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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畈田
蒋村的西周自然村，村口有“一雌一雄”
两棵古樟树。这是诗人艾青的家乡，大
樟树寄托着他一生的乡愁。斯人已去，
但树依旧枝繁叶茂，绿意盎然。如今，人
们又把对艾青的思念寄托于它们，览艾
青故居，探禅定古寺，成为双尖山下、潜
溪水畔的一桩雅趣。

金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行走在
八婺大地，稍加留意，就能与古树名木
来个撞怀。数据显示，全市现有 31537
株古树名木，其中 500 年以上的一级古
树就有 2409株。如今，像西周自然村这
样的“千年高龄”古树，就如同“活文物”
一样，很多依旧呼吸着、伸展着。它们
尽管不会说话，却是历史文化的守望者
与见证者。

为了让古树名木“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一直以来，金华高度重视保护工
作，尤其通过打造一批古树主题公园，一
方面，复壮病弱古树名木，另一方面，续
写美丽乡愁、赋能美丽经济。目前，当地
有 114个古树名木公园。全省首批公布
的120个古树名木文化公园中，金华就占
得55个席位，以绝对优势位居榜首。

一树一策精管护

走进磐安县大岭头村的南方红豆杉
古树文化公园，17 株古树显得生机勃
勃。在其背后，是几代村民接力护树的
感人故事。上个世纪，因为种种原因，古

树群曾多次遭遇被砍伐的威胁，最终是
老百姓的坚守才得以幸免。如今，古树
的守护者还多了“数字管家”。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5年，金华就在
全省率先建成古树名木地理信息系统，
对全市范围内登记挂牌的古树名木进行
登记入库，所有基础数据一“网”打尽，为
精细化保护与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怎样让大众走近它们的历史？3年
后，“古树名木二维码科普应用项目”在金
华启动。形象地说，就是给树挂上“身份
证”。只要用手机一扫二维码，古树身世、
来龙去脉、家族信息等一目了然。如今，3
万多棵古树皆已“领证”。借助这一“数据
云”，古树名木的文化更加形象可感。

此外，精细化管护更体现在“一树一
策”上。针对濒危及亟需救助的古树名
木，在努力实现“一树一景”的基础上，金
华为其量身定制“新生”方案。资金方
面，该市近年来已累计投入6000多万元，
保护了 4300多株古树名木，并常态化结
合“森林医生”“古树义诊”等活动，邀请
专家对长势衰弱的古树名木进行诊断
救助。

在磐安县的榉溪村，有一棵“太公
树”，树龄接近900年。几年前，此树明显
衰弱，叶量少了，枯梢多了。启动专家会
诊后，一系列“抢救”措施跟进。如今，

“太公树”终于恢复健康，焕发生机。复
壮古树，难度极大，不仅费钱，更费精力，
但金华不放弃每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像
义乌、浦江、永康、金东等地，每年还会为
古树名木“体检”，每逢台风干旱，都会紧

急救护。

多方出力共管护

在金华，河道管护有“河长制”，森林
保护有“林长制”，针对古树名木则有“认
领制”，由党员领单作为“一对一”的“监
护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强化和引导
公众的保护意识，还创新性地建立起“互
动式”的社会认养机制。

既讲柔性，也讲刚性。据介绍，在落
实《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上，金华
已办理破坏古树名木案件 10余起，严厉
打击非法盗挖、移栽等破坏古树名木的
不法行为，形成了有效震慑。去年，金华
市林业局还会同市检察院开展古树名木
保护公益诉讼专项办案活动，及时发现
问题线索，限期整改落实。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古树易倾倒、倾
斜、折断，容易导致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等情况，金华积极探索古树名木综合保
险机制，有效解决了地方政府在古树保
护过程中的后顾之忧。近年来，各个县
（市、区）纷纷为古树配备“安全险”，目
前，在保数量达到 15427株，下一步有望
实现所有古树名木的全覆盖。

在金华，保护古树名木，不仅是相关
部门的职责，更需是全社会行为。在金
华科技城，有幢大楼“凹”进一个角，为此
得让出 36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只为保
护一棵20多米高的大樟树。这样的美谈
在金华不胜枚举，人们感叹：城乡建设让
出这“一小步”，就是生态文明建设跨出
的“一大步”。

保护发展共相融

在磐安县，古树绝对成为了一张“金名
片”。经过几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当地现
已建成84个古树主题公园，衍生而来的有
研学科考游、文化古村游、影视摄影游等一
众产品。古树名木正与传统村落、与历史
文化，互为景观，交相辉映，美美与共。

如今，进森林氧吧、赏森林美景、品
森林美食、浴森林文化成为磐安乡村游
的新风尚。全县共有省A级景区村 139
个，这些景区村的古树公园覆盖率达到
64%，再结合创新推出的“共享农屋·磐安
山居”项目，带动老百姓增收十分显著。
目前在磐安，以“古树+民宿”为特色的农
家乐（民宿）有1016家、床位1.95万张，带
动就业 4.8 万人，去年接待游客量超过
282万人次，直接经营收入达3.68亿元。

不仅是磐安，在整个金华，百余个古
树公园尽显“森林之美、古树之奇、古道
之韵”，堪称激活乡村旅游的“金钥匙”。
据统计，去年，金华打造森林人家、农家
乐等以森林景观利用为特色的乡村旅游
新业态，实现林业旅游和休闲服务年总
产值约138亿元。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古树
持续释放“绿色红利”，东阳虎鹿镇西垣
村古香榧林的“再青春”就十分典型。这
一金华体量最大的古树公园，现有 6000
多棵百年以上老榧树，再辅以近些年种
下的新榧树，形成产业传承链。去年，新
老榧树总销售收入达 1500万元，为村里
人均带来收益超万元。

让古树名木“老有所依”
——看浙江金华如何守护“活文物”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日前，记者从天津市农业农村委
获悉，针对天津市局部农田因洪水发生
渍涝和作物倒伏状况，天津市农业农村
委指导相关部门做好灾后恢复农业生产
工作，要求坚持水退人进、分类施策，做
到水退一块，人进一块，生产恢复一块。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要求全市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及时组织排水并清理田间
垃圾，在排水散墒的同时，做好田间垃
圾清理、农田清淤和土壤消毒工作。组
织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技术人员深入基
层开展指导服务，对短期淹水和受渍农
作物尚能恢复生长的，尽快清沟沥水，
除渍降湿保苗，抓好病虫害防治；指导
落实田管措施，增施速效肥料，促进恢
复生长；对退水较迟不宜再种的田块，

指导提前谋划秋冬种结构调整。指导
经营主体在确保人员安全前提下，尽快
开展基础设施修复和重建工作。指导农
机服务组织做好排涝、地块平整翻耕和
补种改种农机具的准备工作，在地块条
件允许情况下，对受灾大田地块及时开
展平地、深松、深翻等农机作业，确保农
机作业安全，为种植秋茬作物奠定基
础。指导各相关区农业农村部门，在受
灾地块排水散墒后，因地制宜组织开展
测土配方施肥、土壤监测等工作，针对灾
后高温高湿可能造成农作物病害流行，
以及草地贪夜蛾等迁飞性害虫可能随气
流北迁的情况，加强病虫监测预警。指
导种植主体提前做好种子、农药、肥料、
农膜等农资准备，并加强农资市场供应
调度，确保农业生产需要。

天津受灾农田：水退一块 生产恢复一块
关注防汛救灾

□□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60 年间，累计向 76 个国家和地区派
遣援外医疗队队员 3万人次，累计诊治患
者 2.9亿人次，超过 2000人次荣获受援国
国家级荣誉……

自 1963年我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首
支援外医疗队以来，中国援外医疗队以仁
心仁术造福当地人民，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
重要贡献，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赞誉。

2022年 5 月的一天，临近夜里 10 点，
来自上海市的援摩洛哥医疗队骨科医生
马南接到急诊室来电：当地一名10岁的女
孩意外受伤，中指和环指几近脱落。

清创、骨折固定、肌腱神经修复……
手术近 2个小时，女孩的两根被严重夹伤
的手指成功保住了。

“当地人喜欢找中国医生看病，技术
水平是一方面，重要的还有中国医生的认
真负责和对贫富患者一视同仁。”第171批
援摩洛哥医疗队默罕默迪亚分队队长胡
炳麟说。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外科主任李俊
升先后6次、近10年在援卢旺达医疗队工
作，曾用自制腹带为术后患者保护腹部，为
骨折患者自制牵引架。

湖北医生薛进 1965年加入援阿尔及
利亚医疗队后，来到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城
市赛伊达。这里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气
候干旱，条件艰苦。援非3年，薛进和同事
们在当地成功实施上千台手术。

60年间，中国援外医疗队既挽救当地
患者生命，帮助提高受援国医疗技术水
平，又培养医疗人员 10万余人次，留下了
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年前我们在援助国带的学生，现
在已经成长为业务骨干。”李俊升有着切
身感受，“他们把中国医生好的管理理念、
治疗理念都贯穿在日常工作中。”

2023年4月10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国际光明行”医疗队从北京启程，进行为
期 18天的医疗活动，为乌兹别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的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今年 9月，“国际光明行”医疗队将再
次出发。“国有界，医无疆。我们有幸将健
康和光明的希望送到中亚，延续古丝绸之
路的情谊。”“国际光明行”医疗队队长、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鲍永珍说。

目前，中国援外医疗队仍奋战在全球
56个国家110余个医疗点，传承不畏艰苦、
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
疗队精神，续写中国援外医疗队的故事。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中国援外医疗队：妙手仁心浇灌友谊之花

（上接第一版）
精准指导灾后生产恢复。及时组织专

家核查评估灾害影响，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生产一线，制定技术指导意见，因时因地因
灾落实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措施。一旦出现
积水，要加大机具和人力投入抢排，修复水
毁农田。对受淹的水稻，要及时查苗洗苗
扶苗，加强肥水管理，促进恢复生长。对玉
米大豆等旱地作物，要抓紧落实“一喷多
促”等措施，促进正常生长发育，确保安全
成熟。对因灾绝收地块，要结合农时季节
和地区特点，因地制宜改种补种。搞好种
子、种苗、种畜及化肥、农药、疫苗等生产资
料调剂调运，做好农机装备和作业队伍保
障，及时修复灾毁设施，满足灾后生产恢复
需要。

及时开展动植物疫病防控。洪涝灾害
发生后，指导养殖户对受淹的畜禽圈舍、畜
禽用具和养殖水体等进行全面消毒，及时
对死亡畜禽和水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加
强疫情监测，及时调拨动物防疫应急物资，
根据实际开展紧急强化免疫，确保大灾后
无大疫。台风利于水稻“两迁”害虫、玉米
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扩散流行。要强化
监测调查，及时发布病虫信息，全面落实

“发现一点、防治一片”防控措施，大力推进
统防统治和应急防治，坚决遏制病虫害扩
散蔓延。 龙新

（上接第一版）截至目前宁夏已开展全程
质量控制技术体系试点企业24家，其中种
植业30家、养殖业9家、蜂产品2家。良好
农业规范（GAP）认证30家，种植业产品16
家，养殖业产品达14家。

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知行合一。为了
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三农工作的
具体行动，宁夏组织农业科研、技术、管
理、生产一线专家，从产地环境、生产加
工、质量控制、冷链物流、品牌建设等关键
环节入手，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
标准梳理完善、分类分级、查漏补缺，整理
全区生产管理各环节标准近 400项，构建
了盐池滩羊、中宁枸杞、灵武长枣、吴忠牛
乳等特色产业团体标准体系，指导生产经
营主体按标生产，逐步实现由企业产品标
准化向区域产业标准化递进。

在此基础上，宁夏农业农村系统组成
调研组，深入各市、县（区），对各地有意申
报的产品区域范围、产地环境、品质特色、
生产规模、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调研。调
研过程中，从宏观政策、标准、规范、程序
等方面给市县人员讲解普及名特优新工
作，目前已收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54个，
覆盖全区5市19个县（区），为进一步实施
全程高质高效试点建设带好头起好步。

感悟思想伟力，练就兴农本领。宁夏
紧盯品质市场，抓牢百姓收益问题。根据
全区绿色食品生产布局，对申报绿色食品
的企业通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
量、材料真实性和有效性等方面进行严格

审核。结合审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一
进行现场核查，确保认证产品质量，使众
多绿色、有机高质品牌农产品组成宁夏现
代农业的“全新矩阵”。

打开人才市场，厚植发展“土壤”。通
过挂职兼职、项目合作、联合攻关等多种
方式，宁夏柔性引进一批学术水平高、急
需紧缺的高端人才；加大绿色食品专业技
术实用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开展实用技能
和专业知识培训，建设一支能熟练掌握专
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绿色食品业实用技
能人才队伍；统筹乡村人才资源，分级分
类把握人才标准，对农业生产经营人才、
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等层次人才进行
分类施策，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健全
乡村人才引进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分配
激励机制、合理流动机制、社会保障机制，
为各类人才的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环境。

对接市场开拓，促进生产经营。宁夏
紧盯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提升和产销对
接问题研究。宁夏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两次对宁夏青铜峡市大坝镇蒋东村进行
调研，紧盯蒋东村企业产品生产供给能力
不足、产品结构相对单一、对外拓展市场
的能力不足、对外影响力和公信力不足等
问题，帮助企业从品牌认证、标准化生产、
产品追溯、农残检测、物流电商服务等方
面，做好技术服务和提质增效保障，对接
合作种植基地，扩大种植面积，提升供给
能力；对接国内行业头部企业，开展合作
经营，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农 业 农 村 部 部 署 台 风
“苏拉”和“海葵”防御工作

江西省靖安县璪都镇港背村地
处九岭山下，山林连绵，河水清澈，
风景宜人。经过三年筹备，港背村
玛瑙岩森林小镇终于在8月10日对
外试营业。暑期游客的到来，令僻
静的小山村顿时热闹起来。森林小
镇目前共有 130 多名员工，大多是
港背村和临近村子的村民。随着游
客的到来，港背村的农副产品也有
了更多销路。这是游客在港背村的
小溪里体验竹筏漂流。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 刘杰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嘉伟

“现在只需手机扫一扫，手指点一点，
林木采伐许可证就能办好，方便快捷，还节
省了路费！”在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坳上镇戈盈村，村民覃明国一谈到
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新变化就高兴地
笑，掏出手机展示县里推出的林业服务小
程序“靖州林投”。

今年以来，靖州县林业局积极推进林
木采伐“放管服”改革，创新林木采伐管理
机制，强化便民服务举措，一步一个脚印
切实提高采伐审批效能，实现更多林业审
批事项“一次办、就近办、掌上办”。截至
目前，“靖州林投”已完成林木采伐许可证
办理等事务 300 多件，发布林业信息 100
余条。

从“多次跑”到“一次跑”

“现在到林业局办事方便多了，只要带
齐资料到政务服务大厅林业窗口，几分钟
就能‘一站式’办结。”藕团乡潭洞村村民龙
德茂站在靖州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里，手
拿“热乎出炉”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笑呵呵地
说，“不用我们到处找相关人员签字盖章，

省心又省力。”
靖州是林业大县，涉及群众办事的林

业政策法规也相对丰富。为从根本上方便
老百姓办事，靖州县林业局全面梳理出 27
项林业行政审批、许可、服务事项，纳入简
政放权、便民服务内容，在县政务服务中心
设立6个林业办事窗口统一办理。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全面推广和不断革
新，靖州县进一步完善林业信息化服务平
台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保障措施，让平台代
替群众“跑腿”，切实解决林农“办证难、办
证繁、办证慢”等问题。

从“城里办”到“就近办”

“以前办林木采伐许可证，需要到乡
镇和县城跑好几个转，费时费力。现在到
镇政府林业服务窗口，一下子就办好了，
太方便了。”如今大堡子镇大木村村民杨
中友深刻体会到了林业“放管服”改革带
来的便利。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
的要求，靖州县启动林木采伐许可证发放
服务前移工作，实行乡镇窗口“一站式”办
理，提高办证效率，尽最大限度地将便民惠
民政策落到实处。

按照“一个中心对外、一个窗口受理、

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结”模式，林农只需
提交办理采伐证的相关资料，由乡镇初审
并通过网络扫描上传，县林业局审核审批
后，就可在乡镇林业服务窗口领证，避免林
农群众城乡往返跑，打通服务林农“最后一
公里”。

从“窗口办”到“掌上办”

“我做了二十多年的造林和木材加工，
以前为了办证，我要跑遍政务服务中心和
各级林业部门，现在有了‘靖州林投’小程
序，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事情办好。”覃明国
感慨地说。

在戈盈村，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手把
手教林农们如何使用“靖州林投”小程序。
在小程序上，林农只需线上填写申请采伐
的地点、树种、树龄、面积等信息，林投公司
在后台收到业务申办信息后，就会及时派
出技术员赶到山场核对信息，信息确认无
误后就能通过申请，并将电子版林木采伐
许可证推送到林农的手机上，当天就能办
理成功。

“在‘靖州林投’推广使用的过程中，我
们将不断完善相关服务功能和信息，为广
大林农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方便的服务。”
靖州县林业局局长石昌银说。

您“码”上说 我马上办
——湖南靖州深化林木采伐“放管服”改革简政便民见闻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近日，第四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
业博览会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论坛在甘
肃省陇西县举行。

本届博览会以“传承创新、开放共
享、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博
览会期间，主办方将同步举办甘肃省中
医药产业招商大会、中医药新政策新标
准新技术新产品发布论坛、甘肃省建设
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论坛、

“黄河名医”论坛、道地药材助力乡村振
兴论坛、甘肃省中药材交易采购大会、中
医医院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

甘肃是我国中医药资源大省和全国
中药材主产区之一，是闻名遐迩的“千年
药乡”和“天然药库”。近年来，甘肃把中

医药工作摆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
位置谋划推进，创新探索出中医药事业、
产业、文化“三位一体”发展的“甘肃模
式”。目前，全省拥有中药资源 3626 种，
规模化种植（养殖）110余种，道地药材 30
余种。2022 年，甘肃省中药材种植面积
491万亩，标准化种植率 55%，产量 147万
吨，中药材静态仓储能力达 130 万吨，中
药材年交易量 150 多万吨，均位居全国
前列。

如今，甘肃已建成陇西首阳中药材
交易中心、岷县当归城等多个较大规模
中药材交易市场，基本构建了中药材仓
储流通体系。全省现有中药材产业重点
龙头企业 226 家，中药批准文号 1686 个，
涉及品种 575个，独家品种 63个。

第四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