者难以入院从而造成高病亡率。

在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医
疗资源不足，加之两国人口老龄化等问
题，是病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据《纽约
时报》报道，意大利是欧洲人口老龄化
程度最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年龄人
口占比达23%，该国许多死亡病例都
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他们感染病毒后
更易诱发致命并发症。西班牙同样老
年人口众多，且养老院缺乏足够的医疗
资源。

而德国病亡率低正是得益于充沛
的医疗资源和高效管理，以及及早采取
措施等因素。

严防松懈

瑞安30日表示，意大利和西班牙
疫情近日出现趋稳迹象，说明此前采取
的社交疏远、“封城”等严格防控措施有
效，但要使新增病例数上升曲线调头往
下，仍需持续加大应对力度。

瑞安说，通过社交疏远措施，确诊
病例的接触者数量明显减少，这意味着
与两周前相比，处于感染风险的人数已
大量减少。再加上持续对社区病例的
检测和隔离，人们其实已能够抢在病毒
进一步扩散前采取措施。

对于疫情在全球或某一国范围内
何时能到达拐点，瑞安此前已多次表示
无法预测。他强调，光靠“封城”远远不
够，还必须持续推进公共卫生措施来

“压制”病毒，因为病毒不会自动退却。
（新华社日内瓦4月4日电）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破百万
新冠肺炎疫情数据为何如此惊人

关注国际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