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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区耕层增加10厘米
在黑龙江省桦川县玉成现

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
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今年我
们往地里撒了 1500 袋羊粪，减
少了化肥用量， 种地时明显感
觉土壤变疏松了。 ”合作社理事
长赵德山说。

一段时间以来， 黑土地退
化较为严重，土壤板结、地力下
降，“变瘦、变薄”。 前几年，国家
在东北四省区 17 个县启动实
施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
桦川县是其中之一，承担 10 万
亩黑土地保护试点任务。

桦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任杨忠生说，通过这个项目，
试点区耕地质量得到改善，土
壤有机质提高 3%以上，耕层厚
度达到 30 厘米以上，比项目实
施前增加 10 厘米，测土配方施
肥实现全覆盖。

在另一个黑土地保护利用
试点县黑龙江省嫩江县， 记者
走进深松过的农田， 脚往垄沟
上一踩，就陷了进去，鞋里灌了
不少黑土。 嫩江县嘉田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田凤彬抓起一
把黑土攥起来， 松开后黑土散

落一地。“这就是好地，攥紧了
成团，松开后散落，旱天保水、
雨天散墒。 ”

据黑龙江省土肥管理站环
耕科科长郭玉华介绍， 黑龙江
省 9 个县参加了黑土地保护利
用试点项目， 项目实施三年来
试点区域耕地质量都提升 0.5
个等级以上， 旱田耕层厚度平
均达到 30.66厘米，各项指标均
达到或超过预期。

多种模式为黑土“增肥”
如何更好地把秸秆分解，

并让它“融化”在黑土地中？ 这
个问题让不少农民头疼。 成为
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后， 黑龙
江省海伦市东兴现代农机专业
合作社采用酵素秸秆还田发酵
技术，在秸秆根茎粉碎后，喷施
酵素分解液、 抛撒酵素生物菌
肥，然后再深翻。

“酵素是一种活性酶，具有
催化物质转化的作用， 不仅可
以促进秸秆分解， 还有利于形
成土壤有机质。 ”东兴现代农机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春生说。

为了给黑土地“增肥”，桦
川县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桦川
县农技推广中心土肥站站长刘

君阁说，从实践情况看，米豆轮
作旱田模式、 水稻秸秆还田施
有机肥等黑土保护模式都是提
高地力的有效方式。

但这些模式刚推广时并不
容易被认可。 农民几十年形成
的耕作习惯，哪怕改变一点儿，
都比较费劲。 为了推广黑土地
保护模式， 桦川县农技推广中
心的技术人员经常“跟踪”农
民，生怕他们不用有机肥。 用有
机肥能提高产量， 刘君阁没少
做“担保”。

记者从黑龙江省土肥站了
解到， 各试点县依据当地黑土
地退化突出问题， 因地制宜将
相关技术进行集成， 形成了平
地玉米连作区、平地轮作区、缓
坡型、低洼易涝型、西部风沙干
旱区及水田等六大黑土地保护
利用试点模式，探索出可推广、
可复制、能落地的 19 项保护技
术，起到了引领带动作用。

“变肥” 的黑土地鼓起农
民腰包

不久前， 赵德山和上海一
家企业签订 2000 吨大米的供
货协议， 仅此一项就能增收上
百万元。“参与黑土地保护利用

试点后，减少了化肥使用量，大
米品质提升了， 每斤大米卖到
5.6 元。 ”赵德山切实感受到黑
土地保护带来的好处。

在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
目带动下， 黑龙江省一些种植
水稻、玉米、大豆的黑土地更有

“劲儿”了，农民的腰包也鼓起
来了。 杨忠生介绍，2018 年桦
川县实施玉米连作区秸秆还田
近 4 万亩， 随着黑土地肥力增
加，产量提高，每亩增收 130 多
元，新增经济效益 500多万元。

使用酵素秸秆还田发酵技
术后， 刘春生发现病虫害减少
了，平均增产 10%左右，大豆达
到绿色标准。 去年东兴现代农
机专业合作社和当地一家企业
签订了 3000 亩大豆订单，企业
收购价每斤比市场价高出 4 分
钱，仅此一项就增收 5 万多元。
今年这家合作社将继续和企业
签订收购协议。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 黑
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说， 通过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
试点带动， 黑土地退化现象得
到改变， 全省正走上一条高产
高效、 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
之路。 /新华社

由“瘦”变“肥”
———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新观察

我国拟修改森林法
促进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 25 日首次审议森
林法修订草案， 拟以立法规范
和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和
发展，维护森林生态安全，推动
森林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林业
发展。

据悉， 当前林业面临的形
势、 任务和功能定位已发生根
本性变化， 迫切需要对现行森
林法作出相应的修改完善，为
林业改革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王宪魁在会议上
作说明时介绍说，草案增加“森
林权属”一章，针对我国森林权
属的实际， 明确国务院代表国
家行使国有森林资源所有权，
国务院可以授权有关部门行使
或者由有关部门委托省、 自治
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代行所有
者职责； 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
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林地依法实
行承包经营， 承包方享有林地
承包经营权和承包林地上的林
木所有权， 合同另有约定的从
其约定， 未承包的集体林地以
及林地上的林木， 由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国家鼓励、
支持和引导多种所有制的林业
经营主体在依法取得的国有或
者集体林地上发展多种形式的
林业产业， 保护非公有制林业
经营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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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黑土区，由于长期垦殖，黑土地一度退化严重。 近年来，国家开展了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
效，黑土地正由“瘦”变“肥”，为稳定粮食产能提供重要保障。

社区矫正法草案 25 日首次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为何
要对社区矫正立法？ 立法总体思
路是什么？ 草案的内容有哪些？
记者采访了司法部有关负责人。
问：为何要为社区矫正立法？ 答：
作为对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我
国社区矫正工作从 2003年开始
试点，2009 年在全国全面试行。
刑法修正案（八）和修订后的刑
事诉讼法初步规定了社区矫正
制度， 作为一项刑事执法工作，
我国亟须制定一部专门的社区
矫正法，明确执法主体、规范执
法程序、明确适用范围、完善工
作体制机制、细化社区矫正监管
教育措施等。 这部法律在总结
16 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对适
用范围、 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
组织机构与工作人员、 实施程
序、监督管理措施、教育帮扶措
施都作了明确规定。

问：立法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草案还注意处理好确立

社区矫正基本法律制度与为今
后发展创新留有余地的关系；注
意处理好社区矫正法与刑事基
本法律之间的关系；坚持问题导
向，注重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的
突出问题。

问：草案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一是严格与刑法、刑诉

法社区矫正适用范围规定保持
一致，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范
围为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 4 类罪犯；二是按照党
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
门组织实施，有关部门密切配
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矫
正的要求，明确了社区矫正工
作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三
是明确了社区矫正机构是社
区矫正的执行机关，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

置，社区矫正机构应当配备具
有法律等专业知识的专门国
家工作人员履行监督管理等
执法职责；四是为增强法律的
可操作性，细化了社区矫正的
程序性规则，特别是各部门衔
接配合的内容，明确了社区矫
正的实施程序；五是明确了社
区矫正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
扶措施， 规定了不同部门、不
同主体在监督管理、教育帮扶
社区矫正对象中的主要工作。
另外，为加强对未成年社区矫
正对象的权益保障，结合其特
点，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了
专章规定。

问：草案如何规定社区矫正
中有关部门的衔接配合程序？

答：草案规定，司法行政部
门主管社区矫正工作， 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其
他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分工

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依法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在社区矫正
实施程序中明确了社区矫正执
行地， 明确了调查评估程序，对
法律文书送达、社区矫正对象报
到、 接收等程序做了细化规定；
明确规定了对社区矫正对象实
施考核奖惩， 以及提请减刑、撤
销缓刑、撤销假释、执行收监等
情形时的衔接配合程序。 在监督
管理中， 也明确了社区矫正机
构、公安机关和有关单位和个人
的衔接配合。

问：草案对“未成年人社区
矫正”进行专章规定是出于什么
考虑？

答：我国一直重视对未成年
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工作，从试点
开始，就一直把未成年社区矫正
对象作为社区矫正的重点。 目
前，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
对象有上万人。各地社区矫正机

构严格落实监督管理措施，不断
创新教育矫正手段，积极开展社
会适应性帮扶，通过政府购买社
会工作服务、培育和发挥专业社
会组织作用，帮助未成年社区矫
正对象顺利回归融入社会。主要
包括：根据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
年龄、心理特点和发育需要等采
取针对性矫正措施；矫正小组应
当吸收熟悉未成年人成长特点
的人员参加；对未成年社区矫正
对象要给予身份保护，对其宣告
不公开进行；其矫正档案应当保
密；督促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承担抚
养、管教等义务；协调有关部门
为其完成义务教育提供条件等，
在立法层面将未成年人社区矫
正相关重要制度予以固定和明
确，对于健全防范未成年人犯罪
制度体系将起到积极推动作
用。 /新华社

为社区矫正撑起法律之伞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详解社区矫正法草案

西媒称， 心理学家多梅内
奇·卢恩戈指出，有人中了彩票，
狂喜之后却因为压力和责任感
倍增而对自己的健康患得患失，
从而得了疑病症，这种例子层出
不穷。

据西班牙《先锋报》网站 6
月 23 日报道， 疑病症现在变得
越来越多。 这不是一种新疾病，
希腊人发明了这个术语，用来解
释因怀疑自己的健康而产生的
恐惧和不适，但是现在新的元素
加剧了疑病症的发展。

卢恩戈说，现在大家对医疗
健康越来越了解，疾病预防宣传
反复进行， 实验性药物发展迅

速，新的身体文化兴起，人们身
上的责任越来越多，健康变得越
来越重要，这些都是导致疑病症
大肆流行的原因。

报道称，另一个原因是网络
求医越来越受追捧，求助谷歌医
生或者网络医疗专家，输入自己
的症状， 不久就能得到相关回
复。

报道称，疑病症患者特别喜
欢“医疗购物”。这个词汇用来形
容那些为同一症状多方求医、寻
找不同诊断的人。他们不会停止
求医问药 (同时大量搜索互联
网)， 直到他们找到自认为正确
的诊断或者药方。 只有到那时，

他们才会感觉到心灵的平静。
在卢恩戈接触的案例中，疑

病症患者往往将一些其他人认
为无足轻重的事情看得无比重
要。 例如，他们要求家庭住址一
定要靠近医院、度假时必须备齐
药物、事先能找到药店，或因为
担心自己生病时找不到医生就
诊而拒绝去某地度假。

疑病症通常是在儿童时期
产生的。“如果你从小看到父母
或家人对健康和疾病过度担忧，
那么你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
种行为，” 卢恩戈说，“这种模仿
行为是导致患上疑病症的最常
见原因。 ”

他表示：“一段痛苦的个人
经历也有可能导致疑病症，造成
过度警惕，令你日夜担忧问题会
再次发生。 ”

报道称， 关于疑病症有很
多说法。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如
果你相信自己有病， 虽然你身
体健康， 但最终会患上此病。
“事实并非如此，” 卢恩戈直言
不讳地指出，“这种传言成为我
们评估健康时最容易掉进的陷
阱。 疑病症患者错误地认为，猜
想必然会成真， 但其实执念与
患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疑病
症患者唯一的痛苦是担忧和烦
躁。

对于那些因为自己的疑病
症而疯狂烦恼的病人，卢恩戈指
出，疑病症患者没有发疯，因为
他们没有行为失常，最多就是有
些迷惘，总是采取保护或者强迫
行为罢了。这属于典型的神经疾
病，不属于精神疾病。

如何治疗疑病症呢？研究人
员认为有两种方式：一是努力纠
正自己对身体症状、思想、宿命
感的错误看法，改变行为和不令
人满意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导
致此病的根源；二是使用抗焦虑
药物， 不过这基本属于治标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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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越来越多人怀疑自己有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