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付小涛 农民日报·中国农
网记者 李道忠）近日，为全力做好市场
物资保供工作，新疆阿克苏地区商务局
党组班子成员带队，组成两个调研组分
别赴 7 县 2 市对市场供应、消费促进及
安全生产等情况进行实地察看，进一步
确保了地区生活必需品供应货源充足、
品种丰富、物价稳定，有效夯实了地区
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安全有序的良好
局面。

自今年年初，阿克苏地区积极落实
货源组织、做好储备投放，强化监测预警
等举措，切实做好市场供应保障工作，确
保地区“米袋子”“油瓶子”“菜篮子”物丰
价稳。

据了解，阿克苏地区两大蔬菜批发交
易 市 场 1 月 1 日 至 今 累 计 库 存 蔬 菜
18459.79 吨，日均交易蔬菜 2246.86 吨，调
出 5219 吨。17 家商超库存米面油 235.5

吨（其中：米 70 吨、面粉 100 吨、油 65.5
吨），肉15.52吨、鸡蛋10.04吨、鲜奶95983
袋、蔬菜13.16吨、方便面48868件、消毒液
8577瓶，各大商超对短缺物资均能够及时
补充，满足市场供应。29 家商贸公司（代
理商）库存米面油 1945 吨、鲜奶 151605
件、方便面 49550 件、消毒液 19.3 吨，大宗
库存商品完全能满足各大商超供应。25
家粮食生产企业中，17家面粉加工企业和
4 家大米加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每日生
产粮食 4540 吨，库存粮食 15659 吨，库存
原粮71705吨。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储备生活物资
8大类 9.53万吨，其中：大米 4497吨、面粉
10502 吨、油脂 784 吨（一级油脂 27 吨、二
级油脂757吨）、肉类16406吨、蛋7500吨、
禽1200吨、奶3600吨，本地蔬菜市场日均
上市 1200吨蔬菜，各类物资齐全，能够满
足市场供应。

新疆阿克苏——

全力保障市场粮油菜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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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英国洛桑试验站是世界著名的农业
研究所，从1843年开始，该所进行的一些
长期定位试验至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
为农学、土壤学、植物营养学、生态学和
环境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
为“经典试验”。在安徽濉溪县杨柳实验
站，也有这样一块田，1981年在这里设立
的培肥定位试验，是国内持续时间最长
的砂姜黑土定位试验，被誉为安徽的“洛
桑”。近日，记者来到这里探访。

41年定位试验攻克砂姜黑土顽疾

地处淮北的濉溪县与沿淮 23 个县
（市、区）2336.6 万亩易涝、易旱的砂姜黑
土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经过安徽省农科院 3 代
科研人员 41 年不懈努力，昔日十年九灾
的砂姜黑土老灾窝，如今蝶变成千里沃
野的大粮仓。而作出巨大贡献的杨柳实
验站也已经步入新时代。这幢现代化的
三层小楼里面有各种先进的试验仪器，
紧挨着实验站的就是 500 亩试验田。记
者在杨柳站试验田里看到有几小块用水
泥条隔开的麦地。

“这是用来做砂姜黑土培肥定位试
验的。”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曹承
富告诉记者，试验设 5 种施肥处理：有
机+化肥、单施化肥、单施有机肥、有机+

化肥高量，其中有一块宝地，40 年没施
过肥，这在我国 6000 万亩砂姜黑土地中
是唯一的。

一块只有100多平方米的试验田里，
麦苗矮小枯黄、稀稀拉拉，同周边长势较
好的绿油油的小麦形成鲜明对比。曹承
富自豪地介绍，别小看这块地，虽然小麦
亩产只有 20-30 公斤，玉米亩产也不足
50公斤，却是无价之宝，是做长期定位试
验绝好的对照标本。

做砂姜黑土培肥定位试验是为了研
究砂姜黑土的形成机理、变化趋势和改
良方法。“土壤肥料长期定位试验具有常
规试验不可比拟的优点，能够系统地研
究土壤肥力演变和肥效变化规律，为农
作物合理施肥和提高土壤肥力提供依
据。”曹承富回忆说，“中间有几年，实验
站经费十分紧张，科研人员就自掏腰包
坚持搞试验，没有一年间断过，因为我们
深知这项工作太重要了！”

长期的定位试验，结出了丰硕的成
果。“我们由此研制出以有机肥和化肥
配施、秸秆还田为核心的培肥技术 4
套，实现了土壤培肥改良技术的定量
化，有效解决了砂姜黑土培肥难、地力
提升慢等问题。”曹承富告诉记者，他们
研究的成果“安徽砂姜黑土培肥与小麦
持续增产关键技术及其应用”在我国砂
姜黑土地区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对提升
地力、增加小麦等作物产量发挥了重要

作用，并获得 2015 年度安徽省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

前沿科技助力粮食增产试验

曹承富是杨柳站的第二代科技工作
者。“第一代驻守杨柳站的老一辈科技工
作者都已经不在世了。”他告诉记者，
1981年9月，省农科院作物所科研人员孙
国伦、汪芝寿背起行囊，离开繁华的省
城，来到土地贫瘠、生活艰苦的濉溪县杨
柳乡，和县里派来的农技人员李本正等
人一起建立了杨柳实验点（后改为杨柳
实验站），向贫瘠的砂姜黑土宣战，开始
了“砂姜黑土培肥定位试验”和“淮北小
麦大面积增产途径及栽培技术研究”。
一开始的实验站，就是两间不足 40 平方
米的茅草房，里面摆放着叉子、铁锹、扬
场木锨、耙子、扫帚等简单的农具和实验
工具。办公室的边上还有一间牛舍，养
着两头干农活的耕牛。

随着时代的进步，杨柳站不断呈现新
的亮点，记者看到试验田的中心区域，新
建的加密自动气象站24小时不停地工作，
可及时完成对某个特定区域气压、温度、
降水、风向、风速、相对湿度等多种气象要
素的采集、上传、报警，从而提高局地性、
突发性、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作物长势监测系统则利用获取到的监测
区域的卫星图像数据，通过图像处理技术
和专业计算分析来量化作物的健康状况，

并把最终的结果呈现在专业的农业信息
平台上供种植者和农艺师查看。

此外，还安装了农作物病虫害智能
化预警监测设备，这套系统包含远程拍
照式虫情测报灯、远程病害监测仪、植物
环境信息监测设备以及预警预报系统、
专家系统、信息管理系统等组成。可实
现全天无人值守、远程实时在线监测虫
情、病害、环境信息，自动上传到物联网
监控平台，也可通过手机App查看管理。

如今，从曹承富手中接过“接力棒”、
长期在杨柳站驻点的是“80后”女博士陈
欢。记者采访时，她正和同事一起用一
个1米多高的“静态采集箱”采集麦田（土
壤和小麦生长系统）排放的温室气体。

“每周要来采集一次，这些温室气体
包括二氧化碳、氧化亚氮、甲烷等，整个
小麦生长周期要采集近40次。”陈欢接着
介绍采集的目的，一是要测量小麦生长
期不同阶段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二是监
测不同氮肥施用水平对农田温室气体排
放的影响，三是研究氮施用量相同的情
况下，不同小麦品种氮利用效率的高低
差异，为选育氮利用效率高、排放水平低
的小麦新品种提供科研数据。

“传统农业的着力点在于如何通过
土壤培肥提升产量，现在我们要在稳产
高产的基础上发展氮利用效率高、排放
水平低的低碳农业、生态农业，为碳达
峰、碳中和作贡献。”陈欢说。

安徽省农科院打造中国的“洛桑试验站”——

3代科研人41年坚守一块田

邮储银行启动 2022 年
“乡村加邮购车季”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感谢邮储银行‘乡村加邮购车季’活动，帮助
我实现了买车的梦想。现在我也是有车一族
了，以后回镇里看爸妈再也不用挤公交车
了。”生活在河北县城的居民吴女士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吴女士口中的“乡村加邮购车季”活动，是
邮储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项服务乡村振
兴活动，于4月启动，将持续至12月。该活动深
入城乡，惠及广大县乡地区，将购车服务送到居
民身边，方便居民看车选车，还能享受邮储银行
的汽车消费金融服务。“乡村加邮购车季”活动
旨在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围绕县乡地区居
民、新市民等群体购车出行需求，不断加大汽车
消费信贷服务力度，全力支持居民改善出行。

此次活动中，邮储银行联合十余家汽车
厂商精选一批契合下沉市场消费需求的车
型，推出多项汽车消费信贷优惠政策，打造多
款贴息及低息贷款产品，开展形式多样的活
动，将汽车消费金融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2022年的活动将力争实现在县域地区投放汽
车消费贷款 150 亿元，联合汽车经销商开展
超过 1000场活动，搭建更为便利的购车服务
平台，用扎实的举措方便居民们看车买车。

下一步，邮储银行将继续秉承普惠金融
理念，充分发挥自身禀赋优势，积极发展汽车
消费金融业务，深耕县域市场，服务乡村振
兴，助力城乡居民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近日，“出彩河南人”2021 感动中
原年度人物揭晓，10组温暖人心的河南好
人与3个模范集体获此殊荣。

当选 2021 感动中原年度人物的分
别是：60 年奋战在科研教学一线，为中
国地图科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以
及军事测绘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时空大数据产
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家耀；恪尽职守、
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幸牺牲的
平顶山汝州市公安局临汝镇派出所前
副所长叶光辉；身残志坚、战胜重重困
难带领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南阳市桐
柏县埠江镇付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健；在
暴雨中勇救 51 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新
密市公安局副局长杨旭恒；修路架桥 23
年，以绿水青山筑起百姓“金山银山”的
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
书记杨来法；在抗洪抢险过程中英勇冲
锋，连续战斗 200 小时的郑州市消防救
援支队陇海西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张奇；

58 年信守承诺义务守护红军洞，赓续红
色精神血脉的信阳市新县郭家河乡湾
店村潘湾组村民张爱华；用青春滋养乡
村教育，以行动诠释师者大爱的周口市
太康县清集镇二郎庙小学校长张鹏程；
为病人募捐上千万，用妙手仁心打开

“折叠”人生的河南省人民医院脊柱脊
髓外科主任高延征；舍生忘死、在边境
冲突中为捍卫祖国领土英勇牺牲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某机步营战士肖思远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战士王焯冉。

组委会将 2021 感动中原年度集体
奖授予了英勇善战、连续 60 余年安全
生产无事故的八一采煤队，在 2021 年
东京夏季奥运会、残奥会上勇创佳绩
为国争光的河南籍奥运健儿和在河南
暴雨中用血肉之躯铸就生命堤防的杨
根思部队。

据悉，“出彩河南人”感动中原年度人
物宣传推介活动是河南省重点打造的典
型宣传品牌，该活动自 2005年开始，至今
已连续举办17届。

“出彩河南人”2021感动中原年度人物揭晓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秀萍）乡村振兴中如何发挥巾帼力量？

“追星北斗”背后有怎样的巾帼故事？……
近日，由全国妇联开展的“巾帼心向党 喜
迎二十大”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亮相
全国多地，各地妇联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让先进典型讲述奋斗故事、普通妇女
畅谈美好生活变化，生动展现广大妇女立
足各行各业、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在重庆，巾帼宣讲员在阵阵木洞山歌
中，向群众“唱响”党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政
策；在北京，广电媒体利用线上直播、新媒
体平台同步推送，让群众领略农业、医学、
教育等领域的巾帼风采……在全国妇联
部署下，地方妇联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工作主线，以讲故事为主要形式，

依托村居社区、“妇女之家”、党群服务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因地制
宜、创造性地开展群众性宣传、宣讲、宣
教、宣扬活动。

在黑龙江、湖北、陕西、广东等地，巾
帼当主角，在清廉家风宣讲、巾帼榜样分
享等活动中，讲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成就、妇女事业成就、妇女“奋
斗有我”等故事，表达出亿万妇女的美好
愿景和心声。

据悉，地方妇联在宣传教育活动中注
重将关爱帮扶有机融入，深化拓展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结合“我为妇女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关心关爱、走访慰问
特殊困难妇女儿童群体的活动，切实为妇
女儿童和家庭办实事、办好事。

“巾帼心向党 喜迎二十大”

多地开展群众性主题宣教活动

山东莱州：16万志愿者
“菜单化”服务暖民心

本报讯（姜建彬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吕兵兵）近年来，山东省莱州市沙河镇路
旺原家村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群体，遇到困难
时可免费得到“邻里互助圈”志愿者的帮扶。
据原家村党支部书记原祖波介绍：“村民自愿
注册成为志愿者，参加公益活动后，可在‘爱
行礼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储蓄志愿服务时
间，在有需要时也可享受到志愿帮扶。”

让德可积，让善可存，作为全国“四德工
程”发源地，莱州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
手，精准把握群众需求，积极推行“菜单化”志
愿服务，打造“群众点单-实践站派单-志愿
者接单-群众评单”的“四单”志愿服务工作模
式，实现了全市志愿服务网格化。

目前，该市构建了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总队为龙头、18 支专业志愿服务队为
支撑、镇村志愿服务小队为主体的志愿服务
体系，注册志愿服务团队有 350多支，注册志
愿者达16万人。

甘肃酒泉：祁连雪山映绿野
日前，在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西洞镇，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脚下，农民正在田间劳作。近年来，西洞镇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推进现代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打造集观光采摘、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
游模式，建成了桃源长廊、新东民俗村等乡村旅游项目，增强了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侯崇慧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摄

□□ 张瑞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马玉

“想也想不到，政府给老人们修了这
么好的场所，在这里又能洗澡又能理发，
确实是办到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近日，
在山西省隰县黄土镇黄土村的幸福小院
里，74岁的老人王福生一边理发一边说。

老人说的幸福小院由 4 间砖窑改建
而成，其中一间大浴室、三间休息室，配
备了浴床、储物柜、沐浴露、洗发膏等设
施和物品。在这里，村里的老人们可以
免费洗浴、理发。

着眼于老龄化的农村人口，提升他们
的生活和卫生健康水平，实际解决农村老
人“洗澡难、理发难”等急难愁盼问题，隰
县探索打造幸福小院，并作为一项志愿服
务项目，由民政部门和乡村两级志愿服务
队伍具体实施。

贺丽是黄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
志愿者，负责小院公共浴室的日常卫生维

护。“农村老人存在着洗澡难的问题，幸福
小院的建成方便了老年人，让他们享受到
了免费的洗澡、理发服务。”贺丽说。

“黄土镇已打造了 3 所幸福小院，
下一步将继续对幸福小院进行升级改
造，完善健身器材、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等配套设施建设，致力打造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养老品牌。同
时，以幸福小院为载体，常态化开展形
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切实让广大村民感受到幸福
小院的幸福味道。”隰县黄土镇党委书
记张伟杰说。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目前，
隰县已建成 21 所幸福小院，前期的重
点 是 建 设 农 村 公 共 浴 室 和 便 民 理 发
室。按照规划，幸福小院未来将打造成
集老年人文化娱乐、养生保健、卫生健
康、精神关爱等于一体的公益活动基
地，为农村留守、空巢、独居老人创造一

种相互帮助、相互关照、消除孤独的生
活环境，实现离家不离村、空巢变暖巢，
助力“子女安心、老人开心、政府放心”
的幸福乡村建设。

同时，幸福小院搭配志愿服务，实现
有人建、有人管、有人护的长效运行。

群众在哪里，志愿服务就在哪里。近
年来，隰县把打造精准高效的志愿服务作
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有效载体，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瞄准群众急事、难事、烦心事，
精心设计了幸福小院、暖心食堂、“夜听隰
州”等百余个群众所需、特色鲜明的重点
志愿服务项目，推动志愿服务精准化、便
利化、常态化和品牌化，不断提升志愿服
务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借助新时代文明
实践云平台，不断完善群众点单、中心派
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相贯通的工作
方式，推动服务项目精细化程度、专业化
水平的提升，使全县广大群众都能享受服
务，从中受益。

山西隰县——

幸福小院，解“银发老人”急难愁盼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近日，2021中国（重庆）农产品加工业创新
设计大赛成果产业化对接活动在渝启动，
汇达柠檬等夺得大赛新工艺、新形象、新
产品、农业全产业链等四大类奖项的企业
代表对获奖作品作了路演，吸引了多家农
产品加工、品牌营销、工业设计企业（单
位）就产销合作、品牌提升、技术创新等多
个方面进行了交流对接。

深受人们喜爱的柠檬料理汁、柠檬醋
汁、柠檬料酒等调味新贵，哪一样都离不
开柠檬果汁作为生产原料。为了得到 1
万吨柠檬果汁，往往会有约 3万吨果皮渣
等副产物难以消化。而汇达柠檬无损分
选、全果鲜榨、低温冷萃、微冻保鲜等行业
领先的“全果协同化精深加工新技术”，从
柠檬果皮、果汁、果渣、果籽等对一颗柠檬

“吃干榨尽”，让柠檬零排放加工，极大地
提升了柠檬的综合利用价值，让产品出口
31个国家和地区，初步实现了“买全球、卖
全球、做全球”的目标。

农产品加工业具有鲜明的“农头工
尾、粮头食尾”跨界产业属性，是工业经
济 的 重 要 方 阵 和 国 民 经 济 的 重 要 产

业。据悉，2021 年，重庆市规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 1185 家，实现全口径农产品加
工业总产值 3656.67 亿元、较上年增长
14.6%；已培育 7 个 100 亿级、8 个 50 亿级
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园区，农产品加工业
示范企业 400 家，其中，年产值过 10 亿
元的企业 42 家。

“全市农产品加工业虽然保持两位数
增长，但也存在链条短、产品‘老大笨粗’
等诸多问题。”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加工处
相关负责人说。为此，去年底该市举行了
2021 中国（重庆）农产品加工业创新设计
大赛，并于近期公布了首届创新设计大赛
获奖企业名单。

为展示农产品加工业创新设计新成
果，进一步做好大赛获奖作品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应用，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主办、
重庆市农产品加工业协会和重庆市工业
设计促进中心承办启动了此次产业化对
接活动，旨在引导企业提升创新发展能
力，不断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农产品
加工转化增值，补齐农产品加工市场营
销、创新设计等短板，促进农产品加工业
转型升级。

2021中国（重庆）农产品加工业
创新设计大赛成果产业化对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