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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自然—遗传学》以长文形式发表了683份
普通菜豆资源全基因组重测序结果分析，以及普通菜
豆最大规模的主要农艺性状表型鉴定结果。

研究团队在对6500余份种质资源表型分析的
基础上，筛选国内外683份普通菜豆种质资源核心
样品开展了全基因组重测序，发掘480多万个不同

的基因遗传位点，构建出国际首张精细的普通菜豆
单倍型图谱。

“团队利用现代测序技术系统阐释了普通菜豆种
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构建了规模最大、表型数据最
完整、基因信息量最多的表型和基因型变异数据库。”
作科所研究员王述民说。 （本报综合）

科学家揭示普通菜豆全基因组遗传奥秘

改变水稻施肥模式 保障餐桌上的安全

首届水稻提质增收高级研讨会在重庆举行

2020年1月10日至13日，第十九届中国西部（重
庆）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西部农交会）在重庆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来自“一带一路”、市外以及
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的6900余种农产品参展。

本届西部农交会以“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开放合
作”为主题。展场总面积3万平方米，共设6大展区，
分别为：“一带一路”暨国际展区、长江经济带暨西部
大开发展区、“巴味渝珍”品牌农产品展区、市内外企
业（重庆农产品加工业）展区、重庆深度贫困乡镇特色
农产品展区、巴渝醉美乡村暨优质气候品牌展区。

农交会越来越国际化

与往届西部农交会相比，本届西部农交会规模更
大、参展企业更多，影响力和辐射面积也进一步扩大，
来自世界各地的农产品聚集西部农交会，市民可以一
站式购买年货。

据悉，今年西部农交会参展组团达到63个，境内
外参展企业达到2400余家，比上届多100余家；展示
展销产品6900余个，比上届多100多个；专业采购商

300余家。
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相关领导介绍，本届西部农

交会重点设置了“一带一路”暨国际展区和长江经济
带暨西部大开发展区，吸引了西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
沿线重点省市组团参展，更吸引了坦桑尼亚、越南、马
来西亚、印度、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家境
外企业参展。

为了加强国际合作，本届西部农交会举办了“农产
品进出口平台对接洽谈会”，邀请新加坡等国家的7家
境外农产品采购商与重庆本地农业生产企业开展深入
对接、洽谈贸易。

此外，西部农交会上重庆海关和重庆市农业农村
委签署了“关于推进农业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合作
备忘录”，并为2019年度重庆市12个农产品出口示范
基地授牌，进一步推动了农产品出口，提升重庆市特
色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网红”直播推介农产品

本届西部农交会首次举办网络扶贫创新接力活

动，邀请“网红”现场推介贫困乡镇农特产品，同时线
下发布网络扶贫创新活动成果和典型案例。

1月10日上午，来自重庆市云阳县泥溪镇协合村
第一书记罗强、巫山县双龙镇洞桥村第一书记杨玉
超、巫溪县红池坝镇九坪村第一书记董鹏，3位贫困村

“第一书记”与“网红”一道现场直播推介当地乡镇的
农特产品。

野生香菇、泥溪黑木耳、红池坝牛肉干……在持
续几个小时的直播中，各村第一书记携手“网红”推介
农特产品，向网友介绍农特产品背后的扶贫故事，并
线上与网友进行互动，受到网友热烈“追捧”。

市民可以通过扫码关注市农业农村委官方微信
公众号“渝农汇”，进入“西部农交会”板块，网上下单
购买参展产品，线上交易手段得到优化。

在线下所有展区，开设了付款码，市民可以实现
现场无现金快捷交易，并以大屏展示的方式，展示各
展区电子示意图，让逛农交会变得更加便捷，同时电
子屏还展现了近十年农交会交易成果相关大数据。

总额323.4亿元的38个项目集中签约

乡村振兴是本届西部农交会“热词”，在展会上举
办了重庆市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招商签约活动，在活动
现场有总额323.4亿元的38个项目集中签约。

在城乡融合发展高峰论坛上，温铁军、张红宇等
农业农村界大咖级专家出席，共话乡村振兴，为我市
农村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与此同时，本届西部农交会设置了重庆深度贫困
乡镇特色农产品展区，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农业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展，促进贫困乡镇经济发展，为
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

此外，本届西部农交会首次举办了渝鲁粤农产品
产销对接暨鲁渝协作消费扶贫洽谈会，组织山东、广
东采购商近50家与贫困区县农产品生产商开展对接
洽谈，进一步深化重庆与山东、广东的协作发展。

第十九届中国西部（重庆）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闭幕

六千余种农产品参展 年货可一站式购买
本报记者 李霜

▲碳氢核肥种出的
蔬菜。

◀市民正在选购农
产品。

遗失声明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失以下人员
保险执业证，声明作废。
姓名 保险执业证号码
沈文凤 2005250000080020180602571
向冰雪 0012750000000002019004321
贺琴 2005250000080020171103469
马超 2005250000080020180702620
黄宁艳 0012750000000002019000834
宋江 0012750000000002019011829
李霞 0012750000000002019015463
杨晶波 2005250000080020180702638
石洪军 2005250000080020181000073
方纯忠 2005250000080020180101536
晏心军 2005250000080020170604173
李明秋 2005250000080020180303179
郭静 2005250000080020180303187
冯德毅 2005250000080020180700191
蒋娟 2005250000080020180900579
雷海霞 2005250000080020181203643
李芳 2005250000080020190400131
明金花 2005250000080020170902945
帅小梅 2005250000080020180601089
贺扬燕 0012750000000002019003360
刘风珍 2005250000080020180402691
蒋绪梅 0012750000000002019012217
唐世英 2005250000080002015020668
●黔江遗失以下人员保险执业证，声明作废。
姓名 执业证号码
冉江平 2005250000080020180300148
白素银 2005250000080020161100931
姚国珍 2005250000080020161109188
黄爱君 2005250000080020180303234
田森 2005250000080020171203586
冉华平 2005250000080020161200502
谭海艳 2005250000080020161101284
冉华平 2005250000080020161200502
李诗元 2005250000080020171005008
姚永洪 2005250000080020171203828
曾路 2005250000080020180603669
何海艳 2005250000080020170602887
●幸福人寿人寿遗失以下人员保险执业证，
声明作废。

02005150000080020181100677魏长江
02005150000080020170502482熊远容
02005150000080020171203728徐远芬
● 常 翠 云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5250000080020160601889，声明作废。
● 何 跃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650022480020160500544，声明作废。
● 肖 启 玉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650000080020170200749，声明作废。
● 付 友 维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650000080020170705220，声明作废。
● 黄 海 英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0002050011800002019000863，声明作废。
● 戴 述 英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650000080020180503145，声明作废。
● 王 兴 明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650000080020171002269，声明作废。
● 周 兴 会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650011880120180400445，声明作废。
● 魏 惠 玲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650022480120180400342，声明作废。
● 贺 冬 梅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650011880120180400437，声明作废。
● 郭 仁 彬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650022480120180700689，声明作废。
● 李 小 琼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050023080020180500111，声明作废。
● 李 建 华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050023080020180701680，声明作废。
● 廖 杨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150011580020181200771，声明作废。
● 杨 旭 东 遗 失 执 业 证 ，编 号 ：
00000550011500002019000938，声明作废。
● 罗 冬 梅 遗 失 执 业 证 ，编 号 ：
00000550011500002019001109，声明作废。
● 邱 琴 遗 失 执 业 证 ，编 号 ：
00000550023000002019003573，声明作废。
●遗失余泽芬中国人寿保险执业证，身份证
号：51022119711026122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益萍模具加工中心在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
凤凰分理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17147802，账号：0307020120010008010，
声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 程远华）怎样助力中国水稻增产、
增收？如何促进水稻产业健康发展？日前，重庆举办
了首届水稻提质增产增收高级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
著名水稻专家现场作主题报告，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涵
盖水稻全产业链的高规格行业论坛。

研讨会以“健康种植、健康水土、健康米食、健
康美味”为主题，整合水稻全产业链相关技术，就水
稻提质增产增收、减少化肥使用量与农药残留量等
内容进行了研讨，探索了降低化肥使用量与农药残
留量、确保水土健康、促进水稻增产增收的全程解
决方案。

在研讨会上，中医农业水稻专家、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农科院教授张振本就采用
中医农业生产方式，促进水稻提质、增产、增收作
了专题讲解。中医农业生产方式包括土壤改造、作
物生长和作物病虫害防控，完全改变了以往使用化
肥和化学农药的农业生产模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
最优方式。

张振本对重庆中瀚中医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生产的“乙峰99植宝”系列产品在生产实践中，

能系统地改良土壤环境、保障植物健康茁壮生长、
防治病虫害，还能降低成本、增产、增收、提高品
质，并极少使用化肥农药，作出了高度评价，并建
议推广使用。

日本土壤微生态专家温中申就《第三代EPA农
业食物一体化技术系统与谷物提质、增产、增收及前
沿技术发展新趋势》作了专题演讲。他表示，一个代
表和引领今后农业及食物发展趋势的时代消费潮流
已经悄然而至，但是传统的有机农业和近代石化农业
的技术都已经无法胜任其需求。目前，新型的农业技
术集成体系——第三代EPA生态还原+精准种植+健
康美味的农食一体化技术系统已经初步完成构建。

会议主办方重庆天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文波告诉记者，本次高级研讨会聚焦产业发展热
点，把脉行业发展趋势，构建水稻降低化肥使用量与
农药残留量的标准，探索水稻全产业链新通道，推动
中国水稻真正提质、增产、增收。

当天，数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农业教
授、专家现场讲授农业技术，百位种植户与专家、教
授现场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