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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起，江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医保电子凭证，医保参保

群众只需携带一部手机，就可以在定点医药机构实现扫码就医、购药，真

正实现“就医不带卡，只需医保码”。

这一新事物是否已经被广大市民接受？市民使用体验如何？

不用输入密码还可防盗刷

2 月 14 日，在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的一家药店，一名顾客选择好需要

的药品到柜台结算时，表明自己未携带医保卡，想进行微信支付。店员程

萍主动告知该店支持医保电子凭证支付，并协助顾客申领。

“顾客使用社会保障卡实体卡，需要输入两次医保密码，如果遇上网

络延时等情况，单单一名顾客的结算就需要几分钟时间。现在只要扫一

下医保电子凭证里的二维码，瞬间便可完成支付，省去拿卡、刷卡、输入密

码等环节。”程萍笑着说。程萍介绍，医保电子凭证的推广，还可以解决实

体卡不慎遗失造成的麻烦。每隔 60 秒，支付页面中的二维码就会自动刷

新，防止截图盗刷现象的产生，更加安全、便捷。

挂号缴费做到“一码通行”

在江西省人民医院红谷滩院区，因患荨麻疹前来就医的“95后”青年黄锦

涛，从点击多功能自助机触摸屏到完成购药支付操作，全程不超过两分钟。

“作为年轻人，对自助机上支付页面中的‘新操作’非常好奇，没想到

认证后刷个码就搞定了。”黄锦涛感叹道，因为之前没有携带社会保障卡

出门的习惯，所以从没使用过医保支付，都是使用微信、支付宝扫码缴费，

“对于我们这些支付全靠手机的年轻人来说，医院引入医保电子凭证支付

功能真是太给力了。”

在该院区，参保群众无论是挂号、缴费还是购药，都可以使用电子医

保凭证，做到“一码通行”。

姜霞是该院区一名导医，在多功能自助机前为患者提供指导协助。

姜霞介绍，虽然目前使用医保电子凭证的患者还不是很多，主要以年轻人

为主，但多数人只要用过就“一用倾心”。

使用实体卡不受影响

除江西省人民医院外，我省多家省直医院的门诊、住院均可使用医保

电子凭证，这大大提升了参保群众看病购药的便利性。在推行医保电子

凭证的过程中，这些定点医药机构也充分尊重参保人刷卡的选择权，确保

一些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使用实体卡不受影响。

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东湖院区的缴费窗口前，几名身着红马甲

的医务志愿者正忙活着，该院医保处的袁景熙也是其中一员。袁景熙介

绍，在我省全面推行医保电子凭证的大环境下，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对

志愿者进行了集中培训，以便更好地帮助患者实现“无卡就医”，缩短窗口

排队时间，尽量避免“反复跑腿”的情况发生。

从内部消化吸收，到线下广泛发动，辅以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号、订阅

号、视频号等平台同步宣传推广，我省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和定点医药机构

正携手发力，致力打造“互联网+医保”服务模式，为患者提供更加贴心、

暖心、舒心的就医环境。

2 月 6 日，从法国尼斯国际电影

节传来喜讯，我省主创的重大革命题

材 人 物 传 记 电 影《邓 小 平 小 道》（A
MAN OF THE PEOPLE），成 功 入

围该电影节，获得最佳外语片原创剧

本、最佳外语片导演、最佳服装、最佳

外语片剪辑、最佳原创音乐 5 项大奖

提名。法国尼斯国际电影节是国际

艺术电影人联合举办的电影节，以多

样化和包容性闻名，接纳来自世界各

地的各种类型影片，鼓励创新、个性、

独特性，深受艺术电影人的欢迎。

不仅要“国际化”还要
有共情共鸣

《邓小平小道》由王兴东担纲编

剧，雷献禾任总导演，卢奇任联合导

演，卢奇、于慧担任男女主角。为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2017 年 11 月，江

西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东

方全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星线

国际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发起、共

同 立 项 拍 摄 电 影《父 亲 邓 小 平》。

2018 年 12 月，该项目取得国家电影

局颁发的拍摄许可证，片名定为《邓

小平小道》。

2019 年 3 月 12 日 ，《邓 小 平 小

道》摄 制 组 正 式 到 南 昌 勘 景 。2019
年 3 月 17 日 ，省 委 宣 传 部 相 关 领 导

会见电影主创团队。江西电影作为

中 国 电 影 的 一 部 分 ，肩 负 着“ 走 出

去”的使命；邓小平是国际知名政治

家，在国际上有广泛的观众基础；国

际 电 影 节 也 比 较 青 睐 人 物 传 记 类

型，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这部影片

都 应 该 走 国 际 化 路 线 ，争 取 到 国 际

电影节拿大奖。

电影“走出去”是一种跨文化传

播。让国外普通观众理解特定时期

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并不容易，但人类

的情感是共通的，让国外观众观看中

国电影产生共情，是实现中国电影走

出去的一扇门。这就要求电影出品

方 善 于 挖 掘 人 性 中 共 通 共 鸣 的 东

西。《邓小平小道》讲述了 1969 年 10
月至 1973 年 2 月邓小平下放江西劳

动生活的故事，从父子情切入，以小

见大，塑造了作为老父亲、老工人、老

农民、老党员的邓小平崭新的银幕形

象。全片没有一处空洞的说教，有的

是浓浓的父子情、工友情、夫妻情和

邓小平对人民深深的爱。

“我看懂了电影里的情感，邓小

平对儿子深深的爱、对工人的深厚情

谊让我深受感动。”2020 年 12 月 4 日，

法国电影协会前 CEO 法兰克在越洋

看片后深有感触地说。他的观点代

表了一批国外观众的审美。

以世界电影语言讲述
中国故事

电影《邓小平小道》2020 年被江

西省确立为献礼建党 100 周年重点影

片。为了拍好这部献礼片，制作公司

邀请到包括中国金鸡奖最佳编剧王

兴东、最佳故事片导演雷献禾、最佳

美术芦月林、最佳剪辑周影、最佳造

型徐广瑞、最佳男主演卢奇、最佳女

主演于慧，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副主

任林韬博士在内的中国一流电影人，

以及好莱坞作曲家江凯夫等艺术家，

组成强大制作班底。其中多名成员

在国内拿奖无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心愿就是拿到国际大奖，这与江西省

的相关部署是一致的。

2020 年 1 月 6 日，《邓小平小道》

在北京开机后不久便遭遇新冠肺炎

疫情，摄制组拍摄工作被迫中断。在

等待复工的两个半月里，摄制组没有

闲着，主创、主演在总导演雷献禾的

带领下召开了三轮网络视频会，仔细

打磨每一场戏。制片部门汇总各方

意见建议，创造性制作成“多媒体剧

本”“表格化剧本”，为 2020 年 4 月后

的顺利拍摄提供了坚实保障。

以 世 界 电 影 语 言 讲 述 中 国 故

事。正是主创团队严格要求，精心准

备，用心拍摄，最终呈现出一部高水

准人物传记电影，为影片“走出去”打

下基础。“我是研究电影史的，一直比

较关注中外电影史上的经典，发现传

记片一直很受观众欢迎。《邓小平小

道》超越了这类电影作品的个人英雄

史观，上升到更高层面的精神境界，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部电影不仅

是中国电影的优秀之作，也是在世界

范围内，让关注中国历史伟大变迁、

关注邓小平的电影观众和历史学家

同样能够接受的一部优秀影片。”北

京大学教授李道新在《邓小平小道》

专家研讨会上的这番话，为该片之所

以获得国际认可提供了注解。

科 幻 电 影《流 浪 地 球》中 ，“ 领 航

员”空间站里冷藏了 30 万个人类受精

卵和 1 亿颗基础农作物的种子，储存着

全球已知的动植物 DNA 图谱，并设有

全部人类文明的数字资料库，以确保

在 新 的 移 民 星 球 重 建 完 整 的 人 类 文

明。在现实中，这些基础农作物的种

子有个科学的名字，叫农作物种质资

源。它们是携带农作物遗传信息的载

体，具有实际或潜在的利用价值。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生物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关键性战略资源。日前，位于江

西省农业科学院的江西省农作物种质

资源库建成并投入试运行。这座“宝

库 ”有 何 特 点 ？ 它 的 建 成 有 何 意 义 ？

未来如何发展？记者采访了江西省农

作物种质资源研究中心负责人黎毛毛

博士。

这座“宝库”有何特点
“这是国内首个实现自动化存取

的现代化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总容量

较大、保存方式完备、技术先进。”黎毛

毛介绍，这座“宝库”总容量达 30 万份，

可满足我省未来 50 年农作物种质资源

保存需求。

能 够 入 库 的 种 子 都 是 万 里 挑 一

的。每一颗种子，从繁殖更新到入库

保存，都有着完善的技术规范。其中，

保存温度和湿度是影响种子寿命的两

个重要因素。“在常温下，普通种子一

般能保存 1 至 2 年。为延长种子的寿

命，要利用低温、干燥的方式。根据不

同的保存温度和贮存期，江西省农作

物种质资源库库体建设有短期库、中

期库、长期库，基本实现了种子的各种

低温保存。同时，采用世界最先进的

智能热回收除湿和热气化霜技术。”黎

毛毛告诉记者，为确保种子的活力，提

升安全性，科研人员每年都要抽样检

测种子的发芽率，对活力下降到临界

值的及时进行繁殖更新。

建成投入使用有何意义
我省农作物种质资源非常丰富，

有野生稻、野生大豆等。2017 至 2019
年，我省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 查 与 收 集 行 动 共 收 集 农 作 物 种 质

6000 余 份 ，涵 盖 75 个 科 、176 个 属 和

229个种。

“虽然第三次普查首次发现江西

野生黑芝麻、货架期特长的山玉米、商

业价值好的圆盘山药等一批具有重要

开 发 利 用 价 值 的 种 质 资 源 。 但 与 第

一、第二次普查数据对比发现，因土地

开发、集约化经营及城镇化建设等原

因，一些优异的地方种质资源已经灭

绝或濒临灭绝，非常可惜。”黎毛毛直

言，我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工作尚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面临不

少挑战。比如，本省特有农作物种质

资源消失风险加剧、农作物种质资源

深度挖掘滞后、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与鉴定设施不完善等。

“江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的建

成，将使我省农作物种质资源，特别是

濒危种质资源的长期安全保存得到有

力保障，也为选育高产优质农作物新

品种、保障全省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

可 持 续 发 展 提 供 技 术 支 撑 。”黎 毛

毛说。

未来如何发展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每一颗

种子，都关系着中国人的饭碗安全。”

采访中，黎毛毛向记者强调种子的重

要性。

江 西 省 农 作 物 种 质 资 源 库 的 建

成，是育种保种工作“万里长征”中的

关键一步。作为江西省农作物种质资

源库建设依托单位，省农科院长期开

展种质资源研究和利用，承担国家种

质资源调查、收集、整理、鉴定、评价等

任务，共引进和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 5
万余份，仅保存稻种资源就多达 1.8 万

份。为了更好地加强江西省农作物种

质资源库的运行管理，省农科院还成

立 了 江 西 省 农 作 物 种 质 资 源 研 究 中

心，聚集了一批专业人才。

“根据农业生产需求，江西省农作

物种质资源研究中心将开展大规模农

作物种质资源评价鉴定，为种业公司

和企事业单位解决种业‘卡脖子’问题

源源不断地提供优异种质资源，不断

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和育种水平。”

黎毛毛介绍，“十四五”期间，江西省农

作物种质资源库将繁殖更新农作物种

质资源 3 万份，编目入库长期保存；完

成繁殖更新 3 万份种质的表型性状鉴

定，建立江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数据

库；建立江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繁

殖更新、编目入库和表型精准鉴定技

术体系等。

在永新县才丰乡，说起谭回昌，干部群众都

爱叫他一声“老谭”。走近谭回昌，记者发现，一

声声“老谭”的背后，是当地群众对这位退休干

部的信任。

“ 老 谭 ”的 称 呼 老 早 便 有 ，不 过 老 谭 不 服

老。自 2012 年从才丰乡人民政府退休后，他随

即加入乡关工委，十年如一日为全乡青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呕心沥血。

才丰乡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红区，留

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其中便有农民

党员贺页朵写下并保存入党誓词的故事。谭回

昌用三年时间，挖掘、整理、编写了乡土红色故

事集，其中《一面永不褪色的党旗》《三女跳崖》

等入选永新县关工委五老宣讲团教材。

2019 年，才丰乡农民党员贺页朵的榨油坊

旧址上建起了贺页朵誓词广场，复原了贺页朵

当年入党宣誓和保存入党誓词的榨油坊，并紧

挨着建了一座纪念馆。由于熟知当地革命历

史，谭回昌义务全程参与了誓词广场的建设。

是年，誓词广场作为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对外

开放。周围群众陆续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可没

人讲解怎么办？“我来试试。”69岁的谭回昌自告

奋勇。从此，他每周来到誓词广场，义务为前来

参观的青少年和游客讲述贺页朵的入党故事。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阵‘咚咚咚’的

敲门声让榨油坊里的贺页朵顿时警觉起来，你

们猜来人是谁……”2021 年“五一”期间，三名

小学生在各自妈妈的带领下，来到誓词广场参

观，谭回昌主动上前为他们作专场讲解。半个

多小时的讲解中，谭回昌把故事讲得活灵活现，

三个孩子听得更是入迷。讲解结束后，其中一

个孩子拉着谭回昌的手说：“爷爷，我会一辈子

记住您讲的故事。”

不仅在誓词广场讲，老谭每年还率领乡关

工 委 宣 讲 团 ，深 入 全 县 中 小 学 校 宣 讲 红 色 故

事。十年来，共为青少年宣讲 280 多场，受众青

少年达 3万余人次。

才丰乡是永新县外出务工重点乡，多年来，谭回昌把留守儿童放在心

上、关爱在行动上。前些年，他通过调研发现，全乡 500 多名留守儿童中，

三分之一被托付给无监护能力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管带。为了使每个孩

子都有人管护，老谭在乡联合小学创办了永新县首个“关爱留守儿童之

家”，并创新了一套由“村委+学校+五老”结对关爱留守儿童的模式，使关

爱落到实处。

乡里曾有一个叫龙龙（化名）的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年

迈耳聋的爷爷无法有效监护，孩子时常逃学上网。从龙龙的“五老”结对

帮扶人那里得知情况后，谭回昌立即联系龙龙的父亲从深圳赶回永新，讨

论帮扶措施。此后，他每周安排龙龙在“关爱留守儿童之家”与家长进行

亲情视频连线。

如今，龙龙顺利完成学业，参加工作。他的父亲感慨道：“感谢关工委

和老谭及时挽救了我儿子，如果儿子走上邪道，我赚再多钱也没用。”

老牛自知黄昏近，不用扬鞭自奋蹄。谭回昌先后被评为中国好人、全

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我是共产党员，这些都是我应

该做的，做下来也很有成就感。”当被问“累不累”时，71 岁的老谭笑了，摆

摆手。

延续种子生命的“方舟”
——探访江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本报记者 齐美煜 实习生 朱凌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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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月起，我省全面推行医保电子凭证，推行
一个多月参保群众体验如何？

医保电子凭证
让人“一用倾心”

倪可心

《邓小平小道》

为何入围法国尼斯国际电影节
本报记者 钟秋兰

2 月 9 日 ，奉

新 县 赤 岸 镇 华 林

社区一家书店内，

小 朋 友 在 这 里 选

读 自 己 喜 爱 的 图

书。寒假里，孩子

们纷纷走进书店、

图书馆，忙着给自

己“充电”，享受一

个 书 香 四 溢 的 新

春假期。

特约通讯员

邓建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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