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责编 版式 杨海燕

XINHUASHIDIAN

新 华 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视点

大
同
日
报
抖
音

08 特稿
2024年 4月 18日 星期四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0352-2429838

暖春时节，燕赵大地农田上机声隆
隆，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劳作的身
影。农资店主、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工作人员近期也格外繁忙。
他们的账本中，款项数额有增有减，反
映出春耕春管新变化。

农资店主账本：良种新肥畅
销 杀虫剂“遇冷”

近段时间，河北省易县裴山镇一家
农资经营部里，前来咨询和选购农资的
农民络绎不绝。农资店负责人孙红海
说，他在当地经营农资 31 年，周围几个
村镇的人经常在他这里买农资。

“每袋约 1.5 公斤的高产玉米种子
价格虽然比普通品种高 10多元，但用量
少、效果好，销量也好，个别品种可能还要
再进货。”孙红海说，他自己家种地也选好
种子，不仅产量高，抗病虫效果也好。

孙红海一直有记账的习惯。记者
翻阅孙红海的账本发现，他今年备货的
300 多吨新型复合肥成了畅销款。2 月
26 日起，单笔销售记录少则 1 吨，多则 9
吨，库存已经不多了。孙红海说，新型
复合肥能降低土壤板结，减少环境污
染，很多种粮大户算生态账、长远账，对
此很认可。“今年春季比去年春季要多
卖大几十吨。”

有增也有减。孙红海说，相比畅销

的优质种子、新型复合肥，年初备货的
600 瓶普通杀虫剂销售惨淡，只卖了不
到 100 瓶，即使高效低毒的杀虫剂、生物
杀 虫 剂 和 往 年 比 销 量 也 下 降 约 20%。
易县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潘新超分析，近
年来当地经常进行统防统治，农户不需
要用太多农药，有的种粮大户还在农田
中安装了太阳能杀虫灯，农药使用量大
大减少。

种 粮 大 户 账 本 ：农 机 效 率
高 购置热情涨

河北省磁县黄官营村村民黄树强
2019 年开始在村里陆续流转了 700 亩
农田，在他的种植基地内，植保无人机、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镇压机等设备有
序摆放。

为了便于计算各种成本，黄树强养
成了记账的习惯。翻阅他的账本，记者
看到购买机械的一页显示，2023 年购置
1 台植保无人机 6 万元。“以前人工打药
每天最多 20 亩，现在用植保无人机，每
天能作业 400 多亩，流转的耕地不到 2
天就能完成作业，利于农作物生长，综
合算下来很快就能‘回本’。”黄树强说。

往后看，账本中还记录着 5 台东方
红大型拖拉机共 50.1 万元，共补贴 8.1
万元；2 台联合收割机，分别为 20 万元、
13.3 万元，分别补贴 5.58 万元、3.3 万元

……磁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王国栋
说，政府部门根据购置农机的品类，对
购买人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

黄树强账本最新一页显示，2024 年
3 月底，小麦每亩镇压花费 4 元；4 月初，
小麦每亩浇水花费 25 元。而 2019 年同
期，账本中并没有镇压费的记录。黄树
强说，以前小麦镇压多靠“石滚子”镇
压，虽然没开销，但掌握不好力度可能
影响苗情；现在使用镇压机不仅效率
高，而且更科学，能起到促进根系发育、
保持土壤墒情等作用。

服务组织人员账本：托管面
积大增 服务事项扩容

在 河 北 省 邱 县 南 寨 村 ，河 北 富 田
农业机械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学安
正在组织农机手为托管的麦田追肥。
李学安说，浇完返青水、追完肥后，就
要准备小麦病虫害防治，最近每天都
很繁忙。

李学安的另一个身份是邱县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成员。邱县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于殿君介绍，农业社会化服
务主要为小农户部分或全部提供农业
机械化生产服务，帮助小农户解决干不
了、干不好、干着不划算等农事问题。
为规范发展，邱县出台农业社会化服务
标准，并与相关企业合作，运用卫星遥

感监测技术，及时监控服务的质量、进
度、效果等。

李学安几乎每天都对完成作业的
农田进行记录。记者看到这两年李学
安账本中记录的笔记越来越多，他说这
和托管面积、服务内容有关。2020 年农
户交由他托管的农田共 1000 多亩，看到
效果后越来越多人选择托管，现在交由
他托管的面积超过了 4000 亩，服务事项
逐步涵盖了播种、浇水、病虫害防控、收
割等种植全过程。

“闲暇时我喜欢自己算算账。”李学
安说，他的账本上记录着规模购买农资
和农户单独购买农资的价格差，综合比
较发现，托管作业比农户自己种植每亩
成本减少 100 多元，亩产还能高出几十
公斤。

在 李 学 安 账 本 的 最 后 一 页 ，显 示
购置履带式收割机 5 台。“前两年秋季
降水较多，玉米收割时，普通收割机不
能下地，履带式收割机能解决这个问
题。”李学安说，做得更专业，农户就更
放心，收成也更有保障。

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

从三个账本看春耕春管新变化
春暖塞上，万物复苏。贺兰山下

的宁夏平原，育种人开始了新一年的
忙碌。宁夏巨丰种苗有限责任公司
科研主管付金军刚刚结束南繁育种
工作，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回到北方。

育种试验田里，付金军正蹲着观
察番茄出苗情况。“育种是一个层层筛
选、优中选优的过程，需要一代代不断
种植、分离、纯化，经过多轮淘汰后才
能得到优质稳定的种子。”付金军说。

贺兰县地处宁夏引黄灌溉核心
区，地势平坦、光照充足、灌溉条件
好，蔬菜产业已成为贺兰县农业产业
的支柱，全县蔬菜种植面积 25 万余
亩，蔬菜年产量超 60 万吨。近年来，
贺兰县强化科技投入，以种业强“芯”
带动蔬菜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穿 过 风 淋 室 ，走 进 巨 丰 种 苗 的
“植物工厂”，番茄苗正在人工智能调
控的 26℃适宜温度下舒展藤蔓、充分
吸收养分，紫色的灯光为植物的光合
作用提供适宜的光照。与传统的蔬
菜大棚不同，“植物工厂”如同一座标
准化的厂房，由计算机按照植物苗
期、开花期、结果期等不同生长过程
对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以
及营养液等环境条件进行自动控制。

公司副总经理冯玺介绍，以育种
为例，传统育种方式周期长，算上南
繁育种加代，一年最多能繁育 2 代，
培育一个新的优良种质需要经过多
代繁育，通常历经几年甚至十年以
上。而植物工厂不受季节、空间和气
候条件的约束，通过针对性调控环境
与营养要素，显著提升作物的光合作
用速率，诱导早期开花和促进作物快
速生长，每年可收获 4 代-5 代，大幅
缩短作物生育周期，实现“快速育种”。

在巨丰种苗的办公楼内，分子标
记实验室、种质资源库等功能区和专

业的研究设备为种质资源的研发提
供了有力支撑。“公司每年研发投入
超过销售收入的 25%，自主研发的 20
多个畅销品种不仅销售到全国各地，
部分还出口到国外。”冯玺说。

巨丰种苗是贺兰县种业科技强
“芯”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贺兰县实施
种子“芯片”工程，支持企业建立种质资
源库、种子检验分子标记实验室、新品
种展示示范园区等，并依托龙头企业开
展太空育种等关键技术研发。目前，已
培育出番茄、辣椒、白菜等 9大类 3000
多个品种，蔬菜良种覆盖率达100%。

当前，贺兰县正持续通过“链”上
发力，推动蔬菜产业链向下游延伸、
价值链向中高端延伸。依托 25 万余
亩蔬菜种植面积，贺兰县建成了 15
个农产品分拣物流中心、54 家田头冷
藏保鲜市场、84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和
36 家预制菜生产企业，实现了从“菜
园子”到“菜盘子”的全产业链发展。

科技赋能也让农户从土地中获取
的收益越来越高。在贺兰县金贵镇雄英
村，一座座蔬菜大棚鳞次栉比，“90后”种
植户汪楠投身农业已有 10个年头。“针
对本地市场培育的番茄品种果型漂亮、
口感好，是我们种植户的首选，较以前的
品种每亩可增收2000元。”汪楠说。

“不仅本村人种，外地人也来我们
这里种蔬菜。”贺兰县立岗镇金星村党
支部书记朱才说：“目前，村子里有将近
三分之一的农户都在种番茄，全村的番
茄种植面积已达2000多亩，企业带动、
种植户参与的经营模式已经形成。”

进入 4 月中下旬，金星村的露地
番茄即将进入定值期。平整土地、起
垄、覆膜……田野里，大型农机的“突
突”声此起彼伏，伴随着工人的欢笑
声，春耕“交响曲”正在田间奏响。

新华社记者 苏醒

宁宁夏贺兰夏贺兰：：

科科技强技强““芯芯””绘就农业新绘就农业新““丰丰””景景

一年一度的西藏林芝桃花旅游
文化节期间，漫山遍野的桃树下人头
攒动，除了打卡拍照的游客外，景区
内还有许多人在忙碌。

凭借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林芝
的“桃花经济”玩出了花样，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在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270亩桃
花园干净整洁，园内有人在打扫卫生，
有人在为游客牵马拍照，还有人在协
助交警疏导交通。在桃花园外，尼洋
河的河滩上有人一边植树，一边唱歌。

“在景区干活的是和我一样的村
民。”尼玛曲吉收起扫把、掏出手机给
记者展示她的排班：上周在河滩上种
植桃树，本周在桃花园里打扫卫生。
记者看到，嘎拉村村民在桃花节期间
的排班十分详细，票务、卫生、经营、
劳务等环节分工明确。

“我们把村民分成 4 个组，排了
值班表。事情太多，我们现在有 33
户 148 人，都有点不够用。”记者见到
村委会副主任尼玛多吉时，他正穿着
当地传统服饰，在长椅上摆弄箭具，

“今天我负责在射箭场值班，刚刚就
有游客来体验项目。”

“河滩的生态修复是今年的新项
目，种树一天可以挣 260 元；村民在
桃花园的经营项目收入进自己腰包，
不用参与分红；门票收入参与集体分
红。”尼玛多吉告诉记者，排班交替轮
换，大家都有机会在经营项目上挣
钱，也可以挣劳务收入。

2023 年，嘎拉村桃花园接待游客
达 11 万余人次，景区门票及二次消
费收入达 341 万余元。上个月，该村
年 度 分 红 及 发 放 劳 务 工 资 等 共 计
380.6万元，户均分红 11.4万余元。

在尼洋河下游的林芝市巴宜区
布久乡朵当村，3000 株桃树也在山谷
间绽放。不少游客在景区外的换装棚
内挑选心仪的藏装，穿好后再进入景

区观光。
“游客可以免费换装去朵当村桃

花园，这是我们给村里的桃花游新增
的一项增值服务。”工布原乡景区负
责人陈亮说，他所在的公司通过土地
流转，在布久乡打造玫瑰园、蓝莓园
等，主打农业种植、观光、采摘和深加
工，努力为当地旅游内容增加新花样。

工布原乡景区 2023 年共聘用本
地村民 50 余人，从事除草、施肥、修
枝、采摘等工作。

“长期工的年工资有 4 万多元，
日结工每天 150 元。我们希望向村
民宣讲用工规划，把更多村民吸引回
家门口就业。”陈亮说。

在林芝市波密县桃花谷的倾多
镇古通村，目前有 3 家民宿。“桃花开
的时候基本都能住满。”村民洛松顿
珠介绍，他家民宿是村里最大的一
家，共有 7 间客房，最近每日还为游
客提供藏装和藏餐体验服务。

在波密桃花谷中共有90余家家庭
旅馆、客栈、民宿及酒店。为鼓励村民
积极参与“桃花经济”，今年桃花节前
夕，当地组织“波密县文化旅游人才储
备培训班”，免费为 110 多名住宿、餐
饮、农特产品经营从业者提供指导。

“春天开花，秋天结果，全家人一
起摘桃子。这是我的童年回忆。”朵
当村村民尼玛德吉说。

“从前大家只是种地，不把花期
当回事。”尼玛多吉说，自己记得儿时
母亲去城里卖桃子，背着桃筐一走就
是一天，却只卖了 14元，让他很心疼。

如今，桃树变成宝树。今年1月至3
月，林芝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30.59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0.03亿元。林芝
的桃花谷、桃花村，还在开出新花样。

新华社记者 魏冠宇 杨帆 吕星

西藏林西藏林芝芝：：

““桃桃花经济花经济””里的富农花样里的富农花样

4月 16日拍摄的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谭庄乡程家庄村的“农光互补”光伏发电场（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有序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项目建设，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据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介绍，目

前该市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 740万千瓦，约占统调电源总装机容量的 43.22%。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4
月 17 日发布《关于优化老旧小区
改造后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核
定标准的通知》，加大住房公积
金对完成老旧小区改造住房的
支持力度，通过优化贷款期限核
定标准，延长购买老旧小区住房
的公积金贷款年限，进一步减轻
借款人购房及还款压力。

此前，北京住房公积金贷款
期限核定标准是根据房屋剩余
使用年限计算贷款期限，其中砖
混结构初始年限按 50 年核定，钢
混 结 构 初 始 年 限 按 60 年 核 定 。
但在实践中，随着房屋使用年限
越长，导致可申请的贷款年限越
短，可申请的贷款额度越低。

统计显示，当前北京市使用
年限在 30 年以上的老旧小区住
房，挂牌量占 21%左右，由于对老
旧小区住房贷款的支持不足，间
接对二手房交易链条产生了影
响，也对职工住有所居产生影响。

此次发布的通知规定，对于
购买老旧小区住房且完成老旧
小 区 综 合 整 治 中“ 节 能 综 合 改
造”“抗震节能综合改造”“单项
改造和环境整治”“危旧楼改建”
等 4 类改造项目的，贷款期限的
核定标准从贷款期限低于房屋剩
余使用年限减 3年，优化为低于剩
余土地使用年限减 3 年。也就是
说，与原核定标准相比，相当于增
加了 10年或 20年贷款时间。

据了解，自北京市实施老旧
小 区 综 合 整 治 以 来 ，目 前 已 有
800 余个老旧小区完成上述 4 类

改造项目，涉及 40多万套住房。
新政策于 4月 17日起执行。

新华社记者 郭宇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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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上午 8 点，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内，旅客往来穿梭，一派熙熙
攘攘。

一 身 笔 挺 西 装 的 黄 帆 步 履 匆
匆，手中电话铃声不时响起，“提醒”
着他需要对接的业务。1 小时后，他
将 搭 乘 飞 往 广 州 的 航 班 参 加 广 交
会 。“ 最 近 飞 往 广 州 、深 圳 的 航 班 都
很 满 ，每 次 我 都 得 提 前 几 天 选 好 座
位。”黄帆说。

国内出发大厅繁忙有序，国际及
港澳台出发大厅同样人气十足。

“在手机上刷到泰国泼水节的视
频，感觉很有意思，刚好泰国免签，买
了票就能出发。”打算乘坐 CX347 航
班转机前往泰国的旅客陈丽说，这是
她疫情后第一次出国，没想到机场也
发生了不小变化。“连国际航班都可以
自助办票托运，真的很方便。”

“ 复 苏 ”和“ 增 班 ”，是 首 都 机 场
股份公司航空业务部航空发展业务
经 理 孔 欣 最 近 感 受 最 深 刻 的 两 个
词 ，也 是 当 前 首 都 机 场 繁 忙 业 务 的
具象展现：

3 月 31 日起加频北京至雅典、日
内瓦、巴塞罗那航线航班；4 月 1 日起，
加频北京至维也纳、哥本哈根航线航
班；4 月 2 日起，恢复北京至都柏林的
航班……近期首都机场国际航线不断
增加，反映出经贸往来和文旅消费的
全面复苏。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民航旅客运输量和货邮运输量均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行业一季度共完

成旅客运输量近 1.8 亿人次，同比增长
超 37%。

展望即将迎来的五一假期，航旅
纵横大数据显示，目前五一假期国内
机票预订量已超 220 万，出入境航线
机票预订量已超 70 万，旅游、探亲航
线热度持续上涨。

空中“忙碌”，地面“劳碌”。上午
10点半，北京南站迎来客流高峰。

乘坐 G9 次列车前往上海虹桥方
向的旅客，在 11 号检票口前排起了长
队。到上海出差的旅客肖云扬说，最
近京沪高铁的部分车次，即便是工作
日车票也很紧张。“不仅车厢‘满’了，
附近旅客谈生意、谈工作的电话也多
了起来。”

“往年春运之后，铁路客流进入淡
季，但今年客流回升明显加快。”北京
南站工作人员说，清明假期以来，大家
比往年忙碌了不少。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
季度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0.14 亿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 1114.7 万人次，同比增
长 28.5%。

“五一、端午假期将迎来客流高
峰，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
况，动态优化客运产品供给，全力做好
站车服务，扩大票价优惠范围和幅度，
努力让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国
铁集团客运部相关负责人说。

客运服务紧张有序，港口码头同
样一派繁忙。

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3700 多米
的岸线上，11 个泊位一字排开。万吨

巨轮靠满泊位，桥吊忙碌装卸着五颜
六色的集装箱。

光伏设备、机电产品、日用品等货
物通过海运往来，助力我国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畅通。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宁波舟山
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3.53 亿吨，同比增
长 6.8%；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914.1 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 11.7%。

“今年以来，港口物流畅通有序，
随着年后各企业产能持续提升，用箱
量逐步增加，反映出外贸向好的积极
信号。”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
部有关负责人说。

观察出口，港口货运量是一个非
常直接的指标。4 月 16 日在国新办举
行的 2024 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盛来运介绍，一季度我国货运量增长
5.3%，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 6.1%。

以交通促发展，以物流促循环。
货物进出口稳定增长、高技术制

造业增长加快、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今年一季
度，我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实现
良好开局。这其中，交通运输作为经
济社会的“先行官”，发挥着重要作用。

机场、车站、码头，是人们出行的
起 点 ，也 是 观 察 中 国 经 济 的 重 要 窗
口。透过交通枢纽的繁忙景象和节节
攀升的客货数据，流动中国彰显出强
大生机与活力。

新华社记者 王聿昊 叶昊鸣 魏
一骏

人潮涌动 物畅其流
—从机场车站码头看流动中国生机活力

4月17日，在重庆市垫江县曹回镇徐白村，工作人员在打包即将发运的鲜切花。
近年来，重庆市垫江县依托县内的牡丹、芍药花产业，以花为媒，做好“花

文章”，带活“花经济”。截至目前，该县已引进 200 余个牡丹品种和 36 个芍药
品种，全县发展牡丹和芍药两万余亩。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