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新闻热线：010—58884093

■责编 马 霞 张佳星 2015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五
区域创新 QU YU CHUANG XIN

■动态播报

库尔勒香梨文化节开幕
科技日报讯（刘万乐 记者朱彤）9月 8日，

由新疆铁门关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果品流通

协会和协办的铁门关市首届“库尔勒香梨”文化

节在新疆兵团二十九团开幕。

“本届文化节是为了推动库尔勒香梨行业

发展，进一步推广库尔勒香梨品牌，拓展库尔勒

香梨生态观光、休闲采摘、文化传承等产业发展

功能，以打造香梨文化为契机，大力推动军垦红

色文化、香梨文化、民俗文化进行深度融合。”新

疆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党委书记、政委黄金忠

说。库尔勒香梨种植面积达 40万亩，年产果品

达 28万吨。香梨还带动了当地生态旅游，形成

加工包装、贮藏、保鲜、运输一体的产业化发展

格局，成为当地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文化节期间将举办首届香梨产业发展经济高峰

论坛、果品种植农业知识讲座等，定期发布名优

特果品信息，邀请行业专家、果品协会、嘉宾客

商、龙头企业、种植户等共同参与和体验线上平

台交易。

香梨王评选活动也在当天举行，通过对外

形、颜色、口感、营养成分等的品评，二十九团产

的香梨获评为王。

诸城李栽培技术研究项目获奖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张咏梅）近日，诸城

市农业局实施的“大果型早中熟李优质高产耐

贮系列新品种选育与优质高效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项目获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近年来，诸城市先后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引进“特早红”“魁红”“金艳”等李新品种，相继

在各李产区栽培试验。其中“特早红”李成熟期

早，风味佳；“魁红”李个大果红，4 年生树折合

亩产 3000余公斤；“金艳”色泽艳丽、果肉鲜美、

风味浓郁；“金丰”果皮蓝紫色；“金红”果肉鲜

红，经济效益均非常可观。目前，诸城市已在相

州兴和果树基地、舜王汉王山果树基地、皇华石

万沟果品基地等 3处基地建立大果型早中熟李

示范园 150多亩，辐射推广 2700余亩，新增利税

2100余万元。

用模拟为实战助力
科技日报讯 （陈杰 张锦星）近日，武警工

程大学一队一名毕业学员根据自己平时实际

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同教员一起完成一套模拟

教学训练系统。系统由基础知识学习、电视会

议系统设备认知、装备教学视频、模拟训练配

置、网上考核等五部分组成。教学视频是针对

现用的科达设备进行全面生动描述，从四个不

同侧面进行教学训练。模拟训练配置包括针

对 不 同 品 牌 类 型 设 备 开 发 的 基 于 JAVA 或

FLASH 应用软件，可将常用训练内容以多媒

体方式或小游戏的方式展现，为中队级和支队

级流动性强、基础较薄弱的保障人员提供一种

有效、便捷的训练方案。该款模拟系统的问世

有效解决了部分部队基础设施不足的难题，同

时推动了部队现代化。

资源对接开展科技帮扶
科技日报讯（阳建坤 苏伟全）广西南宁市

青秀区人武部借助当地科技、教育资源优势，对

扶贫点刘圩镇谭村开展科技帮扶，引导村民走

富路。该部协调科委、农业、民政等部门和各类

科研院所，广泛开展“科技支农”和“科普支农”

活动，为扶贫点定期举办农业技能培训班和开

展科普讲座。同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了

由农业科技人员组成的“科技帮扶小分队”，深

入田间地头传经送宝。他们还根据扶贫点适宜

种植西瓜等水果的特点，邀请自治区水果专家

深入帮扶点，开展优质水果生产培训，帮助 20

多户农民发展成为水果专业户。

老话儿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简

单一句话，把养殖业的风险表达底淋漓尽

致。但是在青海省贵德县，就有这么一个人，

他不但要搞养殖，还要搞风险较大的活禽养

殖。他不小打小闹，而是大规模、大批量地进

行生态鸡养殖。

轮一牧四，“养”从自然
“国家倡导发展林下经济，但是青海和其

他地方不同，”青海千姿雪高原养殖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刘文才说，林和禽是一对天生的

冤家，鸡喜欢刨食，林究竟能不能禁得住被

刨？这在别的地区可能不是个问题，但在青

海，却是个大问题。

“植被恢复能力很差，破坏起来容易，但

要想恢复需要相当长时间。即便是在水土相

对肥沃的贵德县，也恢复不易。”刘文才说，

“我流转承包的这块地是人工种植地，是生态

环保林，一旦被破坏，生态鸡养殖也就失去了

意义。”

刘文才原本是位房地产公司老板，但他改

变了路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

态鸡的市场需求量快速提升，他将眼光投向了

林下养殖领域——在青海省贵德县摊开了

2800多亩的“大饼”，搞起了高原生态鸡养殖。

刚开始进行林下散养的时候，鸡确实将

它们刨的本能发挥到了极致，林地植被越来

越差，养鸡场尘土飞扬，这让刘文才头疼不

已。用竹子编网、拉网格都没办法让这群爱

刨的家伙足下留情。而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刘文才发现砂石厂的石头反而能起到作用。

“置石于地，防鸡扒草，维护天然生态。”

刘文才特别喜欢这样总结他的土办法。把石

头铺在林地上，林地不仅不会被鸡刨，白天长

时间的日照，让石头有了白天蓄热晚上散热

的功能，林地有了自然供暖，长势反而好了。

以往被鸡刨食干净的虫穴有了休养生息的机

会，草地上的虫子源源不断供鸡食用。刘文

才也是将计就计，索性在林地上架起了喷灌，

石头缝里又种进了苜蓿和沙葱。根系扎深

了，林地绿意盎然，原本流转的沙地完全没了

沙地样儿。

“休养生息，轮一牧四，确保营养天然。”

刘文才养鸡完全是铁了心地要道法自然。他

划出 800 亩地建了 31 座养殖大棚，分别用网

围栏分隔开来。每个养殖区域又用网格分隔

出若干个放养区。这样，每座棚的鸡每天严

格执行轮牧放养原则，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刘文才为养鸡流转了 2800 多亩地，建了鸡棚

的这 800亩林地，植被长势尤其茂盛。

打破常规，给鸡养生
刘文才生活中离不开养生，养鸡的时候，

他也不忘用养生的方法。不管是育雏车间、

鸡舍大棚，还是分包车间，他都架设了臭氧发

生器和负氧离子发生器。

刘文才之所以要高成本高投入，就是想

用自己养生的办法来养鸡。“臭氧能杀菌，负

氧离子能净化空气，负氧离子还有净化血管

的作用，能排除身体异味，我家就是这样，所

以我就大胆地把这些方法用在养鸡上面。”刘

文才说。

现代人生活水平高了，对饮食的健康、安

全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刘文才完全打破常规

养殖方式，建了一座 600 平米的黄粉虫无菌

孵化车间，就为每天给他的生态鸡增加辅食，

以确保营养跟进。

“天然众生，就是尊重事物发展规律，运

用自然的东西来发展我的养殖业。”刘文才说。

中药补饲，防控疫病
活禽养殖的风险从来都是一件让人谈之

色变的事，各种疾病，包括我们再熟悉不过的

禽流感，可能一夜之间就会让一切化为乌

有。刘文才在贵德县当地流转了 2800 亩地，

目前存栏数约 3 万多只。按照他的计划，10

万只的存栏是比较理想的，因为他需要建立

一个更替周期。那么养殖风险怎么控制？

“贵德这个地方，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燥，

黄河沿岸的河风四季常刮不息，这个地方其

实没有多少细菌，禽流感在青海少之又少，有

了也只是候鸟带过来一点儿，不会产生太大

影响。”刘文才之所以选择贵德进行林下养

殖，有他的一番道理。

但其实，刘文才不同于别人搞生态鸡养

殖，对于疫病的控制他依然遵循了自己的原

则：不吃西药、不接种疫苗。通过粉碎黄芪、

当归、大青叶、红花等多种中藏药材，以跟辅

食相拌的方式进行补饲，养了一年多了，鸡场

还真没发生过什么疫情。

刘文才养鸡跟别人不一样，在青海省贵德

县，刘文才的鸡场已经小有名气。但这么高的

投入是不是有高产出？事实上，刘文才养的鸡

并没有因为高投入而产生高效益。用刘文才

的话说，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转变生态鸡的

养殖观念，先自己投入，再带着周边群众一起搞

养殖，靠真正的绿色有机生态鸡养殖致富。

中药治疫“养”从自然
——青海省贵德县生态鸡养殖记

□ 本报记者 马延芳

初秋的密山，稻谷即将成熟，一株株饱满

挺拔地耸立在碧空如洗的蓝天之下，伴随着

送爽的秋风在广袤的黑土地上有节奏的律

动。8 月 28 日，一行记者走进黑龙江省金龙

鱼稻米密山基地体会丰收的味道。

“这里的农民以前不知道水稻要分等级，

以为回收价格都是统一的。”金龙鱼品牌拥有

者益海嘉里集团密山公司总经理张慧卓说。

而公司是按照水稻品质定价回收，优质水稻

会高于市场价进行回收。这样既提高了农民

的收入，又激励农民种好水稻。益海嘉里的

到来规范了当地米业原有的小加工厂混战的

局面，同时还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

植结构，改变目前东北农业领域重数量轻质

量的状况。

“种植户+企业+消费者的形式是农业发

展的方向，品牌经营将是农业的未来。”张慧

卓说，将提高黑土地利用价值，名牌产品将提

升农产品的增加值。

“益海嘉里入驻密山后，当地农民开始注

重种植品种的品质，也开始逐渐懂得按照市

场需求合理配置资源。”密山市主管农业的副

市长时景泉说。益海嘉里带来了先进的种植

技术和经营理念，同时推动了农民合作社与

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建。还拓

展了包括贷款融资、智能催芽、水稻种植示范

田等等社会化服务。

“以往催芽都是土炕加热，加热不均，出

芽率也低。”连珠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孙哲

辉说，现在用催芽大棚在农时全部启动智能

化控制催芽，整齐率可达 90%，既帮农民抢农

时，又帮农民节约了成本。包括营养药、杀菌

剂、人工、车间维护在内的全套催芽费用每斤

只需 0.35 元。据了解，一个棚可催芽 150 吨，

可解决连珠镇一半的催芽需求。

为保品质，益海嘉里密山种植基地在选

种、育苗、农药、化肥使用各个流程上都严格把

关，“我们只用农家肥、微生物肥和有机肥，拒

绝使用转基因肥料和成分不明确的肥料。”张

慧卓说，全程监控生产过程，将确保稻米质量。

密山稻米基地见闻：从土炕催芽到智控催芽
□ 本报记者 李丽云 实习生 石依诺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海滨）9 月 5 日，山

西朔州怀仁县尊屹陶瓷研发公司一批出口

德国的异形及浮雕产品烧制出炉，生产原

料全部是本地的硬质煤矸石。“技术也是咱

自己知识产权的，”据介绍，尊屹陶瓷研发

公司与景德镇陶瓷学院、山东硅酸盐研究

所、潮州等地公司共同研发，一次烧成，同

时制作氧化和还原产品，公司先后与德国、

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外贸易公司签订了长

期供货合同。

朔州经济在由煤电产业支撑的同时，

也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固废——粉煤灰、脱

硫石膏、煤矸石，朔州仅每年排放的粉煤灰

就 有 1800 万 吨 。 如 何 有 效 开 发 利 用 工 业

固废，朔州市谋求转型发展要寻求破解的

头道“坎”。

“朔州市粉煤灰综合利用产业已呈现出

初、中、高三个技术层次。其中高端技术产

业部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统计，朔

州市还以工业园区建设为载体，规划建设了

八大循环经济工业园区，规划入园项目 261

个，总投资 3214 亿元。目前，全市初步形成

煤矸石发电产业、煤矸石材料产业、粉煤灰

综合利用产业、四大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集

群，基本实现了对粉煤灰的全循环。

在 科 研 投 入 上 ，朔 州 市 向 院 所 借 智 ，

免 费 为 企 业 提 供 技 术 和 服 务 支 持 —— 先

后建成 4 个粉煤灰综合利用研发中心，并

与国内 16 所高等院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与北京大学合作共建的固废资源化研

究中心，现已成为全国粉煤灰综合利用技

术 的 示 范 研 发 基 地 。 朔 州 市 政 府 与 中 煤

平 朔 共 同 投 资 建 设 的 朔 州 市 高 新 技 术 研

发中心，集中进行粉煤灰、煤矸石开发利

用 研 究 ，已 经 取 得 13 项 国 内 专 利 、1 项 国

际专利，其中粉煤灰提取二氧化硅和氧化

铝 新 技 术 已 达 到 国 际 领 先 水 平 。 新 建 成

的 朔 州 市 固 废 园 区 北 大 工 学 院 粉 煤 灰 综

合利用研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已经开展了

粉煤灰制备新型耐火材料、超微粉体等 8

个领域的技术研发。

据介绍，朔州市 2011 年被正式列入首批

全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试点基地，其工业固

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正式纳入国家和省新

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为此，朔州市制定了

《朔 州 市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规 划 (2011—2015)》

《朔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实

施方案》等方案。并出台了 30 条地方性法

规，大力推动全市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

用的研发生产。

山西朔州：“借智促研”让工业固废上得厅堂

数据库接驳助力科技型勤务建设
科技日报讯（李振明）重大安保任务、处置

各类突发事件，新挑战近来考验着警务工作。

长期的科技科技型勤务指挥室建设，让山东东

营公安边防支队在新需要、新形式下保障有力，

突出信息化、扁平化、实战化应用。

据介绍，勤务科技建设建成了集边防一

体化、海防视频监控、社会面和企业内部视频

监控、单警或车载 3G 传输系统为一体的综合

指挥平台，有效整合公安“大情报”平台、社

会信息资源等数据库，为实战化指挥体系建

设提供了根本支撑。该支队突出实战，强化

应用，以勤务指挥室为依托的集群效应发挥

明显。依托数字集群网络、覆盖全面的视频

监控探头、车载及单兵动态视频传输系统，通

过视频、音频等方式，实时掌握辖区社会面治

安动态、接处警及救助现场动态、案件办理动

态、巡逻守候动态等，实现了全天候、全时空

的指挥、调度和监督。8 月初该支队红光边

防 派 出 所 接 到 游 客 报 案 称 车 辆 内 部 物 品 被

盗，为尽快破获案件，严厉打击偷盗行为，该

所充分发挥勤务指挥室职能，通过调阅监控

录像，对可疑目标开展研判，成功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并抓捕归案。

“水磨河，水磨河，磨来磨去灾祸多，十年

种地九年荒，男女老幼掉苦窝。”

老人们回忆，以前的水磨河村穷得揭不

开锅，人均耕地不到 7分田。1971年，刚刚接

任村支书的燕振昌许下了自己的诺言：一定

要让村民过上有房住、有好路、有书读的安生

日子。

“他脑袋活泛儿想法多，想过修路，想

过建房，可哪样没钱能行？一穷二白再灵

光的脑瓜子也犯难。”时任水磨河村村主任

张汉卿说。被贫穷逼到死角的燕振昌下定

决心：“办集体企业，给大队多产点东西、多

积点钱。”

办厂离不开人才，为了聚集人才燕振昌

把大队里所有“有本事、有手艺”的能工巧匠

集中起来，张罗起了农机配件厂。又陆续建

起了面粉厂、冰糕厂、机瓦厂……到 1981 年，

村里十几家集体企业每年给村里上缴利润超

过 30万元。

村民们还没从温饱无忧的幸福中缓过劲

儿 来 ，燕 振 昌 又 开 始 琢 磨 起 了“股 份 制 企

业”。在燕振昌的带领下，水磨河村以土地、

厂房入股，吸引村民社会入资，办起了村造纸

厂，成为河南省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几年间，

水磨河村吸收股金 800 多万元，办起了 50 多

家企业，成为长葛市第一个工农业总产值超

亿元的村子。

现在的水磨河，投资百万元以上企业超

过 50 家，2014 年水磨河村年产值超过 4 亿

元，人均收入近 2万元。“吃住水磨河，好像在

长葛（市）。出门能挣钱，一月两三千。”40 年

后的水磨河又有了新民谣。80 多岁的村民

张中斗感慨：“没有燕振昌，哪有这安生的好

日子。”

但是，用 44 年心血把村民带上富路的燕

振昌，他的生命却在 73岁戛然而止。这一天

是 2014 年的 12 月 12 日，他因操劳过度导致

心梗突发，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生前，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农村基层

干部标兵、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许昌市农村

小康建设功臣、长葛市功勋党组织书记……

一系列荣誉称号书写着这个农村基层村干部

的辉煌。

身后，2015 年 4 月 27 日，中共许昌市委

发出《关于开展向党的基层好干部燕振昌

同 志 学 习 的 决 定》。 8 月 13 日 ，他 被 评 为

“河南最美村官”，并将上报参加全国最美

村官评选。

“没有他，哪有这安生的好日子”
——追记河南长葛市水磨河村党委书记燕振昌

□ 本报记者 乔 地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星）“从工厂里生

产出‘警察’，在农场里形成‘警’‘匪’制衡的系

统，”9月15日，在“害虫天敌的可持续利用国际

研讨会”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与环境

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甦向国际同行介绍我

国“天敌治害”科研领域的新理念、新进展，“而

且‘警察们’不是单兵种作战，理念上，我们推崇

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平衡，生产中，我们方便整套

复制的迷你配备式工厂，便于‘遍地开花’。”

据介绍，此次会议由中国昆虫学会生物

防治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主

办，北京昆虫学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

护环境保护研究所、浙江大学昆虫科学研究

所承办。

“昆虫是活物，怎么能工厂化生产，运输

也成问题，”王甦说，要把天敌小工厂建在农

户的家门口，为此他的研究团队研制出微胶

囊化人工饲料解决喂养问题、迷你配备式工

厂解决推广问题。“浙江、福建已经局部推广

开了。”天敌昆虫大量生产与应用方面的技术

等问题受到与会的美、法、新西兰等国的生物

防治科学家和国内专家的关注。科学家与企

业家也在会议中达成合作，共同推进天敌昆

虫产业化规模和进程，扩大和推进天敌的可

持续利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田免疫系统，

保护农田生态系统、生产更多的安全农产品。

会上，浙江大学昆虫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学

新应邀作了题为“我国害虫生物防治的研究进

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的大会报告。国内外专

家学者围绕“天敌昆虫资源的发掘与评价”“天

敌昆虫的营养与大规模繁育”“天敌昆虫与靶标

害虫的互作研究”等5个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涉及到寄生性天敌昆虫、捕食性天敌昆虫、捕食

螨、线虫等种类的天敌20多种。

北京：农场里上演“警匪制衡”

“这台机子好，马力大，作业速度快，能掰

穗、秸秆还田，还能给玉米棒剥皮、秸秆打捆，

经过我自己革新加装了玉米皮粉碎还田装

置，功能就更齐全了，这种多功能玉米联合收

割机已经成为时下农户争用的‘香饽饽’”。9

月5日，在山东省诸城市百尺河镇岳沟社区春

玉米机收现场，被誉为“机收达人”的农机手鹿

汝春抚摸着这台“宝贝”直乐得合不拢嘴。

50岁的鹿汝春曾创造了当年购机当年挣

回购机本钱的纪录，从单台玉米收获机24小时

连续作业日收入近7000元，到2台玉米收获机

去年作业3500多亩获利20余万元；从预约收获

作业，到下订单指导农户进行规范化种植；从被

厂家邀请去参与产品改进，到在田间地头当“客

座教授”给机手讲课，他成了“达人”。

2006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都到城里

做工，鹿汝春决定购买玉米收获机开展玉米机

收的业务。随后，鹿汝春参加诸城市农机部门

举办的玉米收获机推广演示会，在国家补贴下

买了新机械“这机子不单收了玉米,秸秆也直接

还了田，省大事了!”请鹿汝春机收玉米的“订

单”也随即纷至沓来，不到10天他就收完本村

和周围村里500多亩春玉米。他还先后到了省

内的章丘、淄博等地跨区收割，当年就完成玉米

机收面积1300多亩，纯收入4万多元。

他被诸城市农机局聘为“特邀农机技术

推广员”。他边学边干边研究，研制加装了玉

米皮切碎还田装置，“这款具备棒子‘剥皮’和

秸秆‘还田’功能的大型玉米收获机，可以把

秸秆和剥掉的玉米皮粉碎成末，而且地面以

上不留茬。”在联合收割机维修方面，鹿汝春

也技高一筹，乡亲们遇到诸如怎么选购玉米

收获机、怎么进行规范化种植，怎么能提高机

具的作业收益的问题，也都乐意向他请教。

谈到今后的打算和发展，鹿汝春说：我享

受到的国家农机补贴就有70多万元。我不但

要带头使用好新农机，也要为乡亲们做好新

技术的推广做工作，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

我还打算购置烘干设备，进行玉米的粗加工，

提高粮食附加值，打开一条新的创收路。”

农机手鹿汝春：“机收达人”的科技梦
□ 本报记者 魏 东 通讯员 徐春光

科技日报讯（实习生乔路）河南省“中原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近日获科技部正式批

复，成为第一批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

中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目前包含 7个

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基本覆盖了河南省农

业科技资源比较集中、产业化优势明显的区

域，包括郑州、开封（含兰考）、安阳、鹤壁、新

乡、焦作、濮阳、许昌、漯河、驻马店等 10 个

市。示范区以食品产业为主导，整合现有科技

资源，创新体制机制，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打造

现代食品产业，培育农业全产业链和食品安全

技术体系，实现从土地到餐桌全链条增值。通

过示范区建设，河南努力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新模式，创新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和新

农村建设的新机制，为支撑国家粮食核心区

建设和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做出示范。

中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晋升国家级

中国重汽与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签署合作协议
科技日报讯 （王建梁）9 月 7 日，商务部投

资促进事务局一行访问中国重汽，并与中国重

汽签署《“走出去”产业投资促进合作协议》。商

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与中国重汽签署部企合作

协议，旨在建立稳定的走出去产业投资促进合

作关系，充分利用商务部平台和信息渠道资源，

促进政府企业间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

交流合作，实现企业对外合作和对外贸易的快

速协同发展。

近日，新疆兵团二师二十二团亚泰社区80岁的居民叶秀兰，正喜出望外观赏结出的一个重达40多公斤的巨型南瓜。据叶秀兰
和丈夫介绍，退休后在自家菜园种植了20年南瓜，今年出现了奇迹，有一株南瓜藤上结的一个南瓜比其它要大，于是就在大南瓜上
刻上了“吉祥如意”四个字，巨大的南瓜吸引了众多居民前来观赏。 姚明庆 刘晓东 朱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