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3 日 ，甘 肃 白 银
山地马拉松越野赛受伤人
员在景泰县人民医院接受
治疗。 高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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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道别！
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现场

5 月 24 日 ，一 名 男 子
在海南三亚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基
地悼念袁隆平。

当 日 ，在 袁 隆 平 曾 经
工作过的国家杂交水稻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海 南 基
地，人们以鲜花悼念袁隆
平。

中新网电 2021 年 5 月
24 日 上 午 10 时 ，“ 共 和 国
勋 章 ”获 得 者 、“ 改 革 先

锋 ”称 号 获 得 者 、中 国 工
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第六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
常委、第六至第十一届湖
南省政协副主席袁隆平同
志遗体送别仪式，在长沙
市明阳山殡仪馆铭德厅举
行。

侠之大者，国之仁士，
必将被世代铭记。袁隆平
院士，您一路走好！

海外各界人士发文缅怀袁隆平院士海外各界人士发文缅怀袁隆平院士
中方中方：：袁隆平逝世是中国和世界的巨大损失袁隆平逝世是中国和世界的巨大损失

中新网北京 5 月 24 日
电 就 海 外 各 界 人 士 发 文
缅怀袁隆平院士，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4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充
分说明袁隆平对中国乃至
世界杂交水稻事业所做贡
献受到广泛认可和高度评

价，他的逝世是中国和世
界的巨大损失。

有 记 者 提 问 ，连 日 来
联合国官方微博、粮农组
织总干事、世界粮食奖基
金会主席等发文缅怀袁隆
平院士，海外媒体和网友
也以多种方式表达追思，

感谢他为推进粮食安全、
消除贫困、造福民众作出
的杰出贡献。中方对此有
何评价？

赵 立 坚 表 示 ，中 国 著
名科学家、“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逝世后，中外各界
都表示沉痛悼念，这充分
说明他对中国乃至世界杂
交水稻事业所作贡献受到
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他
的逝世是中国和世界的巨
大损失，他将永远为人们
所缅怀和铭记。

他指出，目前，中国杂

交水稻年种植面积已达 2.4
亿亩，仅每年增产的粮食
就可养活 8000 万人。中国
用不到世界 9%的耕地，养
活了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
口，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这与袁隆平院士的
艰苦努力密不可分。

赵立坚表示：“在自身
粮食增产增收的同时，我
们也始终秉持开放和负责
任的态度，向世界各国慷
慨分享杂交水稻技术。”中
国杂交水稻技术的输出与
对外开放几乎同步。1979
年，中方首次对外提供了

杂交水稻种子。40 年后，
中国杂交水稻已在亚洲、
非洲、美洲的数十个国家
和地区推广种植，年种植
面积达 800 万公顷。40 年
间，袁隆平院士和他的研
究人员还先后赴印度、巴
基斯坦、越南、缅甸、孟加
拉国、斯里兰卡、美国等国
为水稻研究人员提供建议
和咨询，并通过国际培训
班为 80 多个发展中国家培
训 超 过 1.4 万 名 杂 交 水 稻
专业技术人才。上述努力
为解决世界饥饿和贫困问
题作出了巨大贡献，金黄

沉甸的稻谷让无数人享受
到了吃饱的幸福，看到了
生活的希望。

“袁隆平院士不仅属于
中国，也属于世界，他毕生
奋斗的梦想就是让杂交水
稻覆盖全球，让所有人不
挨饿。”赵立坚表示，中国
创造了粮食自给的人间奇
迹，也有意愿、有能力继续
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作出
更大贡献。我们相信，在
各方的携手努力下，袁隆
平院士的梦想一定成为现
实，饥饿和贫困终将从地
球上消失。

中国新冠疫苗接种破5亿剂次！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 5

月 24 日 电 24 日 ，中 国 国
家卫健委公布了最新疫苗
接种情况，截至 2021 年 5
月 23 日 ，31 个 省 ( 区 、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
报 告 接 种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51085.8 万剂次。

中国距离建立群体免
疫屏障的目标越来越近，
跑赢这场比赛需要每个人
参与！

接种突破 5 亿剂“苗
苗苗”按下快进键！

2020 年 12 月 15 日 中
国正式开展重点人群接种
工作，此后新冠疫苗在各
地的接种不断提速。

1 亿、2 亿、3 亿、4 亿、
5 亿……“苗苗苗”已经按
下快进键。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
的 数 据 ，疫 苗 接 种 从 1 亿
剂次到破 2 亿用了 25 天，
从 2 亿到超过 3 亿剂次用
时 16 天，从 3 亿剂次到突
破 4 亿剂次用了 9 天，从 4
亿剂次到 5 亿剂次仅仅用
了 7 天。

另外，近期，单日疫苗
接种剂次纪录更是屡屡被
打破。

与 此 同 时 ，从 新 冠 疫
苗种类来看，中国目前已
经有 7 种正在使用中的新
冠疫苗。

据中国疾控中心免疫
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此前
介绍，中国目前使用中的
新冠疫苗包括批准附条件
上 市 的 3 种 灭 活 疫 苗 ，一
种腺病毒疫苗，此外还有
3 种 紧 急 使 用 疫 苗 ，其 中
含一种蛋白亚单位疫苗，
两种灭活类疫苗。

这些地方 18 岁以上人
群接种率已超 80%

今 年 3 月 ，中 国 工 程
院院士钟南山曾表示，今
年 6 月 ，中 国 新 冠 疫 苗 接
种率计划达到 40%。

近期他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还透露，“如果新冠对
人类健康的影响慢慢降低
的话，那么新冠与人类的
长期共存将成为可能。我
们 可 能 要 像 预 防 流 感 那
样，定期打疫苗。”

事 实 上 ，目 前 全 国 已
经 有 不 少 地 区 18 岁 以 上
人群的接种率已经超过了
80%。

例如，在北京，到 5 月
18 日，全市 18 岁及以上人
群“第 1 剂”新冠疫苗接种
率就已经突破 80%。全市
医 疗 卫 生 、住 建 、城 市 管
理、邮政快递、旅游景点、
星级酒店、商业服务等系
统(行业)接种率超过 90%。

海南省截至 5 月 16 日
24 时已累计接种 637.48 万
人 ，占 18 岁 以 上 人 群 的

82.58% ，占 海 南 省 全 人 群
的 63.24%。

另 外 ，从 总 接 种 剂 次
来 看 ，目 前 ，海 南 、广 东 、
山 东 、北 京 、上 海 、湖 北 、
湖 南 、浙 江 、河 南 、安 徽 、
重庆、四川、天津、广西等
省份的新冠疫苗接种剂次
都已突破了千万。

其 中 ，广 东 全 省 截 至
5 月 20 日 24 时累计接种突
破 4000 万剂次。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
邵 一 鸣 近 期 已 对 媒 体 表
示，随着到年中，特别是下
半年，疫苗产能大幅增加
后，相应接种速度也会增
加，相信在年内一定可以
实现建立群体免疫屏障的
目标。

与时间赛跑！
避免从“防疫高地”变

“免疫洼地”
国内疫苗接种进程加

快，但目前距离实现群体
免疫仍有一段距离。

与 此 同 时 ，国 外 疫 情
蔓延态势依旧，并且不断

出现变异毒株，这也时刻
提醒我们：必须赢得这场
与时间的赛跑！

就 在 本 月 ，在 全 国 已
经 有 22 天 没 有 新 增 本 土
确诊病例的情况下，安徽、
辽宁再次出现疫情。

官方迅速采取一系列
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国
家卫健委方面再次发出提
醒：疫情还没有过去，国际
疫情持续高发，输入我国
的风险加大，疫情防控形
势仍然严峻复杂，疫情防
控工作呈现长期、复杂、不
确定的特点，须臾也不能
放松。

在 安 徽 、辽 宁 两 地 疫
情出现后，各地民众疫苗
接种意愿高涨，安徽还出
现了民众冒雨打疫苗的场
景，仅在合肥，目前就已经
有超过 400 万人接种了新
冠疫苗。

不过疾控专家在近日
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发布会上已经强调，在
没有出现疫情的时候，公
众在接到疫苗接种通知时
要积极去接种，这样免疫
屏障才能早日建立。接种
疫苗对于预防传染病来说
需要时间和过程，不要出
现 疫 情 的 时 候 才 积 极 接
种。

正如此前多位权威疾
控专家所说，中国如果不
尽快建立起免疫屏障，就
有可能形成一个“免疫洼
地”。

中 国 要 避 免 从“ 防 疫
高 地 ”变 为“ 免 疫 洼 地 ”，
必须紧抓窗口期，加快推
进接种疫苗，在全球疫情
防控中跑赢下半场。

提速提速！！

5 月 20 日，贵州贵阳，市民在贵州省人民医院新冠
疫苗接种点进行疫苗接种。 瞿宏伦 摄

中新网甘肃白银 5 月
24 日电“我都好，你们不
要担心。”23 日，记者在甘
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人民医
院见到躺在病床和家人视
频的王金明。

见到有人进来，王金
明放下手机坐了起来，和
记者说起当时惊险一幕。

“早上 9 点出发时天气还
不错，大家都满怀信心，到
中午 1 点多，我发现有些
不对。”他说。

5 月 22 日，白银市景
泰县举行山地马拉松百公
里越野赛，中午时分，局地
突降冰雹、冻雨，并伴有大
风，气温骤降，造成 21 人
遇难。参加百公里越野赛
的选手王金明讲述自己参
赛惊险经历。

比赛前，王金明带了
保温毯、GPS、手电筒、口
哨，还有一件风衣。“我记
得跑了 28 公里左右，那一
段都是上坡路，路很陡峭，
风很大、下着雨，气温差不
多只有几度，手脚逐渐冰
凉，意识有点模糊了。”他
说。

“我想打开携带的保
温毯，拆了 20 多分钟才打
开。手根本不听使唤。好
不容易打开，风一吹就刮
走了，手里没劲，根本拿不
住。”王金明说。

来自重庆的王金明，
今年 42 岁，他是一名马拉
松爱好者，此次山地越野
赛是第一次参加。“以前听
说遇到这种事情，要动起
来，保持自己的体温，延长
救援的时间。”

王金明不停按 GPS 求
助键，等待救援。“手脚不
听使唤，只能爬行，不停往
上爬，不停往上爬……我
告诉自己，不能停下来，要
保持体温，要活着，要见到
我的家人。”

“当时我遇到五六个运动
员，大家状态都差不多，正
好在一个风口，如果一直
待在那里，身体很快会失
温，我让他们动起来，但是
有 心 无 力 。 大 家 都 不 动
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从那
个地方开始爬，一直爬，让
自己的身体热起来。”

傍晚 7 点左右，救援人
员 找 到 已 经 昏 迷 的 王 金
明 。“ 醒 来 时 已 经 在 医 院
了。”目前，王金明在县医
院进行治疗，记者看到他
的手心满是石头和植物擦
伤、扎伤的口子，脚上、膝

盖也都不同程度受伤。
“现在一睡觉就做

噩梦，梦里全是那些画
面。看到有人从四面倒
下的。”王金明说。

此次越野赛全程共
设置 9 个补给站，每 10
公 里 左 右 有 一 个 补 给
站。出现恶劣天气是在
第二个和第三个站点之
间，这是爬升路段，这一
段也是出事的地方。

今 年 45 岁 刘 喜 兵
也 是 此 次 参 加 山 地 越

野赛的运动员，来自甘肃
平凉的他，是一名马拉松
爱好者，连续多年参加各
地 马 拉 松 赛 事 。 去 年 他
也 参 加 了 黄 河 石 林 的 山
地越野赛，对赛道还算熟
悉，没想到今年会遇到突
发天气。

“ 裹 在 身 上 的 保 温
毯，被一阵大风一下子吹
走 了 ，帽 子 也 不 见 了 ，突
然间脑子一片空白，就摔
倒了。”刘喜兵回忆，“幸
好有 2 个队友，把我拉到
一 边 ，抱 团 取 暖 ，一 直 等
到 救 援 人 员 到 来 。 没 有
他们，我也就没了。”

如今，刘喜兵只想快
点出院，见到家人。“手机
打不通，家里人通过新闻
报道知道出事了，视频时
都哭了，很想他们。”

傍晚 7 点左右，救援
人 员 找 到 已 经 昏 迷 的 王
金 明 。“ 醒 来 时 已 经 在 医
院了。”目前，王金明在县
医院进行治疗，记者看到
他 的 手 心 满 是 石 头 和 植
物 擦 伤 、扎 伤 的 口 子 ，脚
上、膝盖也都不同程度受
伤。

“现在一睡觉就做噩
梦 ，梦 里 全 是 那 些 画 面 。
看 到 有 人 从 四 面 倒 下
的。”王金明说。

此 次 越 野 赛 全 程 共
设置 9 个补给站，每 10 公
里 左 右 有 一 个 补 给 站 。
出 现 恶 劣 天 气 是 在 第 二
个和第三个站点之间，这
是爬升路段，这一段也是
出事的地方。

今 年 45 岁 刘 喜 兵 也
是 此 次 参 加 山 地 越 野 赛
的运动员，来自甘肃平凉
的他，是一名马拉松爱好
者，连续多年参加各地马
拉 松 赛 事 。 去 年 他 也 参
加 了 黄 河 石 林 的 山 地 越
野 赛 ，对 赛 道 还 算 熟 悉 ，
没 想 到 今 年 会 遇 到 突 发
天气。

“ 裹 在 身 上 的 保 温
毯，被一阵大风一下子吹
走 了 ，帽 子 也 不 见 了 ，突
然间脑子一片空白，就摔
倒了。”刘喜兵回忆，“幸
好有 2 个队友，把我拉到
一 边 ，抱 团 取 暖 ，一 直 等
到 救 援 人 员 到 来 。 没 有
他们，我也就没了。”

如今，刘喜兵只想快
点出院，见到家人。“手机
打不通，家里人通过新闻
报道知道出事了，视频时
都哭了，很想他们。”

甘肃山地越野赛运动员回忆惊险时刻：

徒手爬行 抱团取暖

中国外交部回应美韩联合声明：
美韩发展应有利于地区和平而不是相反
中新网北京 5 月 24 日

电 (邢翀 郭超凯)美国总统
拜登和韩国总统文在寅 21
日举行会谈，双方发表联
合声明，提及台湾、南海等
问 题 。 在 24 日 的 例 行 记
者会上被问及如何看待美
韩联合声明时，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
韩关系的发展应有利于促
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

荣，而不是相反。
赵 立 坚 表 示 ，中 方 注

意到联合声明有关内容，
对此表示关切，美韩关系
的发展应有利于促进地区
和平稳定、发展繁荣而不
是相反，更不应损害包括
中国在内的第三方利益。

就美韩联合声明提及
台湾、南海等问题，赵立坚
就此强调，台湾问题纯属

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不容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中方敦促有
关国家在台湾问题上谨言
慎行，不要玩火。

赵 立 坚 同 时 指 出 ，各
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
航行与飞越自由，根本不
存在问题，有关国家对此
心知肚明。

关 于 国 际 秩 序 ，赵 立

坚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
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
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
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一个或几个国家没有
资 格 单 方 面 定 义 国 际 秩
序，更没有资格将自己的
秩序强加于人。“这种做法
不得人心，不会得逞，没有
出路。”赵立坚说。

5 月 22 日 13 时 07 分，“杂交水稻之父”、中国
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在湖南长
沙逝世，享年 91 岁。 新华社记者 周佳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