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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李道忠

新疆和硕县光热资源充足，十分适宜
葡萄、辣椒、番茄、蔬菜、瓜果等农作物的生
长，是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绝佳之
地，具备高起点发展葡萄酒酿造、工业番
茄、辣椒深加工的优势。近年来，和硕县利
用区位优势，加快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先后
荣获自治区葡萄酒产业示范基地、农产品
出口示范基地等称号。特色产业为和硕县
铺就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金光大道。

优质葡萄酿造优质葡萄酒

7月24日，和硕县曲惠镇榆树园村村民
艾尼玩江·艾尔肯正忙着给自家的百亩赤
霞珠葡萄疏果。去年，用于酿造葡萄酒的
赤霞珠葡萄的收购价为每公斤 3 元。他家
的葡萄总共卖了15万元。栽种葡萄让艾尼
玩江·艾尔肯家盖了新房子，买了小轿车，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葡萄不是结得越多越好，而是要在挂
果后摘掉一些多余的才能提高质量。”艾尼

玩江·艾尔肯向记者介绍。艾尼玩江·艾尔
肯家的葡萄栽种于2014年。2017年起葡萄
挂果后，产量不断提高，现在将进入盛果
期。葡萄定植后，县、镇两级的林果技术服
务队每年都深入田间，手把手教农民如何
浇水、施肥、修剪。到现在，艾尼玩江·艾尔
肯已经对赤霞珠葡萄的管理非常在行。

2016年葡萄还没有挂果时，艾尼玩江·艾
尔肯就与和硕县贵基葡萄酒庄有限公司签
订了合同。对艾尼玩江·艾尔肯来说，他只
要每年把葡萄园管理好，家里就有一笔可
观的稳定收入。

近年来，作为特色主导产业，和硕县葡
萄产业不断壮大。2015 年，和硕葡萄酒获
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成功申报
了“天山南麓和硕产区”地理标志。如今，
酿酒葡萄已遍布塔哈其镇、曲惠镇、特吾里
克镇、乌什塔拉乡，种植面积达 5.76 万亩，
品种包括赤霞珠、希拉、美乐、梅鹿辄、雷司
令、霞多丽等 15 个。农户种植的酿酒葡萄
都由葡萄酒企业订单收购。没有卖不上好
价钱的后顾之忧，企业和农民就可以在田
间管理上不断提高要求，种出最适宜酿酒
的高质量葡萄，为和硕县酿出质量上乘的
葡萄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辣椒深加工产品远销海外

和硕县宏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明平告诉记者，2012年以来，企业每年都从农

民手中大量收购辣椒。去年，以每公斤7.6元
的平均价格收购了6000吨。目前，企业已具
备每年加工7000吨辣椒颗粒的生产能力。

近年来，和硕县努力发展辣椒等红色
产业。随着辣椒种植技术的提高，产量
和价格等条件的成熟，和硕县辣椒种植
面积逐年持续增加，辣椒种植户的经济
效益明显高于其他作物。2013 年时，辣
椒 种 植 面 积 就 已 经 达 到 5.9 万 亩 。 自
2016 年至今，辣椒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
10 万亩左右。去年，全县辣椒种植面积
10.64 万亩，加工辣椒平均亩产干椒 500 公
斤，总产 5 万多吨。

和硕县辣椒种植品种较多，鲜食及制
干辣椒品种主要有航椒系列、甘椒系列、线
椒等，色素辣椒品种主要有红龙系列、美研
系列、金塔系列等。目前，全县共引进和培
育了 30 个辣椒新品种，设立辣椒新品种试
验区和 6 个辣椒高产示范区。通过辣椒新
品种对比试验，选择出适宜当地种植的高
产优质的新品种再示范推广。

在引进和推广种植的同时，辣椒加工
企业也在和硕县同步布局。目前，全县已
有和硕县宏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辣椒加
工企业8家，从事鲜食辣椒加工和辣椒颗粒
加工，年加工辣椒量2万吨。由于原材料优
质，加工技术领先，和硕县出产的辣椒加工
产品一直供不应求。除满足国内市场的需
求外，还出口到秘鲁等地。

各类特色作物总面积超过
20万亩

和硕县的特色作物远不止葡萄和辣
椒两样。在特吾里克镇的西梅示范园里，
小法兰西西梅长势良好，果实挂满了枝
头。去年，小法兰西西梅亩产超过 1.5
吨。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冷链物流产生
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每公斤售价仅 13 元，
但收益依旧很好。

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重点突出、
布局合理”的原则，和硕出台多项优惠政
策，制定特色林果业发展的新思路和具体
措施，在全县推广种植西梅。目前，已种植
西梅1.3万亩，主要有理查德、大法兰西、小
法兰西、女神四个品种。目前，西梅种植以
其较高的收益已日渐成为当地种植户增收
致富的重要渠道。今年，当地西梅普遍挂
果好于往年。种植户们正忙着给西梅追
肥、疏果，做好精细化管理工作，为丰收做
好准备。

围绕特色农业，和硕县大力开展“两品
一标”认证。目前，全县共认证绿色食品 2
个，有机酒厂 7 家、土地 1 万余亩。因为发
展特色作物种植时间长、种类多，经济效益
明显，特色产业让当地产业不断优化，现已
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渠道。今年，和硕县
种植工业辣椒、番茄、甜叶菊、蔬菜及中药
材等各类特色作物20多万亩。

新疆和硕县：特色产业铺就小康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马晓刚 李昊

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足，内蒙古自
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农牧
民的精神生活也愈渐丰盈。为更进一步
丰富当地农牧民的“精神食粮”，巴彦乌兰
苏木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开展

“家门口”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全面推进
精神文明建设，涵养文明乡风。

白天种地饲养牛羊，傍晚带领同村老
百姓在家门口开展文艺活动，这是巴彦乌
兰苏木萨日朗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队长
赉小春充实而又有意义的一天。为让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深入百姓，又让文艺活
动转化成实际效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农
牧民，萨日朗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每天
傍晚组织嘎查党员群众开展文艺活动。

“我们志愿服务队里有很多跟我一样
曾经贫困的姐妹，文娱活动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我们的思想认知。从原来的‘等靠
要’思想转变为现在的积极向上，从曾经
的不善言谈转变为现在的载歌载舞，这些
都是文艺活动给我们带来最直观的改变，
志愿服务队也从最开始的5个人逐渐扩大
到现在的30多人。只要有需要，我们的文
艺活动可以在广场，也可以在屯口，更可

以在家门口开展。通过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文艺活动，参与其中的老百姓男女
老少都有，这些天我们已经学会了好几首
经典歌曲了！”赉小春深有感触。

除了每天傍晚的唱歌、跳舞，作为村
里“屯不错”的赉小春还给大家伙儿讲起
了党史故事。“今天我讲的党史故事是《人
民英雄：杨靖宇》，他曾五次被捕入狱，受
过严刑拷打，仍旧坚贞不屈……”

“每天来参加文艺活动的群众多，这
时候把党的故事讲给大伙儿，大家都很乐
意听。我们这是蒙古族聚居地，我准备以
后把党史故事翻译出来，双语给大家伙儿
讲，听着更方便也更开心。”刚刚讲完党史
故事的赉小春信心满满地说。

萨日朗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就是这
样走进了巴彦乌兰苏木群众的心中，服务
队的文艺活动不仅开在了“家门口”，而且

“对口味”。家住巴彦乌兰苏木达拉吐嘎查
的陈宝音，入党已有 50年之久，80岁高龄
行动不便的他，在家门口迎来了“老党员家
门口送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在为
老党员送去“文化大餐”的同时，还聆听老
党员入党50年的故事，红色文化反哺让志
愿服务更加具体、更加鲜活，让党史学习教
育传送更加精准到位。

声声传党音，心心惠人民。巴彦乌兰苏
木的“家门口”党史学习教育文艺活动，以党
史文化传送为重点，分众化开展志愿传送活
动50多场次，受益群众5000余人次。

巴彦乌兰苏木：“对口味”的志愿服务队

小龙虾，怎么吃才安全健康

云南50万尾土著鱼
放流金沙江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
晋亮）日前，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与大理州
人民政府、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在大理州鹤庆县龙开口水电站库区
放流码头举办“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长江云南省龙开口段
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将 50 万尾珍稀土著
鱼放流金沙江。

据了解，这些珍稀土著鱼有短须裂腹
鱼、细鳞裂腹鱼、鲈鲤、岩原鲤、长薄鳅
等，是云南省渔业科学研究院在龙开口水
电站经过长达十几年科研攻关、不断攻克
人工驯养繁殖技术的成果。其中，短须裂
腹鱼于 2005 年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突破
人工繁殖技术，岩原鲤、细鳞裂腹鱼、鲈
鲤、长薄鳅分别于 2011 年、2013 年、2013
年、2015 年实现云南首次人工繁殖。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增殖放流对保护好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恢
复长江土著鱼类种群和数量，改善长江水
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云南省
在全力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的同时，大力
做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十三五”期
间，累计放流各类鱼苗近 2.5 亿尾，其中土
著鱼达到750万尾。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
戈 邓卫哲）盛夏的海南骄阳似火，三亚崖
州区坝头基地的大豆试验田内一片生机
盎然，南京农业大学热带大豆选育团队正
在开展的一年五代大豆育种研发工作，将
有效缩短至少一半的新材料选育时间，快
速提升育种进程，服务国家种业战略，保
障大豆产业安全。

在我国大豆每年需求量约 1.1亿吨左
右，90%以上的大豆需要进口，提高大豆的单
产和品质，优化品种结构，对于保障大豆产
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海南省崖州湾种子
实验室目前重点攻关研发大豆分子设计育
种芯片，建立大豆全基因组选择技术体系，
培育高产优质大豆新品种。南京农业大学
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充分利用三亚优越的光
温条件，开展一年五代大豆育种研发工作。

“国内育种一年两代的育种速度，一
个新材料选育需要大约10年时间，三亚当
前开展的一年五代育种工作，在路径正确
的前提下，能将新材料的选育时间缩短一

半，快速提升育种进程，为新品种的选育
节约大量时间。”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
改良中心博士刘方东介绍，试验田内正在
谋划建设钢结构塑料薄膜隔离大棚，克服
目前海南多雨水、多台风、多虫害的影响，
积极探索开展一年五代的材料选育工作。

目前，坝头基地种植大豆 15 亩，包含
1356份大豆种质资源，已有接近一半的大
豆资源进入收获期，大豆采收工作在持续
进行，而这将有力推动东南亚地区粒用大
豆育种研发工作。

据悉，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高位
嫁接”本校优质学术资源，今年3月首次将
南京农业大学热带大豆选育团队引入坝头
基地开展大豆育种攻关工作，旨在探索推
动大豆产业在海南由南繁加代转变为鲜食
大豆的全年育种研发、由育制种向鲜食大
豆产业链、由季节性农业产品向全年供给
性产品拓展，探索打造服务全国鲜食大豆
生产基地和制种基地，为推动海南南繁产
业发展、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助力。

南京农大在三亚开展大豆一年繁育五代试点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小川

每年的小龙虾上市季，很多“吃货”
“老饕”都拒绝不了小龙虾的诱惑——五
花八门的做法，鲜嫩弹牙的虾肉……看
着球赛，喝着冰啤酒，吃着小龙虾成了不
少人消夏的选择。

前不久，一段关于小龙虾的视频冲
上热搜，视频中“只吃虾尾，不要吃虾黄”

“食用死亡两小时以上小龙虾容易中毒”
等说法引来许多网友关注。小龙虾，怎
么吃才安全，健康？带着这个疑问，记者
进行了多方求证。

焦点一：小龙虾的虾头能不能吃？
最好不吃。

小龙虾虾头能不能吃，这个问题足
以引发小龙虾拥趸们“唇枪舌剑”。

一些消费者认为，虾头内的“虾黄”
是虾卵，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而据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教授顾
泽茂介绍，小龙虾虾头内的“虾黄”，不论
公虾、母虾都有，所以，“虾黄即虾卵”一
说并不成立。其实，所谓的“虾黄”是小

龙虾的肝胰腺，即小龙虾的解毒器官。
如果小龙虾生活的水域中存在重金属、
污染物、寄生虫等，往往会通过虾的摄食
或呼吸活动进入其头部。

此外，小龙虾头部除了有肝胰腺，
还有胃、鳃等，这些都是虾体吸收并处
理毒素的器官，也是最易积聚重金属、
病原菌和寄生虫的部分。因此，从食用
安全的角度看，建议只吃虾尾，少吃、不
吃“虾黄”。

焦点二：死亡的小龙虾能不能吃？
要看其具体“死亡方式”。

很多消费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
小龙虾死亡超过 2 小时后到底能不能食
用，会不会引起中毒？

记者采访多位专家后得出结论：死虾
能不能吃，关键要看小龙虾是怎么死的。

要想吃得好，关键得食材好，挑选合
格优质的小龙虾很重要。湖北省潜江市
农业发展中心总工程师陶忠虎表示，小
龙虾对生长环境要求很高，食用鲜活小
龙虾一般是没问题的。

对于网上流传的“两小时”说法，陶

忠虎认为，小龙虾是一种富含高蛋白的
食物，夏季气温炎热，一旦死亡，虾体内
的高蛋白物质经细菌分解后极易变质，
人食用后极易出现食物中毒。所以，不
建议食用死虾。

但是对于消费量很大的冷冻虾，则
要看其具体“死亡方式”。顾泽茂解释，
经正规加工冷冻死亡的小龙虾和从水
池里捞上来的死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概念。

陶忠虎表示：“对于正规加工而成的
速冻小龙虾等，虽然其形态已经死亡，但
是在小龙虾鲜活状态下加工、冷冻而成，
可以食用。”

焦点三：小龙虾怎样烹饪才安全？
煮熟，煮透。

消费者日常购买的冷冻虾、小龙虾
预制菜等如何处理才能放心食用呢？

陶忠虎介绍，因为小龙虾体表和体
内都含有污垢、寄生虫和病原菌，在加工
之前要进行彻底清洗，虾头、虾线等部位
可以直接去掉。如果不考虑美观，小龙
虾的虾脚也可以去掉。市售的预包装小

龙虾，通常是选新鲜小龙虾烹饪后速冻，
只要保证冷链运输贮藏过程的低温，吃
的时候重新加热至沸腾，就不必焦虑食
品安全风险。

顾泽茂提醒，在小龙虾的烹饪过程
中，一定要保持高温，高温才能将其体内
的细菌或寄生虫杀死。通常，寄生虫在
70 摄氏度煮至 10 分钟左右就会死亡。
如果是100摄氏度的高温，杀死寄生虫的
时间会更短。“关键是一定要把小龙虾煮
熟煮透，确保食用安全。”

比起将小龙虾煮熟煮透，更值得关
注的是小龙虾配酒。专家提醒，小龙虾
配酒不会“越喝越有”，反而容易引发痛
风。其实不止小龙虾，其他一些鱼虾类
产品也尽量不要与啤酒同时食用。

专家解释，痛风的形成与嘌呤代谢
和血液中的尿酸排泄障碍有关。啤酒与
含嘌呤较高的产品同时食用，会增加尿
酸的生成和积聚，容易造成痛风，还可能
造成痛风性关节炎，甚至肾功能损伤。
尤其不建议体内尿酸水平较高的人群同
时食用鱼虾类产品和啤酒。

（上接第一版）农技人员伍永威说。
唐隆强介绍，在深入推进“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中，贵州省农业农村厅
仅生猪产业就多次邀请国家生猪首席专
家、国家生猪育种专家、华南农大等高校
专家，通过召开培训会、实地指导等方式，
全力推动生猪产业发展。

“为群众办实事”让农民满意

在广大农村，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自觉扛起责任使
命，为乡亲们出硬招、解难题，成了群众
的“贴心人”。

“现在走户串寨不用在天黑前赶时间
回家喽，有亮堂堂的路灯，硬化路干净整
洁，也不担心会摔跤。”惠水县好花红镇58
岁的村民班代贤，对近期村里开展的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竖起了大拇指。

惠水县农业农村局驻好花红镇清水
村第一书记罗进平，从脱贫攻坚驻村干部
手里接过驻村的“接力棒”后，带领党员干
部开展“环卫整治进万家”为主题的环境
卫生整治攻坚行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
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建设美好家园，常
态化实施村寨卫生治理，保持公共场所清
洁，赢得了村民们的赞誉。

时下，正值夏季刺梨管护的关键时
期。六盘水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干部将
培训会搬到了水城区营盘乡罗多村的刺
梨基地，围绕刺梨夏季田间水肥管理、杂
草清理、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通
过夏季修剪示范、讲解刺梨栽培管理技
术、现场答疑。

近年来，息烽县青山苗族乡实施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先后发动群众在全乡种
植脆红李 5000 余亩，如何通过产业振兴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
头等大事。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该乡把
为果农提升管护技术、促进园区提质增效
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26 件实事之一。
经多次联系对接，邀请贵州省农科院果树
所专家赵凯亲自到大林村田间地头，开展
脆红李管护培训，详细讲解了施肥除草、
病虫害防治常见管护技术措施。

“往年施肥全凭想象，原来是这样施
肥的哦！相信今年一定有个好收成。”大
林村卓正伦说。

把“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

“婆媳不和，家里吵架拌嘴，邻里之间

通水、通电、通路闹点小矛盾，都会有人去
化解。我们工作目的就是要服务好群众，
群众的家事小事就是我的事。”仁怀市五
马镇“村管事”成员张千说道。

仁怀市通过探索“村管事”为民服务
新模式，将村级教育、医疗、道路、住房、环
保、矛盾化解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
纳入“村管事”管理范围，并按照“一月一
议一评一晒”机制和“五事评优”制度，激
发村管事成员发挥管事作用，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彻底落到实处。

从黔北到黔东，从乌蒙高原到黔中腹
地，一场场培训会，一场场宣讲会，一次次
进村入户解难题，一次次田间地头指导生
产，贵州各地的“为民办实事”不仅解决了
生产上的难题，更让农民接受当时的洗
礼，为乡村有效治理找寻答案。

“听了陈老师的课，让我了解到更多
党史知识，我们要好好干，把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的！”在思南县凉水井镇桃子湾村
茶叶基地里，听了党史学习教育县委宣讲
团宣讲人陈时安的宣讲后，村民田儒菜动
情的话语，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思南县利用农忙之余，组织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人来到生产现场，用通俗易懂的
方式为群众送上一堂堂生动的党史课，引
导、教育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
乡村振兴“聚力赋能”。

一桩桩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
温暖了农民的心，这也是贵州将党史学习
教育同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切
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暖心举措。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作为农业科
技部门的贵州省农科院，通过整合现代农
业科技优质资源与融媒体技术优势，推进
科技下乡为民办实事，探索创新实施“三
进乡村”办实事（即农科专家进乡村、农科
成果进乡村、农科课堂进乡村），着力解决
老百姓技术获得难和生产救急难的问题，
努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也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活动”与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监督举
措相结合，在全省开展访村寨重监督助
振兴专项行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
动力和成效。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站在新的起点上，贵州正在从
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革命薪
火，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不断巩固脱贫成
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8月2日，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西二铺乡金果园种植家庭农场经理梁平正在采摘优质油蟠桃。梁平是宿州市远近闻名的“育桃专
家”，先后在西二铺等乡镇流转土地和承包果园上千亩，油蟠桃等水果苗木畅销20多个省（区、市），并带领100多户农民脱贫致富。

张成伍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
奇 范亚旭）日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省公安厅、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省通信管理局在全省联合实施
为期3年的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
提升”行动。

实施方案聚焦河南省近年来监测监管
发现问题较为突出的农产品，采取“一个问
题品种、一张整治清单、一套攻坚方案、一
批管控措施”的“四个一”精准治理模式，力

争用3年左右时间，生产方式进一步转型升
级，绿色防控技术得到普遍应用，农药兽药
使用更加科学合理，违法使用禁限用药物
问题基本解决，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
有效遏制，生产销售的食用农产品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属地责任、监管责任、生
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

实施方案明确治理的重点品种包括“三
棵菜”——豇豆、韭菜、芹菜，“一枚蛋”——
鸡蛋，“一只鸡”——乌鸡，“四条鱼”——大
口黑鲈、乌鳢、鳊鱼、大黄鱼等。在集中整治

国家确定的11个重点品种的同时，结合河南
实际，种植业产品增加芫荽、上海青等品种，
畜禽产品增加猪肉、禽肉等品种。行动时间
为2021年6月-2024年6月。

实施方案明确重点任务为严格农药兽
药生产经营管理，精准掌握种植养殖情况，
转变种植养殖方式，严查种植养殖屠宰环
节使用禁限用药物行为，管控上市农产品
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用好食用农产
品达标合格证制度，严格市场准入管理，严
格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环节管理，强化行刑

衔接，完善农兽药残留全链条治理机制。
实施方案强化精准监管与服务指导。

省级工作组要全链条各环节摸清重点品种
问题产生的根源，开展专项会诊，实施精准
的规范用药指导、技术服务。在种养环节，
按种植业产品、畜禽产品和水产品成立专
项行动工作组，针对禁限用药物使用、常规
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采取不同的治理措
施，逐一制定重点品种精准治理清单，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研究制定技术性指导意
见，并适时组织飞行检查。

河南实施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