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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1 日电
全麦食物中含有大量维生

素、矿物质和粗纤维，有助于身
体健康，帮助抵御心血管疾病
和肠道癌症。德国媒体日前援
引两项相互独立的研究报告
说，有规律地摄取全麦食物还
能降低死亡率，特别是心血管
疾病和癌症的致死率。

其中，来自美国哈佛大学
一个研究团队的报告说，每日
摄入48 克全麦食物的人，能比
几乎不摄入全麦食物的人降低
20％的死亡率；患心血管疾病
和罹患癌症的致死率能分别降
低25％和14％。

这份报告基于对美国、英
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的
12份研究的分析后得出。这些
研究在 1970 年至 2010 年间进
行，共有约78.6万人参加，期间
共有约 9.8 万人死亡，其中约
2.6 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约
3.75万人死于癌症。

另一份报告来自英国帝国
理工学院的一个团队。该团队
分析了45 份研究后发现，每日
摄入90 克全麦食品的人，比不
摄入全麦食品的人降低了17％
的总死亡率，其中心血管疾病
致死率降低约 22％，癌症致死
率降低约15％。

该研究团队进一步指出，
全麦制品还能降低呼吸道疾
病、感染性疾病和糖尿病的致
死率。

两个研究团队都在报告中
建议，全麦食物能够降低血脂
和血压，能让人更易产生饱腹
感而吃得更少，应该让公众更
好地了解其好处。

此外，丹麦癌症协会研究
中心的研究人员认为，增加全
麦制品的消费能对公共健康产
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目前该国
正在进行一场涉及食品工业的
行动，旨在让居民的全麦食品
摄入量在十年内翻一番。

多吃全麦食物有助降低死亡率

肖丁勤

本报讯 “大木山杨梅如今名
声在外，每天来村买杨梅的人流车
流不断，做到了不出村就可销售一
空，村里每户增收至少 2 万元以
上。”6月13日，城步儒林镇大木山
村村民杨成坤喜笑颜开。

沿城步白云湖公路拐角处走
进儒林镇大木山村，只见村里古木
参天，乌红熟透的杨梅摆满村道两
旁。据悉，该村 2003 年利用退耕
还林政策开始种植杨梅，种植面积
520 亩，盛产面积达 200 余亩。杨
梅品种为浙江“菩荠”乌梅、靖县

“木洞”乌梅、“东魁”乌梅，其中“菩
荠”乌梅为大木山当家品种，个大
汁多味甜，深受消费者喜爱。去年
5 月以来，在县妇联、团县委等驻
村帮扶工作组大力扶持下，该村对
产品外包装进行了改良，同时利用
各级电商微信平台广为宣传，大力
推进乡村休闲游和农家乐发展，做
大做强了大木山村“杨梅经济”。
自6月10日开摘以来，每天销售在
3000公斤以上，每公斤销价24元，
预计今年杨梅产量可突破 5 万公
斤，仅此一项就可为村民带来收入
近百万元。

城步大木山的杨梅红了

覃天宇 李曦昱

本报讯 6月13日，邵阳县首
座水井直供自动增压变频供水系
统顺利投入使用。这一设备的交
付使用解决了九公桥镇枫江村 4
个村民小组约400人的饮水问题。

水井直供自动增压变频供水
系统是一种新型的供水系统，通过
利用变频增压系统从水井直接供
水，不再需要水塔或是蓄水池。整
套供水系统十分实用便捷，只需一
组控制柜和水泵机组，不仅安装方

便，而且占地面积少。此外，采用
变频恒压供水保护功能齐全，具有
欠压、过压、过流、过热等保护功
能，运行起来安全可靠。

水井直供自动增压变频供水
系统的运行，切实解决了枫江村6
组、7组、11组、13组与村委办公饮
水问题。这一系统的最大优势是
村民只要打开水龙头就可以直接
增压供水。直接增压供水的好处
在于，一方面让村民饮用自来水更
加便捷；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能源
的二次浪费和污染。

邵阳县首座新型供水系统投入使用

林道珍 莫平君

本报讯 6 月 8 日，笔者随绥
宁县李熙桥镇党委书记前往洛口
山村开展工作，在黄茅界山脚下黄
洋坪东大门一个叫马家坪的土坡
上，发现一株千年古银杏。该树树
高22米，树径3.8米，树冠28米，树
龄约1000年。据该村李姓村民介
绍，此树植于北宋初期，历经千年
仍然展露勃勃生机。每到春夏时
节，枝繁叶茂，绿叶遮天盖地；入秋
时分，则满树叶片金黄闪烁，鲜艳

夺目，随风飘摇，也是遍地金黄，煞
是壮观。无论哪个季节，都是村民
休闲纳凉对山歌的绝佳去处。

银杏又名白果树，是古代银杏
类植物在地球上存活的唯一品种，
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同时也
具有极高的观赏、经济和药用价值。

黄洋坪的千年古银杏，石坪、
檀山的千株红豆杉、百亩铁杉林以
及洛口山大峡谷一同构就了洛口
山村的旅游“三绝”，吸引着越来越
多远道而来的旅游爱好者为之惊
叹、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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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新宁县黄金瑶族乡文化站站长陈孝友正在家中为新制
作的一批竹琴上弦。该县瑶山自古以来有着“祭竹王”的传统民俗文化
习俗，所有乐器的吹、拉、弾、打都由竹子制作而成。陈孝友是瑶乡细桥
村土生土长的，自幼喜爱瑶山特色竹乐器，工作后于2010年改行调入
文化站，从此，研制、改进、创新、传承竹乐器成为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由他制作的竹琴、竹胡、竹鼓、竹梆、竹笛、竹排筲等纯竹乐器多达
10余种。2013年，“瑶山竹韵”节目参加“欢乐潇湘”群众文化活动获得
市里的二等奖，并被列入县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4月，受
到中央电视台10套栏目组的釆访与推介。

（郑国华 陈小苗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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