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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上的春耕协奏曲
——梨树县双河乡备春耕一线见闻

全媒体记者 高鸿

免密支付绝不能“免”掉消费安全

三月的松辽平原东辽河畔，春寒料峭中涌动着现代农业的生机。作为全国
粮食生产重镇，梨树县双河乡党委政府党员干部深入备春耕一线，全力为春耕生
产保驾护航，以“梨树模式”为核心，构建“三级联动机制+科技赋能体系+全产业
链服务”三位一体发展格局，推动经营主体创新引领、现代农机大显身手、科技赋
能精准服务，精心守护黑土地资源，让有限的沃土粮田生产更多更安全的粮食，
奏响了一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今年 3 月初，多名网友发文称，
手机开通免密支付后遭盗刷，这些
网友的微信或支付宝无故出现多
笔扣费，金额从几千元到一万多元
不等。账单显示，被转出的钱款大
多通过手机账户充值进了游戏里。

免密支付作为一种无须输入
密码即可完成交易的支付方式，成
为移动支付时代消费者的普遍选
择。然而，这一便捷功能却隐藏着
不小风险。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

多次发出警示，网络购物谨慎使用
免密支付功能，避免因账户权限过
度开放引发资金损失。

免密支付的风险之所以久治
难愈，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多数使
用者警惕性不高，随意授权；二是
支付链条出现严重的风控真空，责
任边界混乱不清，导致盗刷交易有
机可乘，各平台互相“踢皮球”。

治理免密支付乱象，各方要共
同努力、联手推进。既要警示消费
者“避坑”，又要积极主动“填坑”，
守护好消费者的“钱袋子”。具体
而言，平台、商家应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给予消费者更清晰明确
的支付方式选择权，以醒目的方式

告知消费者免密支付的开通条件、
风险隐患及取消方式，同时优化取
消流程，确保消费者能够轻松关闭
该功能。支付机构和银行需要加
强风控措施，特别是对异常时段、
异常金额和异常频次的交易进行
重点监控。监管部门要利用先进
的科技手段确保用户在使用过程
中的安全，确保监管有效落实。广
大消费者要提高消费安全意识，受
到不法侵害时要勇于和善于维权。

免密支付本身不是坏事，它是
在密码支付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
适应移动支付时代快速支付的便
民 方 式 。 在 公 共 交 通 、便 利 店 购
物、共享单车等小额高频支付场景

中，免密支付节省了不少时间和操
作步骤，不仅方便了消费者购物，
还有利于促进消费。因而，对于免
密 支 付 这 把 双 刃 剑 ，我 们 既 要 用
好，更要管好，让其为促进互联网
经济发展和优化消费环境释放更
多正向价值。

免密支付不能“免”掉安全，移
动 支 付 的 便 捷 性 必 须 建 立 在 安
全的前提下。这既是一种常识认
知 ，也 是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要 求 。
有 关 各 方 要 通 力 协 作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进 行 规 制 ，让 这 一 便 民 技 术
更 好 服务于广大消费者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

随着年轻群
体对个性化的追
求，一些动漫衍生
产品逐渐进入市
场，这类周边产品
不仅能给消费者
带来新奇的体验，
更能让大家感受
到正向的情绪价
值。这是市民在
铁东区一家商场
内挑选喜欢的动
漫衍生产品。

全媒体记者
谷硕 摄

4月10日上午7时许，内蒙古
自治区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十分热
闹，一辆辆从蒙古国驶来的货运
汽车有序办理入境手续。

蒙古国货车驾驶员恩克宝力
道常年往来于中蒙之间，从事果
蔬运输工作。“中国果蔬新鲜可
口，个头饱满，品种齐全，在蒙古
国很受欢迎。”恩克宝力道说，“以
前公路口岸通关时间有限、车辆
又多，经常排队等待，现在中国商
家提前帮我预约，到口岸基本不
用等待就能快速通过，节省很多
时间。”

二连浩特口岸是中蒙最大陆
路口岸，承担着中蒙贸易70%以
上日常生活用品的陆路运输任
务。为方便车辆通关，二连浩特
公路口岸结合智慧边检建设，推
行商品车预约通关、中蒙农副产
品绿色通道、车体查验信息化等
通关举措，持续提升口岸智能化
通关水平。

今年一季度，二连浩特公路
口岸进出境客运量和交通工具分
别达129.12万人次、15.9万辆次，
同比分别增长164.76%和32.99%，
其中乘坐“8座以下小车”进出境
人员55.6万人次，占二连浩特口
岸客运量的43%。

近日，满洲里三丰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吕海燕
正忙碌地穿梭于办公室与海关之
间，对接一批即将出口欧洲的新能
源电动汽车相关事宜。当前，以新
能源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
池为代表的中国“新三样”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异彩，成为推动
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025年前两个月，经满洲里

公路口岸出口“新三样”产品贸易
值达3832万元，同比增长100%，
展现出强劲的外贸增长动能。

吕海燕对“新三样”产品充满
信心，她说：“中国的‘新三样’产
品，质量优、价格美，优势十分明
显，再加上满洲里口岸顺畅的物
流环境和便捷的通关模式，如今，
越来越多海外客户主动找上门
来，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目前，满洲里海关依托智能
卡口、北斗卫星定位、5G通信和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新三
样”产品自动验放、快速通关。

口岸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
了贸易往来，还促进了中外民间
交流。连日来，二连浩特口岸出
入境大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蒙古国入境旅游团队不断增
多，一波又一波游客带着好奇与
期待踏入中国。

距二连浩特300多公里的乌
兰察布市，凭借自身独特的魅力，
逐渐成为蒙古国游客热衷的旅游
目的地。“蒙古国的游客喜欢来乌
兰察布逛皮草城和泡温泉。今
年，已有十几批蒙古国游客来到
乌兰察布。”二连浩特市微微旅行
社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微说。

今年第一季度，内蒙古口岸进
出境货运量达2985.28万吨，同比
增长 11.5%；进出境客运量为
179.63万人次，同比增长82.8%。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照日格
图说，这些数据，见证着中国北方
口岸在贸易、交流等多方面的蓬
勃发展，它们宛如一条条活力纽
带，紧密连接着中国与世界。

（新华社）

中国北方口岸
贸易交流活力迸发

4月10日，从上海证券交易
所获悉，截至 4 月 9 日，科创 50
成份股公司中有18家披露2024
年 年 报 ，合 计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255.99亿元，同比增长12%；合
计实现净利润224.74亿元，同比
增长36%。

上交所表示，科创 50 成份
股公司涵盖科创板市值大、流动
性好的 50 家企业，汇聚了科创
板六大战略性新兴行业领域的
细分龙头。作为硬科技企业的

“核心资产池”，科创 50 成份股
公司以稳健的业绩增长、突破性
的技术成果和深度的全球化布

局，凸显科技头部企业对市场稳
定和行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据统计，披露年报的 18 家
公司中，研发投入总额达248.11
亿元，同比增长 13%，其中近九
成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加；海
外营收合计 281.67 亿元，同比
增长52%。

科创50成份股公司积极响
应上交所“提质增效重回报”行
动方案，截至4月9日，共有18家
公司披露2025年“提质增效重回
报”行动方案，明确聚焦主业、提
高分红、回购等一揽子计划。

（新华社）

超三成科创50成份股公司
净利润同比增长36%

党委政府搭台 织密备耕“保障网”

双河乡党委政府将春耕备耕作为全
年农业工作的“先手棋”，创新构建“乡干
部包村、村干部包社、党员包户”三级责
任体系，层层压实黑土地保护责任。
在春耕生产中，大力推广秸秆覆盖、免
耕播种等保护性耕作技术，通过改善
土壤结构、促进有机质分解，提升土壤
保水保肥能力。于大壕村创新实施

“秸秆科学离田”模式，通过机械粉碎
还田与打包离田相结合，既提升地力
又保障播种质量。村党支部书记赵敬

军介绍：“通过实施保护性耕作，全村
玉米每公顷产量连续三年创新高，较
传统耕作模式增产近两成。”

在农业技术推广上，双河乡建立“测
土配方——精准施肥——动态监测”全
链条服务体系。组织农技专家团队深入
田间地头，根据土壤养分状况和作物需
求，科学制定施肥方案。数据显示，全乡
有机肥施用比例较去年提升 15%，化肥
利用率提高 8 个百分点，土壤有机质含
量年均增长0.5%。

经营主体唱戏 激活产业“新动能”

播下的是种子，更是对丰收的期
盼。双河乡现有耕地8000余公顷，其中
玉米种植面积7000公顷、大豆种植面积
1000 公顷，其余面积为杂粮和各种蔬
菜。为保障春耕生产，乡政府提前启动
农资储备专项行动，目前已储备优质种
子15万公斤、化肥8000吨，实现农资入
户率97%。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合作
社”联动机制，在价格监测、质量抽检、物
流调度等方面形成闭环管理，确保春耕
物资供应稳定。

“今年及早购买了化肥，每吨 2800
元，现在已经涨到3200元，合作社种植玉
米、大豆200多公顷，因先期购买，化肥钱
就省了8万块钱，减少了成本。”万福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万福说。
长臣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探索“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引进大豆
新品种栽种。理事长陈洪波算了一笔科
技账：“采用高蛋白大豆品种和精准田间
管理技术，预计大豆每公顷产量可突破
4000公斤，玉米增产20%，每公顷综合效
益增加3000元。”合作社还投资20万元
引进的新型免耕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
多道工序，作业效率提升20%左右。

作为规模化经营代表，李生种植家
庭农场今年流转土地50余公顷，全部采
用“梨树模式”进行保护性耕作。农场创
新实施“秸秆三级利用”模式：30%粉碎
还田保墒，70%打包离田转化为生物质

饲料。负责人李生算了一笔经济账：“通
过秸秆综合利用，每公顷地减少化肥投
入200元，加上秸秆销售收益，每公顷均
增收1500元，种地成本降下来了，科技种

地实打实让我们尝到了甜头！”从传统翻
耕到保护性耕作，从秸秆焚烧到变废为
宝，李生种植家庭农场的实践正是梨树
县黑土地保护的一个缩影。

现代农机助力 绘就乡村“春耕图”

全乡现有各类农机具2000余台套，
其中免耕播种机200台套。全乡建立了

“农机维修110”服务体系，实现了农机具
检修率 98%，确保了春耕生产零故障运
行。万福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各种
农机设备18台套，刚刚检修完毕。

在长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机大
院，旋耕机、播种机、植保机、收割机等
30 余台套农机设备，全部检修完毕。
其中，6 台加装北斗导航的免耕播种机
正在进行最后调试。农机驾驶员龚贺
演示着智能监控系统：“这个屏幕能实

时显示播种深度、行距偏差，误差控制
在2厘米以内。”

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双河
乡的春耕实践印证着东北现代农业的发
展轨迹。乡党委书记吴迪表示，将持续
推进农业现代化，让黑土地焕发更大活
力，确保全乡粮食总产量突破1亿公斤，
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双河力量。如今，
在双河乡，现代化农机与生态化耕作交
织，正用科技创新诠释着“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的时代内涵，既守护着“耕地中
的大熊猫”，更托起了农民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