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时事
审稿：廖小祥 责编：严 立 版式：严 立 总检：魏 谦 2022年7月20日 星期三

面对去年罕见秋汛造成冬小麦晚播期长、
晚播面积大、苗情普遍较差等前所未有的挑战，
山西夏粮生产实现同比增长。来之不易的丰收
背后是山西全力以赴抓好粮食生产，牢牢稳住
粮食安全这个“压舱石”的生动实践。

“水淹田”变良田

7 月中旬，河津市连伯村种粮户陈永民家
的地里，20多天前小麦收割后，他就马不停蹄
地种下了玉米，如今玉米已经长了近1米高。陈
永民说，连伯村受去年秋汛影响大，地里积水严
重，小麦播种时间推迟了近50天。“原本已经放
弃播种了，多亏政府帮忙，及时组织排水，还免
费提供种子和地膜。”陈永民说。

“从施肥打药到防病治虫，农技人员经常来
地头指导。”连伯村种粮户吴喜清说，今年他家小
麦亩产达到了1000多斤，比往年还高出200斤。
小麦每斤收购价格1块5，也比去年高了4毛钱。

连伯村种粮户的经历是山西克服秋汛对小
麦生产的不利影响，稳粮夺丰收的缩影。山西去
年遭受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秋汛，小麦播种时间
比常年推迟约20天，个别地区甚至推迟近2个
月。山西各地积极发放各类救灾物资，组织群众
进行农田排水，成立专家组、调配农机全力开展
抢时播种。山西省委农办专职副主任张软斌说，
尽管去年遭受严重秋汛影响，冬小麦晚播比例
大，但由于加强了以“促弱转壮、一喷三防”为重
点的田间管理，促进了小麦生产赶上常年水平。

“这是‘抢回来’的好收成。”运城盐湖区解
州镇西辛庄村种粮大户赵月伴告诉记者，自己
流转1300亩土地，去年小麦亩产约1100斤，今

年当地有针对性地加大喷药施肥、防病、防虫、
防干热风作业，小麦产量相比往年有很大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7月发布的
粮食产量调查，全省夏粮总产量245.2万吨，比
上年增加1.83万吨，增长0.75%。全省夏粮单位
面积产量305.52公斤/亩，比上年增加3.3公斤/
亩，增长1.09%，夏粮亩产创历史新高。

亩产屡创新高背后的“密码”

6 月末，在位于永济市的一家种子公司院
内，多个品种的麦粒陆续装满货车。公司负责人
马璐说，经过分选、称重后发现，同一品种小麦
的千粒重显著增加。“同样体积的一车小麦今年
可以达到16吨，比去年高出3吨。”马璐说，这背
后是科技的力量。

在翼城县唐兴镇的水肥一体化绿色高产栽
培技术试验田里，山西农业大学的博士生仝锦
说，冬小麦播种后，科研团队和企业就开始跟踪
研究试验田的苗情，精准指导种粮户针对冬小
麦弱苗在生长发育各个时期的具体管理措施，
精细化制定农药的配比和确定喷洒时间。

今年以来，山西组织农业科技人员 3750
余人，深入一线帮助解决农业生产难题。走在
山西夏粮主产区的运城市、临汾市的田间地
头，经常能见到农业科技人员的身影，他们制
作小麦苗情表、分布图，帮助种粮户解决晚播
小麦遇到的难题。

在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小麦单产纪录
在不断刷新。6月14日，在永济市董村“济麦38”
高产示范田，山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
织相关专家测量结果显示，平均亩产834.78公

斤，创山西省小麦高产新纪录。6月18日，在翼
城县唐兴镇东关村“耕播优化水肥精量绿色高
产栽培技术”示范田，来自农业农村部及山西省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测
产，小麦亩产达855.13公斤，再次刷新山西省小
麦最高单产纪录。

“田保姆”稳端粮食饭碗

“三夏”时节，走进翼城县的农田里，除了大
型农机作业外，几乎见不到农民的身影。70岁
的种粮户董孝礼到农田边走一圈，看一眼，显得
格外轻松。满目金黄的麦田里，小麦的收割、运
输交给合作社来托管。

“我的30亩地从采购种子、化肥，到除草、
打药、耕地，再到收获、运输，全都有人管起来
了。”董孝礼说，夏收时节不需要全家老少一起
上阵了。

翼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辛树盛说，去年的
秋汛导致全县农作物受灾面积18万亩，积水农
田1.2万亩。依托近年来形成的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体系，县财政补贴1300余万元，通过农业生
产托管组织，抢种冬小麦22.26万亩，稳住了冬
小麦的种植面积。

山西夏粮主产区的乡镇干部告诉记者，今
年春耕期间，针对小麦弱苗偏多问题，在小麦不
同生育期集中实施喷肥作业，时间紧任务重，如
果没有已经形成规模的社会化服务网络，是很
难在短时间内高标准高质量实施的。

走在晋南的田间地头，记者发现一些没有
来得及种上小麦的农田，都在推进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多个产粮大县的干部说，如果一家
一户靠群众来自发完成，可能性很低，现在由托
管组织把土地托管起来，可以挑出最合适的地
块实施复合种植。

通过生产托管加快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
机具、新模式，今年山西全年生产托管面积可达
3000万亩。昔日每家每户分散种植的黄土地正
搭上专业化、现代化的快车获得喜人的好收成。

（新华社太原7月19日电）

来之不易的好收成
——三晋大地稳粮夺丰收新观察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魏飚 王皓

(上接1版①)
“虽然路修在城步高桥村境

内，但受惠更多的是我们。以前
我们出去要翻山越岭，得走 10
公里路，下雨天山路泥泞，很不
安全，现在路修好了，路程缩短
至 3 公里多。”谈及修路带来的
好处，龙塘村村支书杨焕仁感慨
万千。

杨焕仁介绍，该路段地处城
步境内，所以龙塘村的维护申报
资金一直批不下来，只能村里自
己筹集经费和人工去做维护，几
年下来，村里财政逐渐捉襟见
肘。好在现在该路段的维护立项
申请已经通过，由城步高桥村负
责道路的日常维护。

共创发展新模式
绘就美好蓝图

7月16日，在汀坪乡蓬瀛村
百香果种植基地，种植户杨韬在基地进行抗
旱作业。今年虽是他第一次种植百香果，但他
却信心满满，光百香果他就种植了40亩。除
此之外，还种植了16亩罗汉果。

“李老板去年在我们村种百香果大获丰
收，今年还扩种了几百亩。我们只要负责种
植，李老板为我们提供技术和销路，肯定不会
亏。”提起百香果种植，杨韬满怀希望。

近年来，为促进边界地区产业经济发展，
汀坪乡多次与边界乡探讨摸索发展新路子。
2021年5月，汀坪乡党委书记谢华定带队赴
桂林龙胜江底乡交流研讨两地产业发展之
路。在考察中发现，两地气候环境条件相似，
均适宜发展百香果种植，汀坪乡地广、劳动力
丰富，却受到技术、资金、销路等因素制约；江
底乡拥有成熟的种植技术和广阔的销路，却
苦于没有足够的土地。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双
方一拍即合，当月就决定合作，共同发展百香
果种植产业。

说干就干，江底乡种植大户李连生随即
在汀坪乡蓬瀛村流转80亩土地种植百香果
和罗汉果，2022年将种植面积扩大到300余
亩，带动该村群众发展百香果种植100余亩，
为当地群众在家门口提供就业岗位，实现致
富增收。

鉴于百香果种植在汀坪乡取得的良好成
效，该乡最终确定了“两果两茶”（百香果、罗
汉果、油茶、峒茶）的经济发展战略。目前，汀
坪乡在蓬瀛村等10个村推广种植百香果，种
植规模达1800余亩，“两果两茶”种植项目在
该乡各村广泛开展。

除了联合发展产业，汀坪乡还大力改善
集镇建设和环境卫生状况，修建汀坪乡全民
健身广场，设置停车位，极大地方便了湘桂客
商停车，将蓬洞、高桥市场进行规范管理，实
现边界商贸互通有无。

共享民俗文化 增进睦邻友好

汀坪乡与桂林河口乡、江底乡都是苗、
瑶、侗、壮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民俗民风既有
相同，也有不同。为挖掘、整理、推广和宣传少
数民族文化，三乡把少数民族文化搬上舞台，
不断交流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形成了
三乡既独具特色，又有共通之处的民俗文化。

谢华定介绍，三乡之间民俗文化交流历
来有之，早在2016年，广西组织20余名群众
参加了汀坪乡蓬洞村的山歌会等节庆汇演；
河口乡邀请汀坪乡和江底乡群众参加河口瑶
族乡30周年乡庆。2017年，汀坪乡组织边界
村群众向江底乡、河口乡群众学习《壮族火猫
舞》《壮族翡翠舞》《梦见刘三姐》等具有广西
壮族特色的民俗歌舞；汀坪乡则向边界乡展
示了《敬酒歌》《嫁女歌》《内里舞狮》等具有苗
族特色的歌舞表演。

“我们与边界乡的交流日趋频繁、逐步深
入。”谢华定说，汀坪乡计划在今年9月开展
第二届“九·九”红军文化节，将红色文化与民
俗文化有机结合，邀请河口乡、江底乡群众参
与节目表演，指导节目排练，共同学习，增进
彼此间的文化交流。

共建基础设施，共创发展模式，共享民俗
文化，交流互通，共促边界和谐。近年来，汀坪
乡通过示范村建设，以点带面，积极探索实行
边界联动机制，社会治安“联防”，矛盾纠纷

“联调”，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上接1版②)
此外，总投资5亿元的绥宁县220千伏变

电站电化学储能站项目、绥宁县人民政府与
邵阳市规划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
作项目、九通绿色科技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
目和年产1000万片光学玻璃生产线项目等4
大项目，都是可以改善绥宁产业结构和助力
绥宁高质量发展的现代高科技产业项目。

新华社香港7月19日电（记者 黄茜恬）
“快看，这是儒家礼仪使用的乐器。”在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第一展厅的“云龙纹特磬——黄钟
律”前，六年级学生陈天雨和三个小伙伴正在认
真阅读这件清朝乾隆年间的文物介绍。

“有一些文物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中学过相
关知识，但在实际看到之后，感觉更加精彩。最
让我感兴趣的是宫廷御膳，今天学到了好多新
知识，比如皇帝的饮食起居尤其注重四季养生、
药食同源。我想找几本书好好学一学中华饮食
文化。”陈天雨说。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7月初正式对公众
开放以来，已成为香港文化“新地标”，吸引大批
市民驻足流连。据馆方介绍，至今已有超过6万
人次入场；8月份门票开售首日，所有星期三的
免费门票就已全部售罄，而8月份的门票目前
也已售出超九成。

近日，许多前来参观的市民告诉记者，近距
离观赏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领略中华文化
之美，内心深受震撼。不少带孩子来参观的家长
也认为不虚此行，让孩子在感受浓浓文化艺术
氛围、提升个人文化修养的同时，更加了解中华
文化源远流长。

在第二展厅的尽头，记者注意到不少游客
在名为《梦境》的沉浸式体验区旁排队等候。六
位游客正躺在一个圆形沙发上，仰望一个直径
约5米的大屏幕，屏幕里渐渐投影出乾隆皇帝与
孝贤纯皇后的画像，以及龙、凤凰等元素，游客
耳边的扬声器里轻声播放着皇帝写给皇后的诗
歌。游客们体验后流连忘返，连呼“非常震撼”。

“这种互动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清代宫廷
生活的细节。用讲故事的方式，拉近了我们与历
史人物和文物的距离，激发起我对清朝历史和
文化的强烈兴趣。”香港市民钟小姐说。

在书法互动体验区，10岁的李睿哲手握毛笔，
在屏幕上一笔一画临摹“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

之盛”。他说，以前在学校里学过书法，对中华传统
文化充满兴趣。“这次看到这么多文物，让我对古
代匠人的智慧无比佩服，我想要把今天的感受和
学到的传统文化知识分享给同学和朋友们。”

“边逛博物馆边学习中华文化和历史，这种
方式很有趣，孩子喜闻乐见。”李睿哲的父亲说，
孩子一放学，他们一家人就赶过来参观，希望让
孩子更好了解国家、领会国宝背后的文化与历
史意义，这对孩子的成长大有裨益。

在馆内，还有不少市民身着中国历史上不
同朝代的服饰来参观，他们说这样更能映衬故

宫文化的氛围。
从事法律行业的秦沁身着一袭翠绿色的宋

制汉服，她说，作为汉服爱好者，穿汉服来观赏
故宫的文物，能够让她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
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非常开心，以往只能在刊物及宣传品上看
见的稀世珍宝，现在有机会近距离一睹真容。在
整个参观过程中，自豪感不断涌上心头，自豪我
们拥有如此底蕴深厚的文化遗产。许多文物都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拍了很多照片留念，手机内
存都不够了。”秦沁笑着说。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迎参观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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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7月8日拍摄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厅一角。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新华社加拉加斯7月18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拉美地区记者报道 近期，新冠病毒奥密
克戎毒株新亚型BA.5和BA.4在拉美地区加速
传播，导致拉美多国疫情反弹。

泛美卫生组织日前通报说，美洲地区至
少 22 个国家已发现奥密克戎毒株 BA.5 亚型，
预计该亚型将会在未来数周成为美洲地区流
行的主要毒株。泛美卫生组织主任卡丽萨·
艾蒂安说，奥密克戎毒株新亚型正在美洲地
区蔓延，引发疫情反弹。艾蒂安呼吁该地区
各国加强在疫苗等方面的合作，以应对新一
波疫情反弹。

据巴西卫生部17日公布的疫情数据，该国
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852例，累计
确诊超过3330万例；新增死亡55例，累计死亡
超过67.5万例。统计数据显示，最近巴西国内
死亡病例数持续走高，过去一周全国日均新增

死亡病例250例。
巴西一家研究所近期统计了巴西15万份

核酸检测结果，发现在6月15日至30日期间，
新冠检测阳性率从45.3%下降到40.3%，但奥密
克戎毒株新亚型BA.5和BA.4引起的确诊病例
占比从79.3%增至93.2%。

墨西哥卫生部16日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周
全国平均每日新增病例约14000例，每日新增
死亡病例约8例。

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 16 日表示，
奥密克戎毒株新亚型 BA.5 近日开始在委内
瑞拉流行，这是该国近两周疫情大幅反弹的
主要原因。委内瑞拉政府将继续推进第四

针疫苗的接种工作并要求继续保持必要的
防疫措施。

智利卫生部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
小时内该国新增确诊病例6414例，新增死亡病
例47例，累计确诊病例达4137152例，累计死亡
病例59086例。

厄瓜多尔卫生部16日说，该国已连续一周
每日新增病例超过2000例，累计感染人数已超
93万，但由于该国疫苗接种率超过83%，近期疫
情反弹没有明显推高死亡率。

截至当地时间 16 日 22 时，秘鲁累计确诊
3749635例，过去24小时新增4626例，新增死亡
9例，当前住院新冠感染者119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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