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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中央宣传
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云南省委
1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
模”鲍卫忠先进事迹报告会。

鲍卫忠同志生前系云南省沧源佤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
2021年10月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经抢
救无效不幸去世。他长期扎根我国西南
边陲，对党忠诚、公正司法，为民族地区繁
荣稳定贡献法治力量。他始终珍视民族
团结，深入村寨普法释法，依法保护各族
群众合法权益，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佤
山法治“老黄牛”。他严于律己、清正廉
洁，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的政治本色。
鲍卫忠同志去世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最高人民法院追授他“全国模范法官”
称号，云南省委追授他“云南省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中央政法委发出通知，号召
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向他学
习。2023年 12月，中央宣传部追授他“时
代楷模”称号。

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吕丹、陈美红、
周红、陈龙、毕昱分别结合自身经历做了
报告，讲述了鲍卫忠同志矢志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感人
故事和先进事迹。

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云南省干部
职工代表，政法系统各单位干警代表，首
都大中小学生代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报告会。

“时代楷模”鲍卫忠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王其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邓俐 实习生 邓佳星）近日，重庆国
家安全数字馆正式开馆，重庆市“总体国
家安全观·创新引领10周年——以新安全
格局保障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主题成就展
开展，这是重庆市国家安全宣传月活动的
重要内容。

本次主题成就展由重庆市委国安办会
同三峡博物馆和相关市级部门主办，展览紧
扣“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10周年”主
题，聚焦“以新安全格局保障现代化新重庆
建设”主线，设置总体国家安全观、“13665”
全市国家安全体系构架、重点领域国家安
全、国家安全教育、干部队伍建设5个单元，
展览展出图片386张、视频10个、实物62个，
开放两个月。展览展示了通过经济、科技、
文化等手段推动国家安全方式变革、推进国
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塑造国家安全
的系列举措，总结展现了重庆市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工作进展及成效成果。

据了解，今年首创开发的重庆国家安
全数字馆“国家安全-重庆”微信小程序，

是一个专门宣传普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开放性公众学习平台。通过“云上漫步看
国安”的形式，全面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
育数字化、可视化、场景化，打造了开展国
家安全宣传教育的“网上主阵地”、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介大平台”。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保障国家安全
的‘压舱石’对吗？”“海洋污染主要来源于
哪里？”在展览现场的重庆国家安全数字
馆大屏幕前，不少市民兴致勃勃地参与互
动答题。

重庆市委国安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数
字馆为全国首创，具备数字化功能，设置
重要新闻、学习园地、活动集锦、区域特
色、教育基地、趣味答题、精彩瞬间、主题
成就展 8 大板块内容，希望将国家安全知
识与地域特色相结合，立体化展示统筹发
展和安全的生动实践。

今年，重庆市委国安办还统一组织了
5 个方面 18 项重点活动，持续唱响“争当
红岩先锋·维护国家安全”品牌，全面营造
全民共筑安全屏障的浓厚氛围。

国家安全数字馆在重庆开馆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萌）万千气象新京郊，又是一年“椿”来
到。4月 19日，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第十
届香椿·宝乐文化节暨第二届大地艺术节
在东樊各庄村千亩森林公园开幕。文化
节以“艺起·拥抱‘椿’天”为主题，通过

“椿”+美食、“椿”+艺术、“椿”+游园、
“椿”+乡村咖啡等多种形式，让游客沉浸
式体验峪口镇浓厚的香椿文化氛围，活动
将持续至5月3日。

活动现场，热气腾腾的香椿包子，美
味诱人；用油烹炸的香椿鱼，酥脆可口；香
椿拌豆腐，清爽嫩滑；香椿炒鸡蛋，香气扑
鼻……春天的第一口鲜挑逗着人们的味
蕾。此外，现场还设有“椿”日集市，宝乐
元气鸡、洳口烙饸子、烤饼等当地特色美
食齐亮相，游客在烟火食味中感受乡村的
别样魅力。

除了品尝美食，游客还可选购特色农
产品。在农业中关村特产集市上，赤松茸、
荞麦等产品一应俱全。没有到场的游客，
也可以在线上一键下单，足不出户就可品
尝地道的贡椿和头茬树王香椿。

峪口镇携手北京服装学院精心打造
的镜·桃、风幕雕塑、椿叶原野等11幅艺术
作品组成的文化长廊是本次活动的一大
亮点，不仅提升了文化节的艺术品位，也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动能。村民自发
组织排练了民俗表演，秧歌、非遗大鼓等
不仅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也为游客展
示了一场非遗文化盛宴。

东樊各庄村因红芽贡椿闻名，有“中
国贡椿第一村”的美誉，“科技+标准化”让
古老的香椿插上了现代化的翅膀，红芽香
椿种植面积已达 700 余亩，年产量 7 万余
斤，今年预计销售额230万元。同时，着重
打造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
宣传、统一营销的区域品牌，发展贡椿电
商销售，为村民增收开拓了新渠道。

未来，峪口镇将继续发挥香椿产业优
势，以香椿文化节为平台，打造更多具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同时全力实施品牌
战略，持续打造樊各庄贡椿、兴隆庄国桃、
西营村佛见喜梨等本土农特产品，以品牌
创建为引领，全力拓展“现代农业+乡村旅
游”的农文林旅融合新业态。

第十届香椿·宝乐文化节举办

□□ 郭盼盼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文博

春投一篓苗，秋收万斤蟹。近日，在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皂河镇，一篓篓蟹苗
被投放到池塘，一只只壳青肚白的小螃蟹
争先恐后地从蟹篓爬出，活力十足，蟹农
忙得不亦乐乎。

江苏河蟹养殖产量约占全国的 50%，
做好水上“春耕”工作，对江苏乃至全国都
至关重要。地处骆马湖与大运河交汇处
的皂河镇，因盛产“霸王蟹”远近闻名。

今年 55 岁的蒋夫奎，已经养了 25 年
螃蟹。“最早我们是在骆马湖里养殖鱼蟹，
但湖内养殖方式粗放，亩产不高，碰上大
旱或者大水损失严重，属于靠天吃饭。”退
渔还湖政策实施后，蒋夫奎上岸就业，“上
岸后，政府在土地承包、就业贷款等方面
给了很大支持，我就想着把老本行再做起
来，搞围塘养殖。”

2018年，蒋夫奎承包了当地3000多亩
水塘，进行螃蟹养殖。在基地建设初期，国
网宿迁供电公司了解到养殖基地的用电需
求后，第一时间派出供电台区经理完成厂
房及设备相关用电线路勘察及设计，先后
架设4台变压器，敷设线路4000米，在基地
投产前顺利解决了基地的用电需求。

“我们还引进了国内先进的微孔增氧
高密度养殖方式，平均每亩螃蟹产量可以

达到400斤左右，当年就完成成本回收且还
有了盈余。”蒋夫奎说，“微孔增氧养殖说白
了就是将氧气通过打孔的管道直接通入水
塘底部，24小时不间断供氧，整个池塘的氧
气含量就会很高，单位水域面积养殖的蟹
苗是传统养殖的2倍以上，微孔增氧养殖技
术对供电要求比较高，一刻都不能断电，这
些年多亏了供电公司的用心服务。”据悉，
随着微孔增氧设备、轮叶水车等电气化养
殖手段普及，当地电力员工还帮助蟹农开
发了“智慧养殖”App，可以 24小时监测蟹
塘养殖情况，在线采集数据并实时分析。

随着宿迁“霸王蟹”品牌越叫越响，皂
河镇更多人加入到螃蟹养殖的队伍中，水
塘面积从最初的几千亩，到现在的 5 万余
亩。“养殖规模化、科技化带来的用电需求
也越来越大。”国网宿迁供电公司皂河供
电所台区经理程乾说，“尤其在蟹苗投放
期间，充足的电力带来 24 小时不间断供
氧，直接决定了螃蟹的生长个头，关乎蟹
农一年的收成。”

为服务好蟹农养殖用电，电力人员对
蟹塘周边的100余条高低压线路开展全面
巡视，对涉及蟹塘供电的62台变压器开展
红外测温和特巡，同时加大对蟹农微孔增
氧设备、自动投喂机、水质监测传感器等
用电设备的隐患排查，帮助蟹农在可靠电
力的助力下，找到新型智慧养殖路径，增
添致富信心。

水上“春耕”正当时

□□ 赵小军 张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的山梁沟
峁、河岔谷地，又是一年春耕农忙的景象。

去年以来，吴堡县学习运用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通过以点带面、特色
带动，积极推进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
建，努力形成“建好一点、带动一片”的
示范效应，正绘就出一幅乡村振兴新
图景。

近日，记者来到吴堡县辛家沟镇李
家河村青梨种植园，村民穿梭林间，正
忙着浇水、除草，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作为 2023 年打造的市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李家河村因地制宜，围绕打造千亩
青梨园目标，实施高标准宽幅梯田改
造，大力发展吴堡青梨种植业，逐渐成
为远近皆知的“致富村”。

目前，该村栽植吴堡青梨面积达
1400 多亩，其中 225 亩已经挂果。

“我们以产业振兴为切入点，栽植吴
堡青梨1430亩，投资210万元建设青梨基
地冷库，促进青梨产业发展，同时发展日
光温棚和小杂粮种植业，打造现代特色农
业产业示范园区，2023 年村集体收益 35

万元，带动农户务工增收近 123万元。”吴
堡县辛家沟镇李家河村第一书记白慧
琴说。

吴堡县紧扣“守底线、抓发展、促振
兴”总体要求，聚焦“三落实一巩固”中心
任务，乡村振兴整体工作保持在全市前
列，吴堡县也因此被评为全市工作先进
集体。

与此同时，吴堡县结合县域发展实
际，立足乡村发展定位，突出示范引领，抓
好典型带动，积极推进李家河、辛庄、丁家
畔村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以点带面，
促进乡村振兴工作全面出彩。

走进吴堡县张家山镇辛庄村，一排
排整洁古朴的窑洞映入眼帘，崭新的院
落 、优 美 的 环 境 让 乡 村“ 颜 值 ”不 断
提升。

“去年，村里出钱给我们每户村民的
房屋外墙进行了翻新，村民的居住面貌焕
然一新，住起来特别高兴！”

作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辛庄村
把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作为建设乡
村振兴示范村的一项重要抓手，累计投
资 190 多万元，改造村民居住窑洞外墙
面、实施村庄绿化美化、发展庭院经济，
走出了一条农文旅互惠共赢的乡村振

兴发展之路，将特色田园的乡村愿景变
为实景。

在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过程中，
吴堡县每村安排 500 万元，其中，衔接资
金300万元，70%以上用于发展产业，专项
资金200万元。

“我们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要
求，围绕树典型、抓示范的工作思路，以
提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
居环境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示范村创
建各项工作，不断巩固脱贫成果、拓宽农
户增收渠道，全面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带动全县乡村振兴工作实现整体提
升。”吴堡县乡村振兴局贫困监测中心主
任宋秦其说。

眼下，春回大地、春暖花开，人勤不
负春光好。郭家沟镇于家沟村、辛家沟
镇贾家山村等今年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的创建工作又在加速推进，各示范村忙
着报项目、抢开工，不负乡村建设的好
时机。

“我们将以乡村示范村创建为契机，
积极利用各级资金，壮大村集体经济产
业，推动农产品深加工、拓市场，更好增加
村集体和农民的收入。”于家沟村党支部
书记任建成说。

陕西吴堡县：

创建示范村 愿景变实景

“芒果”卖芒果
湘琼一家亲
□□ 张馨丹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卫哲

湖南与海南，一个位于湖之滨，一个在海
之畔，虽然相隔千里，但心紧紧相连。近日，
湖南省党政代表团到海南学习考察，以此为
契机，乘势而上推动两省合作迈向更深层
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

眼下，正是海南三亚贵妃芒上市的季
节，芒果市场价格存在波动起伏。芒果，这
个海南的著名特色水果，与湖南的文化名
片——芒果台，在美好的时刻相遇，擦出甜
蜜火花。湖南广电集团（台）有关负责人介
绍，在海南芒果的成熟季节，双方开启新一
轮携手共进。湖南广电将全力发挥多平台
的渠道、资源优势，更高效地连接湘琼市场
供需两端，为消费者持续提供“好商品”“好
价格”“好服务”，助力海南芒果出圈。同时
还将联动旗下优质王牌节目，用精巧的创
意，多元的传播渠道，推广海南风土人情和
优质农产品，持续营造助力乡村振兴的良好
氛围，助推文旅消费升级，更好实现两地强
强联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马育红介绍，
海南是我国唯一的早熟芒果优势产业带，目
前，海南芒果种植面积约103万亩，年产约90
万吨，一产产值超 50 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超
160亿元，芒果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三亚、乐
东、陵水等6个市县。

近日，湖南广电旗下的好物溯源团来到
海南三亚，冒高温、入果园，实地挑选树上已
成熟的贵妃芒精品果。贵妃芒是公认的“挂
在树上的水龙头”，95%都是果肉。咬着吃，
果肉饱满，无丝无渣，不塞牙；切块吃，满口
香甜，如冰淇淋般丝滑如蜜；吸着吃，果肉与
果汁混合在一起，果香浓郁飘香。

为切实助力海南果农增收，湖南广电发
起成立“湘琼芒果链联盟”，该联盟由“媒体+
政府职能部门+种植大户+销售渠道”组合而
成。湖南广电将集纳核心资源，利用芒果系
成熟的电商平台，以“直播宣传+带货”的形
式，拓宽现有贵妃芒销售渠道，助力芒果产
业良性发展。

▲

日前，“春约梨乡 醉美良王”——第
二届良王庄乡梨花节在天津市静海区多兴
庄园开幕。梨花节依托罗阁庄村3000亩梨
树种植区的天然生态，已成为良王庄乡特色
文旅活动。在梨花节期间，这里举办了一系
列“一村一品”展销、静海非遗展示、美食展
卖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来参观，也提升了良王庄乡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摄

□□ 郑占波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显萍

春日微风轻拂，在河南省洛阳市孟
津区会盟镇，数万亩梨花竞相绽放，形成
了一片片如雪般洁白的花海。壮观的自
然美景，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驻
足欣赏，游人纷纷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
春色之中。

“这里的春天美得令人心醉，仿佛是
进入了人间仙境。”游客张艳容在赏花时
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赏花游”赋能“全域游”

孟津区位于洛阳北邙山脉腹地，四
月春意正浓，这里变成了一个五彩斑斓
的花海世界。杏花如红霞般绚烂，桃花
随风摇曳，梨花如烟似雾，牡丹正怒放，
各种花卉次第开放，广袤的田野成为了
一个名副其实的“花花世界”，吸引了众
多探春游客前来赏花，追寻蝴蝶的踪迹，
体验田间的自然之美。

近年来，孟津区秉承“全区域规划、
全景化打造、全地域覆盖、全领域互动、
全社会参与”的发展理念，将“赏花经济”
转化为激活旅游消费的新动力，促进了
文化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通过在主要交通环线周边布局，孟
津区成功打造了黄河小浪底、西霞院水
库、黄河生态廊道、黄河湿地保护区等多
个生态旅游景区，形成了 3 条精品休闲
农业观光带，建立了 53 个 500 亩以上的
休闲农业综合体，培育了 120 多个美丽
乡村，实现了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

变，为田间地头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孟津区还致力于打造全域赏

花地，实现了生态环境的美丽蝶变。通
过重点打造会盟梨花、送庄桃花、白鹤
油菜花、朝阳牡丹花和芍药花等赏花基
地，孟津区将现代农业、田园风光、生态
旅游和农事体验融为一体。这些基地
不仅成为生态绿林、产业基地、旅游景
观、特色集镇和美丽村庄的连点成线，
更变成一道道风景长廊，使得城乡各地
成为了生态环境良好、产业发展协调、
人民安居乐业的乡间美丽大公园。

“赏花游”不仅丰富了孟津区的旅游
业态，也成为推动“全域游”发展的重要
力量。通过整合资源、优化布局、提升服
务，“赏花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地方经济
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美丽风景带来经济“钱”景

孟津区通过以花卉为媒，不仅提升
了当地人气和知名度，更重要的是为当
地居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送庄镇将
鲜桃种植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沿
高速公路发展了 3000 亩的鲜桃长廊。
每年3月下旬，桃花盛开，形成了一片色
彩斑斓的花海，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
前来游览。

游客在桃园中漫步、吟诗、嬉戏、留
影，形成了一幅“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
意画面。每年约有20万游客前来赏花，
为当地带来约 200 万元的旅游综合收
入，实现了将自然风景转化为经济效益。

常袋镇则创新性地结合“农业+旅游
业”和“农业+互联网”的发展模式，以东

地村为核心，带动周边村庄发展了 3000
亩的软籽石榴种植基地，以及以马岭村为
中心的2500亩大粒樱桃种植基地。

这种特色农业与休闲旅游的融合发
展模式，推动了“赏花+露营”“赏花+体
育”“赏花+集市”等多元化业态的兴起，
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业效益，
也为旅游业增添了新的亮点。在石榴和
樱桃花盛开的季节，粉色和红色的花浪
此起彼伏，花香四溢，让人仿佛置身于梦
幻之中。

会盟镇则利用其丰富的滩涂和丘
陵资源，发展了以“孟津梨”为主题的乡
村旅游和“美丽经济”。该镇长期致力
于发展“孟津梨”产业，建立了“孟津梨”
主题公园和特色种植产业带，种植面积
超过 1.2万亩。

花开时节，漫山遍野的梨花如雪般
绽放，将山岭装点得一片洁白。通过连
续举办会盟梨花节，该镇成功地将“十
里梨花香雪海”转化为一种宝贵的资
源，打造了集农业开发、旅游观光于一
体的“梨花经济”品牌，带动当地“孟津
梨”产值增长达到了近亿元。

打通乡村发展“美学路径”

孟津区以洛阳“牡丹花城”的定位为
契机，大力发展牡丹产业，将其打造成为

“美丽经济”的龙头。在麻屯、朝阳、送
庄、平乐等乡镇，牡丹种植面积已达到
1.2万亩，形成了壮观的牡丹产业带。每
年春季，牡丹花盛开，其以雍容华贵、绚
丽多彩的姿态，吸引了游客目光，成为了
一道惊艳的风景。

洛阳神都牡丹园位于平乐镇，占地
600余亩，依托先进的科技管理技术，培
育出了 690 个高端优质牡丹品种，并向
国内外知名牡丹园提供了超过 100万株
的优质品种。每年4月中下旬，园内130
万株名优牡丹竞相绽放，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游客前来观赏，共同见证牡丹的
华美。

在“赏花经济”的推动下，孟津区实
现了从服务到景区、从民宿到公路、从城
市建设到产业发展、再到乡村美化的全
方位提升。这一系列亮点的打造，成就
了区域内百花齐放的全域之美，形成了
以“赏花经济”为引领的全域旅游和乡村
振兴的“美学路径”。

目前已建成 200多个兼具“颜值”和
“内涵”的农村文化大院，100多个绿色生
态村庄，种植了 500 多万株绿化苗木花
卉，实现了“一村一树一花一景”的美丽乡
村建设，打造了卫坡、马岭、半坡、明达、双
槐、三十里等一系列亮点村和示范村，推
动全区从“一处美”向“处处美”的转变。

如何将优势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是关键。立足于区域实际，孟津区深入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将“赏花经
济”视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通过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利用美
学放大现有的文化、旅游、农业等资源
优势，全力构建了一个生态美、经济美、
百姓美相互融合的新格局。这样的努
力，让特色农业的“盆景”变成了一个个

“风景”、一片片“风光”，为美丽乡村建
设提供了新的样板。

百花齐放春潮涌
——河南洛阳市孟津区发展“美丽经济”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