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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联合国4月27日电 在中国推动下，联
合国维和人员安全小组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立，
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卢旺达担任共同主席。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启动仪式上说，成立
维和人员安全小组旨在搭建平台，加强信息沟通，促进
政策协调，提高能力建设，进一步保障维和人员安全，
推动维和人员安全议程取得实质进展。联合国维和行
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维和人员已经
成为国际和平的宝贵资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同地区
热点、族群矛盾、恐怖主义、简易爆炸装置等威胁相互
叠加，维和人员安全风险不断上升，今年以来已有49名
维和人员为和平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增进维和人员安
全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各方面共同参与，形成合力。

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负责
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肖以及有关国家常驻联合国代
表、副代表和军事顾问等共150余名嘉宾出席。安全
小组成员包括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
本、摩洛哥、南非、巴基斯坦、印度、埃及、埃塞俄
比亚以及阿盟等49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涵盖主要维和
行动出兵国、出警国、出资国和东道国，体现了广泛
的包容性和代表性。

中国推动成立联合国

维和人员安全小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肉蛋奶等消费
也不断增加。种业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我国
畜禽种业现状如何，如何发力核心种源自主
可控？一些地方特色土猪是否濒临灭绝？在
农业农村部28日举行的发布会上，有关专家
和司局负责人回答了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四方面差距有待补齐

当前，我国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主要在哪儿？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畜
牧总站党委书记时建忠说，长期以来，我国畜
禽种业不断发展，但总体处于散、小、慢的状
态。2008年开始，原农业部陆续发布实施主要
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实现了全国大联合、大协
作，全国畜禽育种体系初步建立、生产性能显
著提升、种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他举例说，引进的品种经过本土化选
育，杜洛克猪达到100公斤的饲养天数减少了
9天，大白猪总产仔数增加了1 . 7头；奶牛产奶
量相比2008年增加了73%；自主培育的高产蛋
鸡和白羽肉鸭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黄羽
肉鸡全部是自主培育品种。

时建忠表示，第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的实施，为满足畜牧业用种需求发挥了重要
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与国外先进水平相
比，我国还有不少差距：

———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白羽肉鸡
还未突破，能繁母猪年均提供育肥猪数量比
发达国家低约30%，奶牛产奶水平是国际先进
水平的80%。

——— 育种基础有待夯实，生产性能测定

规模小、性状少，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程度不
高，我国种猪平均测定的比例约为发达国家
的四分之一。

——— 育种体系有待完善，国家畜禽核心
育种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联合育种推进较
慢。

——— 企业主体作用有待强化，畜禽企业
总体实力较弱，竞争力不强。

品种、体系、技术全面发力

28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畜禽遗传改
良计划（2021-2035年）》，提出力争用15年时间，
建成比较完善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显著提升种
畜禽生产性能和品质水平，自主培育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突破性品种，确保畜禽核心种源
自主可控。下一步如何发力？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农业农
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孙好勤说，新一轮全国
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在品种范围上，除原来的
奶牛、生猪、肉牛、蛋鸡、肉鸡和肉羊等六大畜
种以外，增加了水禽、马、驴、蜜蜂和蚕。其中，
生猪、奶牛、肉牛、羊的生产性能要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白羽肉鸡要实现零的突破，蛋鸡、黄羽
肉鸡、白羽肉鸭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快培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新品种。

在育种体系上，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多种
形式的联合育种实体，培育壮大第三方社会
化育种服务组织，加快组建国家畜禽遗传评
估中心，大幅提升企业精准选育能力。性能
测定的指标由原来的以生长发育性状为主，
增加了肉质、健康等性状，育种数据获取由
核心育种场拓展到全产业链。

在技术应用上，推动饲料转化率、肉品
质等性状的智能化测定技术研发和应用，推
进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升级，大幅提升遗传
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强化种源净化和疫病防
控，提高育种效率。

为生猪保供夯实基础

我国生猪种源是否依赖国外、地方特色
猪种是否大幅减少，是公众关心的话题。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全国
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委员会主任陈瑶生说，
当前世界瘦肉型品种主要有三个——— 杜洛克

猪、长白猪和大白猪，由于吃得少、长得快、瘦
肉率高，成为全球生猪养殖的当家品种。

据介绍，根据本国市场需求对“杜长大”进
行本土化选育，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自上世
纪80年代开始引进“杜长大”以来，实施了本土
化选育，特别是2009年启动全国生猪遗传改良
计划以来，进一步加快系统选育，保障了我国
近90%的生猪市场种源供给。

“我国种猪供给立足国内有保障。近10年
来，全国年均进口种猪不到1万头，占核心育种
群更新比例不足10%，少量进口主要用于补充
资源、血统更新和改善种猪性能。”他说，虽然
我国进步很快，但因系统选育历史比国外晚了
近50年，核心育种群的产仔数、饲料转化率等
关键性状与发达国家有10%至30%的差距，适当
引种有利于国内生猪种业加快追赶。

对于地方特色猪种，陈瑶生说，我国现
有地方猪种83个，品质好、风味佳，但由于
吃得多、长得慢、瘦肉率低，养殖规模不断
萎缩，资源群体缩减。这些年来，我国建设
了62个国家级地方猪保种场和保护区，开展
了猪遗传材料采集保存，基本实现了应保尽
保，并培育了30个新品种和配套系，一批黑
猪品牌加快进入市场。

他表示，在全国实施新一轮全国生猪遗
传改良计划中，将实施大规模的主导品种联
合育种，今年已启动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
查，将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同时，将大力
推进地方品种开发利用，培育以风味独特和
肉质鲜美为主、兼顾生长速度的特色猪种，
满足市场需求。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 于文静 胡璐）

据新华社马尼拉4月28日电（记者 闫洁 刘
锴）亚洲开发银行28日发布《2021年亚洲发展展望》
报告说，尽管新冠疫情仍在持续，亚太地区发展中经
济体2021年将迎来经济复苏，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
7 . 3%，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8 . 1%。

报告预测，亚太发展中经济体复苏将呈现分化。
东亚和南亚地区增长速度领先于其他地区，增长率将
分别达到7 . 4%和9 . 5%。

报告认为，疫苗分配取得进展、全球经济逐步复
苏、消费者信心逐渐恢复以及支持性宏观政策的出
台，将是地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

报告说，中国经济将持续复苏，2021年经济增长
率可望达到8 . 1%，比去年12月预测报告提高0 . 4个百
分点。

报告分析，从需求侧来看，就业市场向好、消费
者信心重振、家庭消费复苏是利好中国消费市场的三
大条件。从供给侧来看，中国大规模推广疫苗接种，
将给服务业带来更大增长空间，酒店、娱乐和旅游等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将逐步赶上整体复苏节奏。

报告认为，绿色和包容发展将是地区经济复苏的
主要路径，各经济体应当从财政、立法和监管等多方
面入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亚行：亚太发展中经济体

今年预计增长7 . 3%

据新华社电（卜晓明）韩国三星电子公司28日
说，已故三星电子前会长李健熙的遗属应缴纳超过12
万亿韩元（约合700亿元人民币）遗产税。韩联社报
道，这一税额创韩国历史上单次遗产税新高。

韩联社报道，李健熙的大部分遗产将由副会长李
在镕等遗属继承。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去世后，李
健熙等遗属曾经缴纳176亿韩元（1亿元人民币）遗产
税。这一税额当时同样创最高纪录。

报道预计，鉴于难以一次性筹集超过12万亿韩元
的巨额税款，李健熙遗属可能会选择在五年内分6次
缴清税款。

三星电子公布遗产税金额的时机，正值这笔税金
缴纳时限将至。李健熙遗属当天宣布遗产回馈社会计
划，将把李健熙遗产中的60%回馈社会。

李健熙遗属将出资1万亿韩元（58亿元人民币）
设立传染病专科医院，帮助患有癌症、罕见疾病的儿
童接受治疗，向国家美术馆等机构捐赠李健熙生前收
藏的2 . 3万件美术作品。

韩联社援引业界推测报道，李健熙的遗产价值30
万亿韩元(1751亿元人民币)，包括三星电子、三星生
命、三星物产等子公司的股票，汉南洞住宅和龙仁爱
宝乐园地块以及名画等。

三星前会长李健熙遗属

将支付巨额遗产税

据新华社电（王鑫方）墨西哥多地近期干旱，全
国供水吃紧，多地发生山林火灾。

水务部门27日说，截至26日，全墨西哥210座主
要水库中无一蓄水达到100%。其中，30座水库蓄水量
超过75%，19座水库蓄水量低于50%。比如，一处水库
负责供应首都墨西哥城四分之一用水量，但眼下蓄水
量仅有42 . 8%，低于历史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

墨西哥城市长克劳迪娅·欣鲍姆说，墨西哥城都
会区遭遇30年来最严重旱情。

墨西哥林业部门说，受高温和干旱影响，墨西哥
全境发生78处山林火灾，过火面积超过4 . 1万公顷。
应急部门已派出3600余人灭火。按照德新社说法，墨
西哥眼下85%的地区遭遇旱情。

墨西哥多地干旱

全国无一满水库

新华社新德里4月28日电（记者 胡晓
明）印度卫生部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
较前一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3293例，累计死
亡达201187例；新增确诊病例360960例，已
连续7天新增病例超过3 0万例，累计确诊
17997267例。

28日印度新增确诊和新增死亡病例数均
创疫情以来新高。由于疫情不断恶化，印度
多地床位、氧气、药品等医疗资源告急。印
度总理莫迪27日再次主持召开高级别会议，
要求确保快速升级卫生基础设施，并尽快扩
大制氧产能，以满足各地对医用氧气的需
求。

据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公报，到本月25
日，印度液态医用氧气日产量已从2020年8月
的5700吨增加到超过8900吨，预计到本月底
日产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印度卫生部27日发表声明说，为了解决
氧气罐车短缺的问题，政府已进口了20台低
温氧气罐车分配给各邦使用。

据新华社电（包雪琳）世界卫生组织27
日说，至少18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发现导致印
度疫情反弹的变异新冠病毒。

世卫组织在当天举行的新冠疫情例行记
者会上通报，截至27日，全球流感共享数据
库(GISAID)中已有至少18个国家和地区报告
在印度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B. 1 . 617。这一变
异病毒主要出现在印度、英国、美国和新加
坡。

世卫组织认为这种变异新冠病毒“值得
关注”，但是暂未把它列为“引发忧虑”的
变异病毒。世卫组织说，对全球流感共享数
据库既有病毒序列初步建模结果显示，与其
他在印度传播的变异新冠病毒相比，B. 1 . 617
发病率更高。

据法新社报道，世卫组织这项认定表明
在印度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比原始毒株“更
危险”。

世卫组织认为，B. 1 . 617和其他变异新冠
病毒传染性更强，可能是导致印度疫情近期
恶化的原因之一。

此外，印度疫情恶化也关联防疫松懈、
大规模集会等因素。

印度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20万
世卫组织：全球多地报告在印度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新华社发
这是4月26日，众多市民戴着口罩在印度孟买排队等待接种新冠疫苗。由于疫情不断恶化，医疗资源遭到严重挤兑，多地急症病床床、医

用氧气、呼吸机等告急，凸显了印度医疗体系的脆弱。

据新华社新德里4月28日电（记者 胡晓
明）印度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已连续7天
超过30万例。由于疫情不断恶化，医疗资源遭
到严重挤兑，多地急症病床、医用氧气、呼吸
机等告急，凸显了印度医疗体系的脆弱。

这波疫情来势凶猛，印度媒体称之为
“新冠海啸”。医院人满为患，许多新冠患
者因床位短缺而无法就医，家属纷纷求助于
社交媒体。当患者喘着粗气被送到医院时，

医院却宣告床位和氧气不足，药品短缺。电
视画面显示，患者戴着氧气面罩躺在医院外
面的救护车里、担架上等待就诊，家属忧心
忡忡……

在过去几周里，一些医生在社交媒体发
文，呼吁人们加强防疫措施，在必要情况下
居家隔离治疗，尽量避免住院。

印度首都新德里多家医院接连报告氧气
耗尽，并要求政府立即干预以补充氧气供

应。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抢夺氧气的情况，政
府不得不派武装人员看守和押运氧气设备。

为了应对“氧气危机”，印度政府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新成立氧气制造厂、开
通运送氧气的火车专列、调动空军飞机运送
氧气设备、从国外进口5万吨医用氧气等。
政府还宣布取消抗疫药品及其原材料的进口
关税。国际社会也表示愿意为印度提供抗疫
支持。

疫情急剧恶化凸显印度医疗体系脆弱

欧洲与新冠疫情缠斗已一年有余。一轮
又一轮封城锁国措施令欧洲经济遭受重创，
也造成社会矛盾加剧。尽管欧洲各国目前仍
深陷抗疫“拉锯战”，但随着疫苗接种进程
加快，国际合作加强，欧洲逐渐走出疫情阴
霾的信心也在增强。

经济遭重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网站
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7日10时（北京时
间16时），欧洲区域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
106万例，累计确诊超5109万例。

疫情给欧洲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复苏之
路漫长艰难。去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分别
下降了6 . 2%和6 . 6%。经济学家预计，欧元区
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无论同比还是环比仍会
呈现负增长。

久拖不决的疫情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各
国政府推行的疫情防控措施遭到部分民众质

疑，毫无防护措施的示威活动在欧洲持续进
行。

民众的不满导致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态也
在发生变化。今年1月底，由于意大利联合
政府内部在疫情防控及国家复苏计划上存在
分歧，意大利总理孔特辞职。德国定于今年
9月举行大选，但在去年秋季第二轮疫情暴
发后，现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民调支
持率不断下降，目前已被在野的绿党超越。

疫情不断反复

过去半年，在疫情、经济、民意、政策的相
互牵制下，欧洲各国深陷抗疫“拉锯战”，一直
在“封锁——— 疫情放缓——— 放松管控——— 疫
情反弹——— 再封锁”的循环中疲于奔命。

西班牙是去年最早出现第二波疫情的欧
洲国家之一。尽管实施了严格的封锁措施，
该国疫情仍几经反复。西班牙潘普洛纳市本
月26日宣布，将连续第二年取消定于7月举行

的奔牛节。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过去
两周平均每10万居民中新增确诊病例235例，
属于欧盟国家里中等偏低的感染水平。

在德国，众多零售商店自去年12月中旬
以来基本处于关闭状态。今年3月，德国实
施弹性解封政策仅两周，就出现疫情反弹，
不得不宣布延长管控措施。

进入4月以来，随着疫苗接种明显提
速，英国、瑞士、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等
国均在感染率下降后陆续开始放松管控或实
施分阶段解封计划。然而，最近在印度出现
的变异新冠病毒再次给欧洲全面解封的前景
蒙上阴影。

经济适应性增强

欧元区4月份制造业表现强劲，采购经理
人指数创下自1997年6月有调查数据以来的
新高，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时隔7个月也
重现增长。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公司的经

济学家认为，在疫情控制措施收紧的4月，欧
元区服务业恢复增长，充分表明经济活动对
疫情下的封锁状态有了更强的适应性。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本月23日表
示，欧盟的疫苗供应和接种正在提速，到今
年7月，有望为70%的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此前，欧盟曾计划到9月下旬完成70%成年人
的接种。截至24日，欧盟已经接种1 . 28亿剂
疫苗。

欧盟已制定的取消限制性措施路线图强
调相互协调、循序渐进。各国政府出台的分
阶段解封计划，也着力确保在实现群体免疫
前民众继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疫情
出现新的反复。

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学教授陆蒙吉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欧洲
到夏天可以达到较高群体免疫水平，从而逐
渐恢复正常社会生活。

（新华社法兰克福4月28日电
记者 邵莉 胡小兵）

欧洲抗疫“拉锯战”何时走出阴霾

新华社东京4月28日电（记者 刘春燕）日本国
会参议院 2 8日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由于众议院此前已批准该协定，此举意
味着日本已完成RCEP批准程序。

日本政府此前发布RCEP经济效果评估报告说，
由于日本两个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和韩国均加入其中，
RCEP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超过日本迄今签署的
所有贸易协定。报告预计，RCEP有望使日本国内生
产总值提高2 . 7%，并创造57万个就业岗位。

2020年11月，15个RCEP成员国正式签署该协
定。RCEP在6个东盟成员国和3个非东盟成员国获批
准后，即可在这些批准的国家之间相互生效。目前，
中国、新加坡和泰国已完成批准程序。

日本国会批准RCEP
中国、新加坡和泰国已完成批准程序

公众关心一些地方特色土猪是否濒临灭绝

如何发力核心种源自主可控？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杜长大”以来，实施了本土化选育，特别是2009年启动全国生

猪遗传改良计划以来，进一步加快系统选育，保障了我国近90%的生猪市场种源供给。
虽然我国进步很快，但因系统选育历史比国外晚了近50年，核心育种群的产仔数、饲料转化率

等关键性状与发达国家有10%至30%的差距，适当引种有利于国内生猪种业加快追赶。
我国建设了62个国家级地方猪保种场和保护区，开展了猪遗传材料采集保存，基本实现了

应保尽保，并培育了30个新品种和配套系，一批黑猪品牌加快进入市场。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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