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深秋时节，青藏高原上的天气开始
转凉，不过，青海省海东市靓柱林农林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韩常宽的心里却
是暖意融融。

眼下，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高家湾村
山坡上近千亩“仙女果”迎来了丰收。站在
山上放眼望去，山坡上、沟壑间，一串串红
彤彤的“仙女果”漫山遍野，压满了枝头。

“这叫‘仙女果’，学名‘锦绣海棠’，
味道酸酸甜甜非常可口。”韩常宽随手摘
下一颗“红果子”，眉眼间透露着丰收的
喜悦。

荒山坡变成了“金银滩”

眼下，一株株低矮的“仙女果”树苍
翠依旧，一颗颗饱满的果实镶嵌其间，漫
向远方。站在高家湾村山头远眺，绿荫、
红果点缀在黄土之上，绿色仿佛从未
离开。

若把时间坐标拉长，你看到的会是
另一番景致：山高坡陡，土层浅薄，荒漠
蔓延，难见草木。过去，村民外出打工谋
生，大片的坡地撂荒，在风吹日晒雨淋下
日益荒废。如今，山峦起伏依旧，不一样
的是昔日的荒坡上长了草、种了果树、结
了果实。变化背后是韩常宽年复一年的
坚持和日复一日地呵护。

2013年，还是高家湾村党支部书记的
韩常宽只身前往吉林。此行，他想在这里
寻找一棵适应家乡山坡上栽种的果树。

“因为东北的冬天寒冷，时间长，这
一点与我们西北高原上的气候有一定相
似性，我想在这里寻求能适应青海生长
的果树。”韩常宽告诉记者，在吉林省农
业科学院的帮助下，他找到了耐寒、耐旱
的“仙女果”。

2014 年，他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引
进了 10棵“仙女果”品种，当他把不远千
里引进的新品种栽种在“连棵草都不长”
的荒山上时，家人、朋友都劝他不要做

“无用功”。韩常宽告诉记者，自己要投
资种“仙女果”引来了家人的极力反对，
因为山地是靠天吃饭，种下去的粮食都
会颗粒无收，这些年，村民都不愿意在这
里种粮食，何况是栽果树。

“横下一条心，就要做成功，因为我
没有退路了。”可喜的是，当年引进的 10
棵果树，长势喜人，适应力强，由于第一
年买的苗木比较大，第二年就挂果了，红
彤彤的煞是喜人。

随后，韩常宽把水引到了山上，把路
铺到了果园里，积极探索，不断扩大种植
规模，这几年相继从吉林引进了7万余株

“仙女果”树，现如今，近千亩的“仙女果”
80%已成功挂果，当年引进的10棵树苗已
经到了丰果期。

“仙女果”长大了，为周边的生态环
境增添了一抹亮色，昔日光秃秃的大山
披上了绿装，长了果实，大大提高了土地
绿化面积，荒山坡真正变成了“绿山坡”

“金山坡”，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的双赢，实现了农民“增收”、荒山“增绿”
的愿景。

小果子变成了“大产业”

“仙女果”树壮叶厚，耐寒耐旱，果型
秀美，色泽亮丽。成熟后酸甜适口，集观
赏、鲜食于一身。自“仙女果”试种成活
以来，产量一年比一年好，一棵树上能摘
50斤果子，每天能采摘 1000到 2000斤左
右。韩常宽的种植基地成为了全省唯一
一家大面积种植“仙女果”的基地。

“果树苗栽下去后，第三年到第四年
开始挂果，今年是基地大面积挂果采摘
的第三年。”韩常宽介绍，“仙女果”适宜
在海拔2200米以下、紫外线照射强、早晚
温差大的地区种植，乐都区特殊的地理
气候条件，孕育了这里“仙女果”独特的
口感，香甜可口。

“今年产量预计能达到30万斤，目前
主要是以订单的方式销往广州、深圳等
沿海城市，因为外地市场紧俏，没有滞销
果子。”韩常宽说，该果子富含大量人体
必需营养成分，其中硒、镁、铁、铜、碘、锌
等微量元素含量高，具有美容养颜、提高

免疫力等保健功能，受到外地客户青睐，
价格也达到58元一斤。

果子从栽种到采摘都需要大量的人
力，目前该种植基地用工30多人，都是本
村或者周边村的劳务人员。“有些年龄较
大的村民，不能外出务工，家门口的种植
基地就能帮他们解决一部分收入问题。”
韩常宽说。

“我们老两口年龄大了，出去打工不
方便，在这里已经上班三年了，离家近，
还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乐都区蒲台乡
羊起台村村民郭成姐夫妻俩就在基地务
工，每人每月 2500元的工资让他们的生
活有了保障，

“这是今天发往上海的60箱，这是要
发往广州的货……”韩常宽一边清点货
品，一边告诉记者，当天上午果园里采摘
的果子，中午前就会送到机场，空运到广
州、深圳等沿海城市，便捷的物流条件为

“仙女果”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谈及未来，韩常宽说想继续扩大种

植面积，在精深加工“仙女果”上做大文
章，开发果汁、果酱、果干等系列产品，壮
大“仙女果”产业，想方设法带动周边农
户共同劳动，成果共享。

微风吹拂下，小小的一株株绿油油
的果树、一个个红彤彤的“仙女果”长势
喜人，为灰色的山体披上绚丽的色彩，一
个小果子撑起的产业路充满希望。

青海乐都区：荒山坡长出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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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殷丽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郑惊鸿）11月4日，中国科学院东北地
理所组织吉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赵
兰坡教授、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才卓研究员、吉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王丕武教授三位专家对“黑土粮仓”科技会
战大安（吉林西部）示范区覆沙埋秸造旱田
改良的 200亩重度盐碱地示范田进行现场
测产。示范区按照18.9m2取样，3次重复实
收、脱粒、测水等标准程序进行测产，玉米
籽粒含水量折算成标准水（14.5%），覆沙造
旱田技术示范玉米产量 428.3 公斤/亩，达
到当地平均产量的 93.52%，埋秸造旱田技
术示范玉米产量 338.4 公斤/亩，达到平均
亩产的 73.89%（当地平均亩产 458 公斤）。
专家组一致认为，覆沙埋秸造旱田技术改
良利用重度盐碱地效果显著，可实现盐碱

荒地变优质农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土地资源是很宝

贵的，抗盐碱作物发展起来对提高土地增
量是很有意义的，对中国粮仓、中国饭碗也
能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长期以来，盐碱
障碍严重的土地或无法耕种，或作物低产，
严重制约了区域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发
展。我国东北三省有 1.15 亿亩盐碱地，采
取有效措施，改良盐碱地，实现作物正常耕
种，可大幅增加优良耕地面积，对保障国家
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今年中科院与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
区联合开展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该项
工作在吉林西部设置了大安示范区，示范
区负责人黄迎新研究员介绍，该示范区主
要致力于盐碱地生态治理等方向的攻关示
范，通过土壤改良、地力提升等技术，全面

提高盐碱地的生产力和土壤质量。
长岭草地农牧生态研究站周道玮研究

员介绍，中科院东北地理所自 20世纪 80年
代就开始了盐碱地治理研究，对农田、草地
和湿地多个土地类型开展攻关，获得了国家
级及省部级奖项近 10项，育成了耐盐碱水
稻、大豆等多个品种。我国松嫩平原沙坨
地-盐碱地镶嵌交错分布，风沙土资源丰
富。风沙土含盐量低、结构疏松，风沙土与
盐碱土混合能有效降低土壤盐碱含量，在盐
碱土地上覆盖一定厚度的沙地土壤，可限制
下层盐碱土的盐分向上移动，起到“沙压碱”
和“沙压盐”的作用，同时创建覆沙耕作层，
可改良发展为优良农田。周道玮告诉记者：

“我们目前采用的技术是在盐碱地翻埋粉碎
农作物秸秆，能有效疏松土壤，结合喷淋补
水，具有淋盐渗盐、隔层抑制的作用，同时还

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及其他营养元素，提升土
壤地力，可以一体化解决盐碱-干旱问题，实
现重度盐碱地改良及高效利用。”

试验田位于中国科学院长岭草地农牧
生 态 研 究 站 ，该 试 验 地 pH 值 为
10.23-10.76，土 壤 电 导 率 （1∶ 5） 为
0.071-0.092 西门子/米，属重度盐碱荒地，
作物无法正常生长。技术人员在盐碱地覆
盖 20 厘米厚风沙土，或在盐碱地翻埋 40
吨/公顷粉碎秸秆，种植玉米，行距65厘米，
株距 29 厘米，施肥量纯氮 180 千克/公顷、
五氧化二磷 70千克/公顷、氧化钾 70千克/
公顷，玉米播种后至苗期勤喷淋浇水，保持
地表湿润，其他生育时期视干旱情况喷淋
浇水，其他管理与常规大田相同，这块试验
田是第 1年改良种植玉米，玉米长势旺盛，
产量可观。

中科院吉林重度盐碱荒地试验田喜获丰收
覆沙、埋秸造旱田技术示范玉米亩产分别达到428.3公斤、338.4公斤

□□ 孟岩

10月 24日上午，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龙泉镇龙泉汤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传
来了孩童的游戏声。宽敞明亮的活动室
内，志愿者吕莉正带着孩子们捏橡皮泥，一
旁还有围坐下棋的老人、挑选书籍的村民，
大家其乐融融。

每逢周末，龙泉汤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都很热闹。这里制度齐全，活动丰富，有
党员志愿服务队、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等3
支志愿服务队50余名志愿者每天轮番开展
志愿服务。今年以来，志愿者围绕“乡风文

明实践”“建党 100周年”“社会救助志愿帮
扶”等主题，累计开展志愿服务8次。

村容整、民风淳、文化兴……在牟平，
像龙泉汤村一样的文明村不在少数。如何
让文明实践在乡村扎根，如何畅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牟平区紧扣“让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亮在群众心
头上”主题，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通
过理论惠民、德馨育民、文化乐民，多角度
宣传民生政策、多方位提升市民素质、多样
化吸引群众参与，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强起来、实起来、硬起来，有力引领了乡村
文化振兴。

着眼理论惠民，让新时代文明思想照
亮乡村，牟平区创新推出“平声致远”宣讲
品牌，广泛遴选党员干部、党校教师、道德
模范、专业人才等，组建党员干部宣讲队、
模范宣讲队、银龄宣讲队、巾帼宣讲队等12
支区级宣讲队伍，同时广泛吸收返乡党员、
退休干部、好公婆好媳妇等参与，构建起上
下贯通、供需对接的三级联动宣讲体系。
与此同时，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定向宣讲”
和“菜单式宣讲”相结合、讲堂宣讲和流动
宣讲相结合，开展基层宣讲 800多场次，以

“身边事”解读“大政策”，用“小故事”阐明
“大道理”，辐射基层党员群众5余万人次。

着眼德馨育民，牟平区全面深化道德
实践养成，建立完善“村镇区”共遴选、“讲
评演”齐宣传、“帮扶奖”多保障的常态化好
人选树机制。2020年以来，共评选“牟平好
人”63人，其中，上榜“中国好人”1人，“山东
好人”17人，外卖小哥和公交司机“一挡一
背”、供电职工“爱心接力”等好人好事多次
亮相央视，提升了形象。该区还培育“新思
想光辉耀城乡”“红烛春霖”“健康361°”“农
技兴农富民”等八大品牌项目，年开展文明
创建、扶贫济困、孝老爱亲、绿化环保等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800余次，全面推进农
村精神文明创建“内外兼修”。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描绘乡风文明新画卷

商务部：加快实施县域
商业建设行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于涵
阳）近日，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商务部正
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促
进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据悉，今年
1-8月，全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接近3.7万亿
元，同比增长17.2%。但从总体看，农村市场
发育仍然不足，农村商业服务能力还不强，
与满足农村人口消费需求还有不小差距。

据介绍，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正在重点
推进三项工作。一是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
体系，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支持
有关地区累计建设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和物
流配送中心 2120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
14.6 万个，实现快递乡镇覆盖率近 100%。
70%的网购商品可在 3 天内到达村级服务
站。二是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商务部将
重点抓住跨区域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干线冷
链物流，补齐农产品流通设施短板。指导
各地通过土地作价、财政入股和购买服务
等方式，支持公益性批发市场建设，增强保
供稳价和综合服务能力。三是积极开展多
种形式的产销对接活动。

金秋时节，柑
橘飘香，四川省眉
山市仁寿县各大电
商站点忙碌起来，
金黄的柑橘源源不
断地被运到站点分
拣装箱，再通过电
商销往全国各地。
近年来，仁寿县采
取“电商+农产品+
服务”的发展模式，
电商服务站（点）覆
盖至全县 205 个村
（社区），为农副产
品销售插上了“金
翅膀”。

潘建勇 农民
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张艳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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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
201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为这支全新的人民队伍指明方向。
与灾害斗争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掀开了防范风

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的新篇章。

大战大考中彰显制度优势

摊开中国地图，祖国幅员辽阔、风光无限。
整合11个部门的13项职能，管理近20万名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18年4月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正式挂牌。
——“统分结合、防救协同”。新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运行以来，理顺了应急管理统

与分、防与救的关系，充分发挥应急管理部门综合优势、相关部门专业优势，形成更强合
力、更优效能。

2020年7月9日23时30分，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
被暴雨冲刷的山体滑落，砸穿民房。刚刚被强制撤离的17名村民躲过一劫。
6小时前，灾害信息员发现风险，但村民以几十年都没出过事为由不愿转移。接报

后，九江市应急管理局果断决定：为了群众生命安全，立即转移！
这是全国应急管理部门全面履行职责的第一年，我国遭遇1998年以来最严重汛情。

决战决胜之年，应对疫情之年，防大汛、抗大灾更显意义非凡。
关键时期，应急管理部积极履行国家防办牵头抓总职能，每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

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加强指挥调度。各部门守土有责、协同发力，为防汛抗洪、抢险救
灾提供有效支撑。

面对去年罕见汛情，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全国因灾死亡失踪
人数下降53%，紧急转移安置群众525.7万人次，为近年来最多。

“一减一增”间，一位基层应急管理干部感慨说，现在的体制机制极大减少了“协调成
本”，能够第一时间进行综合性应急处置。

——“全灾种、大应急”。新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运行以来，应急资源力量得到优化
整合，应急管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增强，国家综合应急救援
能力水平明显提升。

如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加速转型升级，新组建水域、山
岳、地震、空勤等专业队3000余支，建设“10+2”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
援拳头力量；各类应急救援专业力量也在壮大，已建成地震、矿山、危
险化学品、航空救援等国家级应急救援队伍近100支2万余人，发展社
会应急救援力量62万余人。初步构建起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为主力、以专业救援队伍为协同、以军队应急力量为突击、以社会力量
为辅助的中国特色应急救援力量体系。

危急时刻“守夜人”忠勇可鉴

前不久，这样一张照片在网络上“刷屏”——熊熊烈火已经烧
到大楼楼顶，滚滚黑烟中依稀可见一名消防员的身影，他正手持水
枪，站在楼顶灭火。

这一幕，发生于今年 8月 27日大连凯旋国际大厦火灾中。网
友们感慨：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望消防员们都平安归队。

这一幕，是“应急人”的日常写照。他们不负党和人民重托，在
一次次危急时刻迎难而上，在一场场大仗硬仗中英勇奋斗。

——他们恪尽职守，不负使命。
5 月 22 日凌晨，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70 号，应急管理

部。针对昨夜 21时 48分发生的云南漾濞 6.4级地震调度刚刚结
束，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部署。此时，又一条消息传来——
2时4分，青海玛多县发生7.4级地震！

一场紧急调度又开始了，部长的电话直接打给正在奔赴震中
的县消防救援大队……黎明时分，两支应急管理部工作组从指挥
大厅直奔机场，赶赴震区……

从首都北京到数千公里外的云南漾濞、青海玛多，多少“应急
人”彻夜无眠！这样的枕戈待旦、闻令而动又何止这一次？

全年 365天、每天 24小时应急值守，时刻保持应急状态，随时
准备冲锋陷阵，这是应急管理队伍钢铁般的纪律。

——他们赴汤蹈火，向险而行。
2020年初，湖北战“疫”。当得知定点收治医院的医疗废水急

需转运，荆州市洪湖消防救援大队7名90后消防员集体请战，组成
转运突击队。

2月20日上午，突击队执行任务时，机动泵突然增压。水带随
之猛烈向后抽动，眼看就要从运输车的罐口脱离。队员金鑫迅速扑
倒，顶着浓烈的刺激气味，双手紧紧抱住水带，用身体死死堵住罐
口。金鑫事后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废水喷出危及群众。”

彼时，应急管理部派出前方工作组驻守武汉，湖北省各级消防
救援队伍全面履行灭火抢险救援、防疫安全保障、社会救助服务等各项职责。

这是一支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的队伍，把对党忠诚体现在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具体行动上。

不懈加固“底板”助力伟大复兴

党中央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不断调整和完善，应对自然灾害
和安全事故能力不断提高，成功应对了一次又一次重特大灾害事故，有效化解了一个又
一个重大安全风险，创造了许多抢险救灾、应急管理的奇迹。

新形势、新征程，应急管理部围绕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坚持
抓基础、抓源头，标本兼治破解难题。牵头成立国务院督导组，对江苏安全生产、四川森
林草原防灭火等开展专项整治督导，牵头成立国务院调查组对河南郑州特大暴雨灾害进
行全域性综合调查，总结经验做法，以点带面提升全国安全防范能力水平。同时，深入开
展重特大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回头看”，举一反三狠抓其他行业领域责任措施落实。

9月24日，安徽合肥，全国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今年以来，
湖北十堰重大燃气爆炸事故、江苏吴江一酒店辅房重大坍塌事故、河南郑州特大暴雨灾
害等相继发生，暴露出城市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对此，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部署推
广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经验做法，确定 18个城市（区）作为国家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
预警平台建设试点，以点带面推动城市安全发展。

与此同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正在持续推进，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已全面铺开。

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一系列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举
措正陆续推出：

建设国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推进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工作，全面建立企业
风险分级管控和主动报告制度；优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力量布局和队伍编成，加
快构建覆盖灾害事故易发多发地区的2小时航空应急救援网络；实施基层应急能力提升
计划，开展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

“当前，应急管理工作还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
为引领，进一步增强危机感紧迫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发
有为、真抓实干，坚决扛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使命。”应急管理部部长黄明说。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应急人”正以永不磨灭的初心本色、舍我其谁的使命
担当，努力化解一个又一个重大风险、打赢一场又一场硬仗，奋力书写应急管理新篇章，
全力护航伟大复兴新征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