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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见习记者 刘佳兴）“发挥茶产业
的优势特色，深度参与‘四在农家·和美乡
村’建设，奋力推进乡村振兴开新局，助力
全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近日，在贵州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第 16 届贵州茶产业
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方涛说。

“富在农家”，贵州充分利用创建国家
级贵州绿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机遇，提
高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不断完善利益联
结机制，扩大茶产业联农带农富农效应，
构建起“‘贵州绿茶’省重点品牌+‘都匀毛
尖’‘湄潭翠芽’‘雷山银球茶’‘梵净抹
茶’”等“主要区域品牌+企业品牌”的体
系。2023年，全省茶园面积675.3万亩，茶
产业综合产值908.12亿元，47个茶叶主产
县中有26个将茶产业作为首位产业，辐射
带动 322.4 万人就业，其中农民 275.07 万
人，涉茶农民年人均收入达1.53万元。

“学在农家”，贵州以茶产业为载体，
以“创业创新”“揭榜挂帅”“头雁”项目等

为抓手，整合省、市、县各级相关专业技术
人才资源，下沉茶园、加工厂等，围绕茶园
管护、病虫害防治、茶叶加工等全茶产业
链各环节开展技术服务与培训，不断提高
茶农专业技术能力，让茶农也能吃上产业
的“技术饭”。据统计，2023 年，全省累计
培训4032场次、11.25万人次。

“乐在农家”，贵州推动各地以都匀毛
尖、雷山银球茶等非遗传承茶文化和制作
技艺等为切入点，结合节日民俗活动，举办
独具特色的茶事活动，如茶博会、开采节、
采茶比赛、冲泡大赛、斗茶大赛、茶艺大赛
等，让茶农、技工、村民等主体深度参与茶
产业，不断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美在农家”，贵州坚持打造最美茶山
清洁化茶厂。积极推行茶园“双减”和绿色
防控，严守茶叶质量安全；按照“茶区变景
区、茶园变公园”的思路，以茶园为支撑，打
造出一批茶文旅融合发展示范点，如湄潭
万亩茶海景区、雷公山茶文旅精品线路、瓮
安欧标茶旅小镇等，推动乡村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助力建设宜居宜游美丽乡村。

贵州茶产业深度参与“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

□□ 蒋宝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岳海兴

“找工作，选岗位，来职介，欢迎大家
来到‘北林就业大集’……”伴随着主持人
熟悉的开场白，近日，在黑龙江省绥化市
北林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北林就业大
集”第281期如约而至。

康殿波是绥化线上直播带岗的“名
角”。“每周一三五准时直播，介绍各企业
的用工信息，在线人数多时能达到 1 万多
人。”康殿波说。

西南科技大学毕业的孟巾舒就通过
“北林就业大集”找到了新工作。“招聘需
求和就业信息很详细，让我方便快捷地找
到了自己心仪的岗位。”孟巾舒说。

北林区扎实推进“春风行动”等促就
业专项活动，利用多个媒体发布就业信
息，2023 年，共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会
111场，为34.33万人次提供就业服务。

“咱们企业现在是否有用工需求，什
么工种？我来帮忙招聘……”北林区人社
局的“人社专员”正在北林区东富工业园
区了解企业用工情况。“我们通过巡访及
时掌握用工信息，整理后集中发布。”北林
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郝文婷介绍。

“通过‘人社专员’访企问需活动，与
企业建立起了日常联系互访机制，全力打
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北林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刘万奎说。
“制作中式面点，和面是关键，大家一

定要用温水和面，这样和出来的面软硬适
中，可塑性强……”北林区永盛面点职业
培训学校的老师孙晓广正在向学员讲授
面点制作技巧。

永盛面点职业培训学校是北林区落
实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成功典范。26 岁
的孙泽是北林区的一名烘焙坊店主，他
说：“我2022年在永盛学习，2023年开店创
业，现在一年的收入在12万元左右。”

“培训结束后，我们会为合格学员颁
发培训合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
提供就业指导，目前已累计帮助 900 人就
业、30人创业。”永盛面点职业培训学校校
长孙晓艳介绍。

北林区精选市场需求大、就业效果好
的家畜饲养、家政服务、中西面点等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联合 6 家培训机构开办就
业技能培训 65 期，带动 2178 人实现就业
创业。

就业，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系着
经济大局。2023年，北林区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 7983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8312人、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 5039 人。通过线上线下
招聘、职业技能培训、“人社专员”入企等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落实了促就业、
稳就业、保就业的各项政策，推动全区实
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全力促就业

本报讯 近日，中国食用菌协会（河
南·民权）林下食用菌高质量发展大会暨
第十二届羊肚菌产业工作专题会在河南
省商丘市民权县举办。此次大会以“发展
林下食用菌经济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为主题，由中国食用菌协会主办。

中国食用菌协会与民权县政府签订
助推民权食用菌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林下羊肚菌种植交流实践基地”。

“标准是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技术基
础和关键所在。”民权县委书记王静娴说，
民权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推进产业标准
化进程，把食用菌产业作为全县重点产业
谋发展促进步，立足规模化、集约化、标准
化、品牌化、精细化目标，让小菌菇“长”成
乡村振兴富民强县的大产业。

民权县地处黄河故道腹地。近年来，
民权县因地制宜用林下“小空间”做出了
食用菌发展“大文章”，10万亩黄河故道林
下沙荒地如今已然成为全国林下食用菌

种植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国家级出口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当前，民权
县已建成颇具规模的平菇、香菇、林下羊
肚菌等生产基地，探索形成的葡萄赤松茸
间作、林下羊肚菌、赤松茸种植新模式受
到褒奖。截至目前，全县羊肚菌种植面积
达 1.1 万亩、赤松茸种植面积达 600 多亩，
年产食用菌1.3万多吨，产值2.8亿元。

在民权县，食用菌种植户李秀红根
据当地的土质，结合原有的食用菌种植
模式，推出了一种“地膜+草苫+遮阳网”
的覆膜式小拱棚种植方式，“投入是大
棚的零头，零下 10 摄氏度，也不耽误菌
菇生长”；人和镇双飞种养专业合作社
试行葡萄羊肚菌间作模式，亩均收益突
破 2 万元；民权县探索建立了“保险+金
融+技术服务”机制，通过推出“种植贷”
和种植保险，解决种植户资金不足和种
植风险问题。

张增峰 孙越

中国食用菌协会林下食用菌高质量发展大会举办

河北承德县：
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本报讯 近日，在河北承德市承德县朝梁
子村，宽敞的村路、整洁的村貌让人眼前一
亮。说起村庄的变化，朝梁子村党支部书记
杨秀华介绍，在村庄 6 公里主干道铺设过程
中，村民主动让地 200平方米，道路才由原来
的5米拓宽至最宽处8米。同时，在村里拓建
3 个休闲广场、硬化巷道、河道综合治理过程
中，村民依然大力支持，先后无偿拆除违建50
余处，等于让出了10余亩面积的土地。

承德县还围绕农村厕所改造、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
村容村貌整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
务能力提升 6 项重点任务，坚持“统筹推进、
突出重点、成方连片”，围绕柴白河花果山
乡、玉带河十里菌香、唐家湾丹霞旅游、茅沟
河满族风情、暖儿河生态休闲 5条示范带，全
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打造宜居宜业美丽
乡村。

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完成户厕改造
3.38 万座，建设农村公厕 736 座，清理农村生
活垃圾 14.1 万立方米，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
农业生产废弃物 17.7 万立方米，清理村内塘
沟 389 处，清理残垣断壁和杂物 386 处，把一
个个“难点”变成了喜人的“亮点”，农村人居
环境得到改善。

娄丽双 张志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毛晓雅 朱颖颖

莫道园林小，佳景知多少。走进江苏苏州同里古镇
退思园的后花园，便知其中意趣，一方小园，三面环水，
春可赏兰，夏品荷香，秋有桂花满园，冬赏梅花映雪。四
季、山水都被园主人任兰生巧妙地搬到了这方小天地，
时间与空间的运用在这里尽得展现。

时空观是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古人
云，上下左右谓之宇，即空间；古往今来谓之宙，即时
间。时空观不仅体现在古迹中，也应用于其保护之中。
今人之所以能读懂吃透几百年前苏州园林的巧思，正是
在这些古老遗存的保护中充分运用了时空观，即保护的
整体性和延续性，这也是苏州古城保护在全国独树一帜
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文化遗产保护时说，“要使中
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
会相协调”“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
镇格局；既要保护精品建筑，也要保护具有浓厚乡土气
息的民居及地方特色的民俗”……这些重要论述表明，
保护要遵循系统性、完整性以及时间的延续性。

4月20日，记者跟随“文化中国行”采访团走进苏州
的古镇老街，探寻闪耀其中的文化魅力、古人智慧及其
保护之道。

古与今——
古老的与现代的，流淌在时间线上，于

同一空间交相辉映、水乳交融

志古之道，所以为今。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建立起当
代价值的认同，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苏州是很多
人心驰神往的“梦里江南”。因为这里有“红船流动只缓
急，画处人间烟雨中”的缱绻怡然；有“不出城郭而获山
林之趣”的园林风韵；有“潋滟红亭射晓霞，波光百顷渺
无涯”的运河气魄；有“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
条”的非遗技艺……究其魅力，根子都离不开“文”。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苏州考察时说：“住在这里很有福

气，古色古香，到处都是古迹、到处都是名胜、到处都是
文化。”

4 月 20 日，春日里一个普通的休息日，位于苏州古
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如织，多少人来到
这里只为在河边听一曲百转千回的苏州评弹。“由于保
护得早和保护得当，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
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仍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
相邻’双棋盘格局，堪称苏州古城的缩影。”姑苏区古城
保护委员会规划保护处处长王永法说。且看这摩肩接
踵的人群，且听这食客声、吆喝声、戏曲声，让人恍惚穿
越到古代，街区延续千年的繁华盛景，不得不说是个
奇迹。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流淌在时间线上的古与今，
在“绣花功夫”的精心保护下实现了在同一空间交相辉
映、水乳交融。繁华依旧，烟火仍在，正是古老文化在当
代熠熠生辉的价值体现。

虚与实——
有形的物质载体与无形的精神传承，

传达出独特的审美意趣和文化内涵

走在同里古镇，石桥民居倒映在穿街而过的河流
里，园林憩室卧榻之侧的镜中，把院里的绿意盎然收于
室内，室内外景致相互呼应……虚实相生的审美意趣在
古镇老街随处可得。虚实结合同样是古迹保护之道，通
过保护修缮有形的古镇古街，传承无形的传统文化，实
现以文化人，赓续历史文脉。

“在退思园的修缮和保护中，我们以历史资料为蓝
本，最大限度利用原有材料，保存原有构件，使用原工
艺，让一屋一瓦、一草一木都能保存历史信息。”苏州同
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闰说。

建筑完好保存下来，流传其间的故事和文化也得以
传承。在退思园的正厅内，“荫余堂”的牌匾挂于正中，意
为荫庇子孙，让他们长成参天大树，而任兰生的小儿子任
传薪也确实长成了栋梁之才。民族危亡之时，任传薪舍
宅办学，自费到国外学习先进办学理念，在退思园开办了
一所女子学堂，为镇里和周边地区培养了一批乡村女教

师。如今，学堂后院的香樟树仍静静矗立，耕读传家、济
世报国的传统文化熏陶着一批又一批到访的人。

同里古镇是苏州古城保护的集中成果。30多年前，
苏州就成为全国唯一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的历史文化名
城。全面保护的关键点就在于遵从并坚守古城区的空
间秩序，城镇格局、传统建筑、原始风貌、城市色调等要
素全部囊括在内。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就是全面保护的典型范例。“街
区不仅保留了苏州园林、名人故居以及大量传统民居的
原始风貌，也很好地传承了非遗等文化，缂丝工艺、桃花
坞木刻年画、评弹、昆曲，都能在这条街找到展示的窗
口。”王永法说。

静与动——
静态的历史与活态的生活有机结合、

共生共进

古建筑、老街区的自然肌理是靠时光和生活共同雕
琢出来的，原生态的烟火气具有不可替代性。留住

“人”，才能留住文化。然而，老街往往由于年代久远，基
础设施等较为落后，如何在保护中实现静态历史与活态
生活有机结合，让当地居民成为保护的受益者，考验着
保护工作的细度与温度。

苏州在保护传统风貌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基础设
施改造，不搞大拆大建，让居民仍住其中，形成了古镇与
社区、历史文化街区与社区合一的格局。

位于古城西侧的32号街坊以“小单元、渐进式”的微
更新模式，成为老街保护治理的典范。“如果只剩下商业
体，就会形成节假日里热热闹闹、平日里是空城的局面，
老街就失去了灵魂。”负责街区改造的名城集团更新公
司负责人蔡爽说。32号街坊仍有 1200余户居民生活于
此，在街区保护更新过程中，厕所改造、铺设燃气管道
等，也提升了居民生活的幸福感。

文脉延续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在苏
州，社区管理、企业协同、居民自发、技术加持，让静态历
史与活态生活共生共进，赋予了古镇老街古今辉映的

“双面绣”风采。

寻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江苏苏州古建筑老街区保护掠影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郑力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消
化道、甲状腺、乳腺等疾病越来越呈现高
发频发状态。记者从中国记协“关爱新
闻工作者健康讲座”了解到，在临床诊疗
中，城市居民发病率虽高于农村居民发
病率，但城市患者发现病情一般为早期，
更多农村患者一旦发现患病即为晚期，
甚至发生癌变后才开始救治，导致很多
农村患者因诊治不及时而错过最佳诊疗
阶段。专家呼吁广大农村居民朋友健康
问题不容忽视，如感到身体有异样，要尽
快体检就医。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后，很
多村民没有树立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
如暴饮暴食、缺乏均衡的膳食搭配和不
规律饮食等，极易患消化道、甲状腺等
方面的疾病。有人提出，生活水平提高
了，但很多疾病的发病率却不降反增。
北京首钢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大肠
癌专业委员会委员顾晋说：“肠癌发病
年龄段多集中在 70-80 岁，过去我们经
济基础较差，人均寿命也偏低，当前经
济水平大幅提升，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
村居民，饮食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有研究表明，长期过量摄入熏制、

烤制、高油高盐等食物与癌症发生有明
显的关系。”

当然，如体检过程中发现有结节或
某项指标偏高，也不必过分紧张，身体是
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某项指标升
高可能只是身体机能超负荷运转的预
警，适当调节恢复即可，不必过分“小题
大做”。如有网友声称，高碘会引发甲状
腺疾病，以至于很多人“谈碘色变”。北
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副主任、中国临床
肿瘤学会甲状腺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林岩松则表示：“碘摄入量要合理，缺碘
也会引发甲状腺疾病，成年人每天碘的
摄入量应该控制在100-150微克，切不可

‘谈碘色变’。”此外，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超声科主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甲状腺
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波也指出，
甲状腺结节分为生理性结节和病理性结
节两类，生理性结节为身体生长的自然
现象，病理性结节大部分也为良性，如体
检时发现有结节需定期复查，如无明显
变化则不必过度担心。事实证明，由于
个人机体差异，吃一样的东西也不一定
得一样的病，这就提醒广大农民朋友要
在科学的指导下，做自己的“健康医生”，
千万不要极端化。

立足于“早”，着眼于“防”。“早查早

治疗，晚查不好治。”专家呼吁，广大农村
居民朋友应该树立正确的健康意识，合
理膳食、适当运动、保持愉悦心情并定期
体检。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医学部副主
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副理事长江泽飞
说：“好吃不健康，健康不好吃，保持健康
就是要尽量做到管住嘴，迈开腿。”专家
也表示，即使发现患病，目前科学技术发
展迅速，诊疗一体化的效果也很好。林
岩松说：“核医学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更有针对性地打击目标，让我们的治疗
更加有的放矢。”

相较城市居民而言，很多农村居民
缺乏健康意识，没有定期医疗体检，导致
很多疾病不能尽早发现，及时治疗。张
波提出，持续的科普教育也是医学工作
者所关心的，同时也希望地方媒体给予
更多关注和支持。此外，也要利用好科
学技术，远端体检、问诊、看病，让超声技
术与 AI 相结合，更好解放人力，提高
效率。

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省建
立了农村居民免费健康体检制度，对提
升农民健康意识和健康水平很有帮助，
期待更多地区将便民利民的好政策推广
开来，落实下去，让农村患病群众更早发
现，及时治疗。

预防消化道等疾病 农村居民不容忽视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嘉伟）近日，2024“长沙银行杯”“大地流
彩——爱中华爱家乡”湖南农民诗会暨第
二届湖南乡村诗词大会新闻发布会在长
沙市举行。本届大会以“爱中华爱家乡”

“情牵乡土，诗画田园”为主题，以诗词为
形式、农民为主角、农村为主场，将重点开
展诗词赛事、“诗绘美丽乡村”湖南农民诗
人培训班、乡村采风、颁奖典礼等活动，旨
在进一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的农
村文化建设，展现乡村建设成果，丰富人
民文化生活。

会议介绍，与去年相比，本届大会赛
事规格更高、主题活动更多、宣传形式更
新、奖金更高。除诗词赛事外，本届大会
新增一大主题活动，即“诗绘美丽乡村”湖
南农民诗人培训班。该活动将重点邀请

诗词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向诗词写
作爱好者传授诗词创作、赏析知识，旨在
培训一批农民诗人骨干。大会举办期间
还将邀请诗词名家等以出镜形式讲解诗
词、参赛信息等，通过短视频助力活动
传播。

据悉，自 4 月 19 日至 8 月 18 日，大会
面向省内外诗词爱好者，尤其是农民诗词
爱好者征集佳作。本届大会总奖金为 10
万元，其中一等奖5个、二等奖10个、三等
奖30个、优秀乡村诗人10名，最终获奖结
果将在颁奖典礼上公布。

本届大会由湖南省政协文教卫体和
文史委员会指导，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
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湖南省诗词
协会承办，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冠
名，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协办。

第二届湖南乡村诗词大会拉开序幕

近日，在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敖山
镇洋林归侨少数民族村，换上民族服饰
的游客体验特色联欢活动。

该村是一个由归侨和瑶、侗、傣、壮、
京、苗等民族组成的归侨少数民族聚居
村。这是江西省三大归侨聚居地之一，
也是赣西地区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村，
村民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作、生
活，共同绘就七彩“同心圆”，谱写共享民
族情的蝶变篇章。

时雨 摄
（来源：大国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