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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米酿成米酒，剩余的酒糟做成黑猪饲料，黑
猪排泄的粪便堆肥给桃树，散养的鸡鸭穿梭在树荫
下，啄食坠落的果实，鸡粪、鸭粪同样化作肥料……

这个家庭农场生态“小循环”，是江苏省句容市天
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带领当
地农民就生态农业进行的新探索。

“我们戴庄的有机稻田里已连续 16年不施化肥、
不打农药了。”赵亚夫告诉记者，倡导有机循环种养、
实施农业生态修复，这是他带领戴庄村农民，蹚出来
的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很难想象，如今践行先进生态农业理念的戴庄
村，却是昔日茅山革命老区丘陵腹地的“穷山村”。
2002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赵亚夫，执意来这里
推广农技。彼时戴庄村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还达
不到镇江市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他当时到戴庄来，说发展有机农业，桃子种出来
能卖五块钱一斤。老百姓听到之后说‘那个老头子瞎

讲，我们的桃子一块钱卖三斤，你五块钱一斤，不是天
方夜谭吗？’”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党委原书记李家斌
回忆起赵亚夫刚到村里想打开局面时的艰难处境。

赵亚夫没有辩驳，默默带着农科所的专家在流转
的175亩岗坡地建起示范园，教农民技术，还付农民工
资。不久，“天方夜谭”变为现实。凭着有机水稻及水
蜜桃、葡萄、无花果等高经济附加值的水果种植，亩产
收入比常规栽培提高了四到五倍。

赵亚夫不仅带来了优良品种、农技经验，还牵头
成立了合作社。农民抗风险能力提高了，市场消息灵
敏了，腰包也鼓起来了。“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准
能富”的顺口溜越传越远。

“他这么大年纪了，歇歇不好？又有退休金，在家
享享清福，何苦在稻田里爬来爬去，在果林里汗流浃
背？”戴庄村农民彭玉洪说，平日经常接受手把手指
导，令他不解的是，赵亚夫为啥总是干劲这么足？

几十年如一日，“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
农民销、实现农民富”，在人们的眼中，赵亚夫俨然是
热心的农业“万事通”，有困难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找
他。

村民们时常会看到，赵亚夫戴着厚厚的眼镜，弓
背弯腰走在田野里，时而俯身查看作物长势，时而直
起身来眺望远方，若有所思。“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
者，他一年365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深入田间地头，
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党委
书记姚伟超说。

昔日的低产土地上，如今种出高产有机稻。2021
年，句容市戴庄村的越光有机再生稻规模化种植获得
成功，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每年收两季，年亩产量提
高到1000斤。

在赵亚夫带领下，2021年，戴庄村年人均收入已
达3.75万元。如今，生态农业已成为“戴庄经验”的重
要内容，“戴庄经验”也正在因地制宜地向全省推广。

不久前，赵亚夫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在戴庄村
村民们看来，他的当选是众望所归，也是大家对他扎
根农村、服务农民的认可。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为农
业现代化、让农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作出自己新的贡
献。”赵亚夫说，自己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农村，以后要
把更多更好的成绩写在更广阔的土地上。

驱车行进在广西苍梧县六堡镇的山路上，茶香扑
鼻，馥郁芬芳。正是采收秋茶的时节，六堡镇山坪村
的祝雪兰家里，村民们陆续送来采摘好的茶叶。

“正好11斤。”称重、登记，祝雪兰把村民送来的茶
叶一一记录在册。

祝雪兰是山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也是
六堡茶制作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经过她统一
炒制的六堡茶，因成熟稳定的品质受到市场欢迎。

“我从小就看着外公外婆制作六堡茶，杀青、揉
捻、干燥，每一个步骤都要很细致，做出来的茶才又香
又耐泡。”祝雪兰说。

以“红、浓、陈、醇”及独特的槟榔香闻名的六堡茶
因产地得名，“茶船古道”舟来楫往的盛况至今为人津
津乐道。坐落在海拔 600米以上的山坪村，有着种植
六堡茶的天然优势。然而，曾经的山坪村并没有因茶
而兴。山多地少的自然条件成为天然的掣肘，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山坪村一度成了自治区级贫困村。

2008年，祝雪兰当选为山坪村党支部书记，立志
要寻找一条让乡亲们脱贫致富的道路。

“第一件事，我想到的就是修路。”祝雪兰说，有了

路，产业才能发展。经过多方协调，她争取到修路的
项目资金，一条水泥路修到了村民的家门口。此后十
几年，修路、架电网，种茶、种八角，祝雪兰一步一个脚
印地打开了这个封闭的小山村。

如何让通村水泥路变成“致富路”？祝雪兰与乡
亲们商量决定，还是要做“茶文章”。

传承千年的六堡茶，有一套高标准的制作工艺。
但山坪村各家各户的制作工艺却并不统一，茶叶质量
参差不齐。一套好的制茶工艺，往往是镇上一些家庭
秘而不宣的致富“绝招”。

出生在“制茶世家”的祝雪兰从小就浸在茶香
里。看着村里漫山遍野的茶树，她决定公开家里的制
茶技艺。

“祖传的手艺怎么能传给外人？”想法初提出，便
遭到家人反对，但祝雪兰有属于自己的坚持。

“产业要发展，单打独斗当然比不上抱团发展，只
有打出自己的品牌，才能真的把产业做好。”祝雪兰
说。其实，理性考量之余，她还有着一份感性的热忱，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永远记得入党时的初心。制茶
是好路子，不把手艺传给大家，我们村怎么走出这六

堡大山？”
自家炒茶的小平房成了“教室”，祝雪兰办起了

“茶园讲堂”。山坪村和邻近村镇的民众都慕名前来
讨教，近千名茶产业从业者掌握了传统制茶工艺，村
落里六堡茶的茶香愈发醇厚。

山坪村六堡茶制茶技艺从此逐步推广开来，村民
种茶、制茶的积极性高了，增收致富的能力也增强了。
2016年，山坪村成功脱贫。成熟茶园从10年前的300
亩扩大到如今的 2600多亩。2021年底村民年人均收
入达2.1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3.8万元。

“这10年，山坪村一点一滴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
祝雪兰说，看着翠绿的茶山，她准备把茶文化、瑶族文
化和旅游产业结合发展，开发“茶文旅”的新路子。

带领着山坪村不断孕育振兴动能，祝雪兰先后被
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年，祝雪兰当选为党的二十大
代表。

“这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压力，是对我十几年来
践行初心的一份肯定。我要守着我的初心，继续做好

‘茶文章’，带着山坪村继续前进。”祝雪兰说。

“这个项目的电池转换效率、单片加工成本达到业界领先
水平，满产后全年产值可达300亿元，解决8000人就业。每年
产出的电池放到咱们项目上去发电，每年的发电量相当于三
峡水电站的一半。”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咸新区基地
负责人曹允波介绍道。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黄土地上全球单体最大的光伏电池
生产研发基地，走进园区内的秦创原光伏创新中心——隆基
中央研究院，200多米长的中试线映入眼帘，设备发出低鸣声，
科研人员聚在一起一边查看显示屏参数，一边进行着讨论。

完成技术攻关迈出实验室、即将走向量产的晶硅太阳能
电池，将在这里完成从研发到生产的最后一百米。

“电池转换效率每提高 0.01个百分点都意义重大。”隆基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徐希翔说，自2021年4月至今，隆基绿能已
经11次刷新电池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

在他陈设简洁的办公室，记者一眼就看到了装在相框里
的光伏电池，这是去年10月隆基研发团队将一款电池的转换
效率提升至26.30%、刷新世界纪录后制作的纪念品。如今，这
一数值已被他们提升至26.50%。

“2010年刚回国的时候，国内光伏行业的研发制造设备中
有 90%以上依赖进口。经过全行业的努力，目前我国在这一
领域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徐希翔对记者说。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牢
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陕西全力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创
新成果和产业发展紧密对接，让更多科研成果直接面向经济
主战场。

“这个橡皮泥一样的东西在遭遇外力冲击后会‘遇强则
强’。”指着一款新型材料，陕西拓锐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西安交通大学化学院副院长张彦峰告诉记者，这个
基于西安交大科研成果的纳米智能吸能材料项目，去年借助
秦创原春种基金支持，仅 42 天就孵化成为企业，4 个月内实
现了成果产品化。如今，这款材料已经应用到体育运动装
备、摩托车骑行服等的制造上。

“公司的名字借用兵马俑的英文，来彰显陕西人锐意进
取、只争朝夕的‘拧劲儿’。”张彦峰介绍，拓锐考的发展历程，
是陕西抓好要素投入和服务保障，发掘培育一批创新力强、成
长性高的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缩影。“我身边越来越多高校教师
主动参与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为国家的产业转型升
级贡献力量。”他说。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陕西持续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秦岭陕西段生态环境优良等级面积达
99%，黄土高原成为全国增绿幅度最大区域，承担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70%水量的汉江、丹江实现“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快看，那就是‘东方宝石’朱鹮！”
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牛克胜走在

前面，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刚刚完成采收的稻田里有
朱鹮成群结队地落下觅食，频频还有白鹭、苍鹭飞过。

“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日本和中国一
些地区。20世纪中叶以来，朱鹮栖息地面积不断缩小，种群数
量锐减。人们曾普遍认为，野生朱鹮已经灭绝。”牛克胜说道。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现在朱鹮的数量已经有7000余
只了。”牛克胜笑着说，“今年，这里共诞下 48只朱鹮幼鸟，为
历年来最多。”

在被稻田环抱的陕西朱鹮人工繁育中心，记者看到优雅
高洁的朱鹮在宽大的网笼里振翅欢叫，饲养室中几只在野外
受伤被送来的朱鹮，正在工作人员的悉心呵护下康复。

牛克胜告诉记者，朱鹮种群的扩大正是陕西从“国之大
者”高度狠抓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增长的一个生动
而又有力的见证。

“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升野外种群监测水平和人工繁
育能力，计划通过几代朱鹮养护人的不懈努力，到2049年在全
国更多省份建立朱鹮野外种群，争取让这个物种以秦岭为中
心逐步向东亚历史分布地恢复。”牛克胜对未来充满信心。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6日电（记者 王靖） 记者6日从内
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兴安盟农牧局获悉，测产专家组近日对兴
安盟扎赉特旗旱地大豆示范田进行鉴评测产的结果显示，示范
田实收亩产达607斤，创内蒙古旱地大豆产量历史最好水平。

此次测产的示范田位于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家子村。该
示范田面积为 200亩，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大豆专家团队负责全程技术指导。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业技术推广中心邀请河北省、山西省、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等部
门的 7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扎赉特旗大豆示范田进行鉴评
测产，示范田实收亩产达 607斤。测产专家组鉴评测产后认
为，采用高产品种“黑农 84”，配套大垄密植栽培技术，能充分
保障大豆生育期间的肥料供应，大豆苗齐、苗匀、苗壮，有助于
发挥品种增产潜力，可在适宜地区推广应用。

记者了解到，大豆是内蒙古的优势特色农作物。2021年
全区大豆产量33.7亿斤，居全国第二，旱地大豆种植面积占全
区大豆种植面积 80%以上。今年以来，内蒙古积极承接国家
扩种大豆任务，不断优化调整种植业结构，及时调整生产者补
贴标准，引导扩种清种大豆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同时，
加强各级专家全程跟进指导，指导各地种植户做好品种选择、
种植密度控制、水肥管理、除草和病虫防治等工作。

坚持生态优先理念
打造内陆创新高地——

陕西：写好黄土地上新时代新答卷
新华社记者 孙波 郑昕 付瑞霞二十大代表风采

祝雪兰：茶香氤氲蕴初心
新华社记者 吴思思 郭轶凡

10月6日，参观者
在“奋进新时代”主题
成就展室外展区“海斗
一号”潜水器模型前留
影。

目前，“奋进新时
代”主题成就展正在北
京展览馆展出。展览
设序厅、中央综合展
区、地方展区、展望展
区、室外展区和互动展
区 6 个展区。国庆假
日期间，“奋进新时代”
主题成就展室外展区
成为热门打卡点。

新华社发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主题成就展：：
室外展区成为热门打卡点室外展区成为热门打卡点

喜 迎 二 十 大

内蒙古旱地大豆示范田
亩产超600斤创当地新高

新华社发

可疑症状早就医

（上接第一版）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实现沙地增绿、农牧
民增收。”在科左后旗努古斯台镇中幼林抚育项目区，
科左后旗林草局“将生态底线变为发展热线，推动生态
惠民、绿色富民”的发展思路让人振奋。

“退化草原修复，我们一分钱没花，也不用自己管
护，村里的荒地长出了优质牧草，全村增收 200万！”科
左中旗花胡硕苏木南柴达木嘎查书记白那日苏内心的
喜悦溢于言表。

“现在这里基本恢复了原有地貌，下一步，我们将
通过矿山生态恢复，进一步提高治理区的植被覆盖度
和水源涵养功能。”在扎鲁特旗水源涵养区矿山生态恢
复项目现场，采挖的矿坑消失无踪，草绿山青的美景即
将成为现实。

……
不难看出，该工程实施不到一年时间就已经取得

了不少成效，这与工程高标准设计规划和扎实有力推
进密不可分。宏观上，工程将科尔沁草原的山、水、林、
田、湖、草、沙“打包”整合到一起，统一规划进行保护和
修复；微观上，通过实施十大类工程 30个子项目，将制
约科尔沁草原生态功能提升的草原生态退化、土地沙
化、地下水水位下降这三大问题，化整为零各个击破。

待工程全部完成后，科尔沁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将全面增强，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将得到进
一步巩固。

通辽发展之路：以科尔沁草原修复引领全
域绿色转型

“现在库里剩的干草不多了，还有不少客户在等着

发货呢，都是年初就交了定金的。”在开鲁县小街基镇
中科羊草种植基地，京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杜
永滨低调地“炫耀”着自己种的草。“几年前，这里每到
春天都是狂风卷着黄沙，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这几年
种了中科羊草，绿草地里总能看见小动物。”

2019年，开鲁县小街基镇流转 5000亩盐碱撂荒地
种植中科羊草。2022年，该镇羊草进入生长旺盛期，每
亩可收获2茬干草约0.6吨、亩产羊草种子15-20公斤，
按当前市场价干草每吨1500元-1600元、种子60元/公
斤计算，亩效益超过1800元，而且像这样的亩效益可以
保持20-30年之久。

“我们镇里引进羊草种植项目要的是生态效益，农
牧民在其中可以获得经济效益，羊草产业发展将带动
就业和草食畜牧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收获更多社会
效益。”站在即将收获草种的羊草地里，该镇党委副书
记、政府镇长苑庆飞畅想着小街基镇产业振兴、生态振
兴的美好图景……

在通辽大地，生态建设带来的美好图景比比皆是。
每年 9月，“塞外红”小苹果收获季节，都会有全国

各地的果品经销商到我市“抢单”，四处可见果农们忙
碌的身影和喜悦的笑脸。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兼得
的林果产业，已经成为我市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
分。

“塞外红”苹果，又名“锦绣海棠”，因其颜色鲜红、
外形似心形，又被称为“鸡心果”，是自治区首个通过国
家森林认证的经济林树种。50多年前，通辽地区就有
农民种植“塞外红”苹果，但由于技术和管护不到位，农
民种植积极性不高。为发展林果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对这一经济林树种
栽植技术进行攻关，最终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栽培技术，
使这一品种成为适宜沙地种植、亩效益高、易于推广的
优良经济林树种。

有了科技的支撑，全市“塞外红”苹果种植面积从
2012年的几百亩，扩大到 2022年的 30万亩，丰产期亩
效益超过8000元。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我市正以科尔沁草原
保护和修复为基础，进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通辽探索。

——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人工辅助为
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立足自然地理格
局，促进森林、草原、湿地正向演替，保护和恢复自然生
态系统；

——坚持统筹兼顾，推进系统治理，统筹兼顾林草
生态保护修复、乡村振兴与农牧民生产生活，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突出重要生态区位和重点治理区，因地制宜，
分类分区施策，以水定林定草，科学配置保护修复措
施，集中发力，促进森林、草原、湿地、沙地等生态功能
整体提升；

——优化资源配置，拓宽投融资渠道，完善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不断提高林草保护修复科技含量，培育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实施新动能。

从“一沙之治”到“生态之治”，科尔沁大地变了模
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科尔沁草原将以山更清水更
秀、林更茂田更丰、湖更净草更绿、沙更稳民更富的美
好景象，迎接八方来客！

从“一沙之治”到“生态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