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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试吃过了，味道真不一样。”

“不知道我们社区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模

式呀！”

……

9 月 10 日，在北京市农业局宣传教育中

心的组织下，50名关注生态农业的市民，走进

延庆广积屯村茂源广发种植专业合作社无公

害蔬菜大棚，从源头“追踪”参观安全果蔬种

植过程。北京茂源广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

果蔬百余种，在这里市民们可以看到平时在

超市购买的尖椒、彩椒、茄子和黄瓜等果蔬的

无公害种植技术，以及其种植期间所进行的

食品安全把关。

感受蔬菜绿色防控科技

来自安贞西里社区的王女士说，以前常

常参加“北京农业在社区”活动，对于无公害

蔬菜有一些了解，平时自己挺注意健康饮食，

买菜一般都去超市买无公害的。但今天是第

一次来到田间地头、亲眼见证无公害蔬菜的

生产过程。

进入大棚之前，记者发现，每个大棚门口

都有纱网一样的“门帘”，还有“脚垫”，植保站

的技术人员说：“这‘门帘’是防虫网，不光是

门帘，整个大棚都覆以防虫网，就像一个大蚊

帐，有了它，棚外的虫子就别想钻进棚里；这

‘脚垫’是消毒用的，防止人为地把病菌带进

棚里；我们每个小的细节都严格按照北京市

农业局植保站要求，使用绿色防控技术。”

进入大棚后，记者看到了尖椒的上方挂

着一块块黄色和蓝色的板子，这不是装饰品，

而是用来对大棚内的害虫数量进行监测，为

害虫防治决策提供支持。棚里每隔几米挂着

一些 2 寸见方的小袋子，有位阿姨问道，“这

是做什么的？”北京市植保站李云龙解答：“每

个小袋子里装着 200 多头捕食螨，用它来吃

害螨，就不用打化学农药了。”

这些比芝麻粒儿还小的虫子，果真能有这

么大威力？据介绍，它们是货真价实的生物卫

士。依靠它们，对西红柿、黄瓜、彩椒等蔬菜的

蓟马、害螨两种主要病虫害防控已达到 100%，

合作社生产的蔬菜达到了无公害蔬菜标准。

从尖椒大棚里出来，市民来到黄瓜棚里，

看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新品黄瓜。“瞧这果子

多可人，没打农药，摘下就吃，口感倍儿棒。但

如果打了农药，整个品质就会降一大截儿。”正

在棚里忙碌的老陈说，大棚里的捕食螨、瓢虫

等害虫天敌，成了园区蔬菜生产的好帮手。

线上线下购买都放心

大棚外面，刚刚采摘的五色彩椒、两种大

小黄瓜、长圆茄子、还有西红柿等 15 个品种，

闪着新鲜亮丽的光泽，整整齐齐地码成一堆

一堆，供市民挑选。

“我们一家三口今儿采购了将近二十斤

蔬菜，十几个品种，特别是那五颜六色的彩

椒，看着都馋人。而且刚刚看了这无公害蔬

菜的生长过程，真的是安全有保障，回家可以

大胆放心吃”。

据北京市农业局植保站工作人员介绍，

包括茂源广发合作社的无公害蔬菜基地在

内，从 2013年到现在北京市一共建设了 51个

蔬菜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总面积超过 2 万

亩。这些基地内的蔬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合

格率达到 100%。他透露，京津冀三地将联合

开展蔬菜病虫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并筹划建

设首批 80 个蔬菜绿色联合防控基地，初步计

划北京建设 40个，津冀两地建设 40个。这些

基地都将按照北京现有绿控基地的标准来建

设，并实行严格的考核标准，一旦发现违规使

用剧毒、高毒农药或农药残留超标问题的，将

从严处理，执行严格的退出机制。

为了让更多市民买到绿控基地的产品，

北京市农业局植物保护站绿色防控示范基地

服务平台已经开始与生鲜领域内各类线上、

线下平台洽谈对接，利用移动互联网+的模式

在社区中推广绿控基地安全农产品。

目前部分产品已进入线上销售系统。北

京市农业局植物保护站又与菜先森（北京）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建立战略合作，采用微信点

菜、凌晨采摘、直送到店、客户自提的模式。

服务平台同时正与首农生活、金质生活等大

型农业企业洽谈合作，在其线下连锁超市内

设立绿控专柜，预计明年上半年更多的居民

就有机会吃到安全、新鲜的绿控蔬菜。

社区与乡村对接互动

如今，在北京市一些地方，社区支持农业

模式悄然走入市民的生活，直接把蔬菜端上

市民餐桌，或让市民亲近土地，下乡种菜，回

归“田园生活”。

社区支持农业简称 CSA，在 20世纪 70年

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欧美等地得到发

展。当时消费者为寻找安全食物，就与希望

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建立经济合作。

今年 44岁的林先生是北京市的一名公务

员，但却对当“农夫”情有独钟。由于在“小毛驴

市民农园”包了一块30平方米的土地，几乎每个

周末他都要驱车40公里，去农园照料瓜果蔬菜，

感受把酒问农桑，忘忧天地间的快乐。他说，

“参与农耕教会了我尊重自然、尊重规律、节制

欲望、与人为善”，而且“小农场带来的更大收获

是明白了农民的担忧、需求和艰辛。

据了解，“社区支持农业”采用计划性生

产模式，消费者先交菜金，农场按照客户需求

的菜品种植，定价也是固定的，农场可以赚取

10％的利润。农场蔬菜全部是有机生产，不

用农药，采取人工捉虫、物理防虫、性诱灭虫、

配营养液杀虫。此外，农场还采取多样性种

植，如农场喂猪和鸡，一方面提供农家肥，一

方面确保生态稳定。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有一些成功运作的

企业，但严格意义上来讲，现在的社区支持农

业这一模式尚处于初级阶段。”真正的社区支

持农业要求消费者预付款，与农民共担风险，

农民和消费者一起建立起本地食品经济体系

并创造一个环境，从而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

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

据介绍，目前，北京市多数蔬菜基地采用

专业合作社做法，由农场经营者从事资金筹

集、承租菜地、雇佣农民、市场推广和销售等

工作，虽操作简单，但风险较大，发展社区支

持农业模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如今，许多绿色蔬菜比猪肉和鱼卖得还贵，这个钱值吗？绿色蔬菜基地种植蔬菜
有何妙招？近日，记者来到无公害蔬菜大棚对现代生态农业一探究竟。请关注——

市民餐桌的蔬菜怎样保证安全？
本报记者 张 克 通讯员 邱 端

近日，戴尔在北京举行的用户解决方案

发布会上，正式推出了包括戴尔 XPS金色限

量版、游匣 7000系列及成就 Vostro系列的新

品。戴尔为应对消费者的需求，不仅采用了

更新的工艺设计，同时与英特尔第六代酷睿

处理器以及微软 Win 10 操作系统进行了全

面的整合优化。

其中，戴尔 XPS 13 的目标是打造同尺

寸笔记本电脑中性能最佳的产品。XPS 13

确实是笔记本产品中拥有极高关注度的产

品，在今年年初的 2015 消费电子展（CES）上

发布时便引起了轰动。作为一款外观时尚

且具备高性能的产品，XPS 13 的极窄边框

设计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小的 13英寸笔记本，

相当于 11英寸笔记本的大小。

戴尔在这一次发布的产品中全部使用

了微软 Windows 10 操作系统，灵越 Inspiron

和成就 Vostro 系列的新品全部采用了英特

尔·第六代酷睿·处理器。这是行业内首批

采用“新系统+新处理器”的全系列电脑品

牌，特别值得一提的戴尔在英特尔新一代处

理器上市的 24 小时内即推出搭载最新技术

的新品，不仅表现了戴尔以技术与产品上的

不断创新，而且更重要的是为用户创造了体

验软硬件新技术的最佳平台。无论是更人

性化的触控体验，解放双手的语音搜索，还

是免密码的系统登录，都让用户体会到不同

以往的感受。

（张娟）

戴尔发布多款新品电脑

粗细搭配好处多多
细粮和粗粮大多在饮食中担当主

食角色，细粮是指经过精加工后的成

品粮，具体指平时吃的精米、白面等。

细粮的口感好，但是加工的过程使得

细粮丢失了部分营养，如膳食纤维。

而这些营养素在粗粮中较为完整保留

下来。粗粮主要包括谷类中的玉米、

紫米、高粱、燕麦、荞麦、麦麸以及各种

干豆类，如黄豆、青豆、赤豆、绿豆等。

事实上，吃粗粮有着诸多你想不到的

好处。

预防肥胖
粗粮富含膳食纤维，具有强烈饱

腹感，能减少食量。并且，粗粮能排

毒，缓解便秘情况，对于水肿型肥胖者

和便秘性肥胖者减肥非常有利。

防治糖尿病
GI值(升血糖指数)反应的是食物

所引起的机体血糖变化情况，GI值高

的食物由于进入肠道后消化快、吸收

好，葡萄糖能够迅速进入血液，所以易

导致高血压、高血糖的产生。而大多

粗粮的 GI值低，进入肠道后停留的时

间长，释放缓慢，葡萄糖进入血液后峰

值较低。非常适合高血糖或糖尿病患

者进食。

补充营养
粗粮未经过加工处理或者加工处

理程度低，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谷物的

营养。不同的粗粮包含着不同的营养

素，比如燕麦富含蛋白质；小米富含色

氨酸、胡萝卜素、铁和 B 族维生素；豆

类富含优质蛋白、脂肪……每天吃不

一样的粗粮能够给身体补充丰富的营

养素。

降低肠癌风险
粗粮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和

抗性淀粉，它们不仅能帮助清肠通便，

对便秘的人很有帮助，并且在大肠中

能够促进有益菌的增殖，改善肠道微

生态环境，有助于降低肠癌的风险。

吃粗粮的好处多，但是粗粮进食

过量会影响消化，导致腹胀等症状。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饮食以谷

物 为 主 ，粗 细 搭 配 ，每 天 要 进 食

50g—100g 的粗粮。粗细搭配，可以

在一天饮食中安排一餐细粮为主，一

餐粗粮为主；也可以是在同一餐中，粗

粮和细粮混搭。

粗细粮的几种做法
黑豆饭
材料：大米 250克、黑豆 150克

做法：黑豆洗净，放电饭锅中加水

将豆煮八成熟。大米洗净放入八成熟

的豆中，加适量水，煮熟即可。

玉米饺子
材料：猪肉、饺子皮、红萝卜、玉

米、盐、酱油、胡椒粉、香油

做法：玉米用小刀刮下来，红萝卜

擦成细丝，把所有材料放入剁好的肉

里面，放入盐，胡椒粉，酱油，酱油膏，

香油拌匀，包入馅料，对折捏好。饺子

包好以后，锅里水煮开，下饺子，煮开

后，再加冷水，再煮开，连续 3次，饺子

浮起来即可。

紫薯小饼
材料：紫薯、熟糯米粉、白糖适量

做法：紫薯洗净切块，入锅蒸 15

分钟左右，然后把蒸熟的紫薯碾压成

泥，分成一个个小丸子。在月饼模具

内放适量的熟粉兜均，将包好的紫薯

丸子放入模具中，压模、脱模，摆入盘

中即可食用。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9 月 8 日，

TCL 官方网上新闻发布厅召开了建立以来

的第一场线上发布会，该发布厅通过网络技

术，构建虚拟发布现场，使媒体人足不出户

在线参与企业发布会，同时随时与主持人在

线互动，参与抢座、预约采访、积分兑换奖品

等活动，创意十足。

“从来没参加过这么新颖的新闻发布

会，画面制作精良，趣味十足。记者在任何

地方都能参与发布会，与主持人在线互动、

预约采访、获取官方信息，这体现了以用户

为核心的理念。”参与线上发布会的一位记

者表示。

发布会上，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

生宣布，启动“TCL 34周年庆——感恩回馈

季，爱你一生一世”主题活动，在TCL 34周年

之际举全集团之力开展“感恩大回访”和“感

恩大回馈”两大行动。TCL 34周年庆用户感

恩回馈季活动，将为用户带来全新服务的体

验。整个活动将持续近一个月，TCL将基于

大数据分析，多渠道与用户连接并预约回访，

上万名的专业工程师、服务人员等，将通过网

格化区域服务模式，上门一对一、面对面帮用

户解决实际问题，并与用户建立点对点的联

系，形成终身的服务跟踪，为用户带来 O2O

一体化服务体验。同时，TCL 将通过 4 万线

下销售终端以及TCL官方商城、京东、天猫等

多个线上销售平台，回馈广大消费者。

TCL 首次召开线上发布会

“这个处理站每小时可处理 50吨建筑废

弃物。经过这个处理站回收处理后，建筑垃

圾利用率可达 90％。”投资建设该处理站的吉

林省乾旭建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明臣说。

据介绍，这个处理站是吉林省首座移动

式建筑废弃物处理站，它能够使建筑废弃物

真正实现资源化、再生化、减量化，节约了天

然资源。所有新建、改建、扩建及拆除工程

现场产生的建筑废弃物，经移动式建筑废弃

物处理站分拣、剔除或粉碎后，产生的骨料

可用于生产各种空心砌块、铺地砖及水工砌

块；产生的渣土细料可用作路基施工。

明臣说，使用移动式建筑废弃物处理设

备一边拆除，一边可以进行建筑废弃物的破

碎，可以实现绿色建材的就地生产。同时拆

除现场采取严格的防尘措施，防止拆迁现场

扬尘的产生。同时，这对治理雾霾、保护生

态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明臣的企业从事建筑垃圾综合

利用，只是吉林省推动该项工作的缩影。据

了解，对于大规模需要处理的建筑垃圾，吉

林省还探索建立了处理基地，解决那些移动

式处理站一时不能消耗的问题。

此外，吉林省还积极推动建筑垃圾综合

利用科技联合攻关，有关企业和吉林建筑大

学等高校已经建设了联合研发机构，开展建

筑垃圾系列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目前，一些

研究成果已经开始运用到实践中去。

3年来，吉林省财政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累计筹措落实资金1000万元，支持长春、吉

林等12个省级试点城市开展建筑废弃物综合

利用。截至目前，吉林省级试点城市已建成建

筑废弃物填埋场37座，发展建筑废弃物综合利

用企业28家，每年消化建筑废弃物约52万吨，

主要产品是新型墙体砌块、地面硬化砖、城市排

水沟渠用盲孔砖和水利防洪用透水砖等。

吉林省住建厅初步测算，建筑垃圾利用

工作拉动了绿色建材、机械制造、建筑安装

等相关产业的投入资金 10亿元左右，促进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扩大了就业，成为吉林省

经济新的增长点。

吉林省住建厅副厅长刘萍表示，未来，

吉林省将研究制定在吉林省建筑废弃物综

合利用工作中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鼓励

社会资本采用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

投资合作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建筑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 （据新华社电）

建 筑 垃 圾 变 废 为 宝
张 建

近日，几位媒体界朋友聊天，话题谈到

天津港“8.12”爆炸事故，有人说，在科技飞速

发展的今天，一些突发事件、灾害事故，似乎

科技的含量越来越高。一些小道消息、谣

言，往往打着科技的旗号，披着科学的外衣，

迅速传播 ，让人真假难辨！由此看来，在公

众中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技知识，显得更

加重要。切实增强公众的科技意识，提高对

谣言的识别力，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就

要加大对公众的科学普及力度，特别是要提

高科普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就说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现场出现

神经性毒气”的传言，8 月 19 日，此传言一

出，真是吓人一跳！是真是假？如果没有一

定的科学知识素养，很容易被误导，引起恐

慌。可点赞的是，科技日报以第一时间迅速

采访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以“此神经毒气

非彼神经毒剂”为题，当天在网站和报纸上

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消除了公众的误解，

普及了相关的科技知识，正确引导了舆论，

避免了不必要的恐慌。

公众需要科普。在突发事件、灾害发生

时，媒体快速准确科普，科学家及时站出来

说话，像抢新闻那样，抢科普的时效性，一刻

不耽误，打好“当头炮”，是十分必要的。不

能等谣言传播开来，再不紧不慢地去科普，

打“马后炮”。科普宣传失去了时效性，效果

就会大打折扣。

遏止谣言，科普应加大力度提高时效
宗宝泉

■茶余饭后

华为 Mate S搭载麒麟 935处理器，将运
行基于 Android 5.1 定制的 Emotion UI 3.1
系统。同时，该机后置了指纹识别传感器，使
用人机交互技术Force Touch，通过触控的人
机交互方式触发各式手机应用。更有意思的
是，华为Mate S的压力屏功能，能实现“趣味
称重”，把一个苹果放到手机屏上，能称出苹
果的重量。

9月13日，安徽合肥首届创客节在合肥大剧院开幕，近百支创客团队与创业导师们在创新思想、创业经历、创
业思维等方面开展互动交流。图为创客团队展示编程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