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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地里麦，中午袋里粮
——农业机械化改写“麦收时间”

“吉祥三宝”回归“美好家园”绽放

“小小公益+”社会实践记录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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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韵江苏、美好家园”为主

题的北京世园会“江苏日”活动６月

2 日在北京市延庆区举办。江苏园

内，园艺为媒、文化唱戏，讲述江苏

崇尚自然生态、建设美丽家园的生

动故事。近年来，在江苏大地上，被

誉为“吉祥三宝”的地衣、水母和白

鹭的组团回归，诠释着铁腕治污的

成效，“家在园中”的美丽画卷徐徐

展开。

新惊喜：

“吉祥三宝”回家了

清晨，位于常州市武进区遥观

镇的宋剑湖，空气格外清新。76岁的

环卫工张荷英在湖中步道上开始了

晨练。

“以前在超市做保洁，眼见这里

生态越来越好，特别是听说多年未

见的‘吉祥三宝’回家了，便申请来

这儿做环卫，只有亲近自然才能长

寿。”张荷英笑着说。

张荷英所说的“吉祥三宝”，分

别是地衣、水母和白鹭。

“地衣被誉为‘环境监测师’，对

汽车尾气、工业废气、酸雨都十分敏

感，30多年未见了。”遥观镇党委书

记冯晖说，“吉祥三宝”消失多年后

再现，是对生态改善的认可。

物种归来不仅出现在湖中，近

海也频现昔日常客。“四腮鲈鱼又回

来了！”连云港灌云县燕尾港一位老

渔民陈大爷说。

燕尾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灌云

县灌河入海口。灌河以前水质好、

饵料丰富，海鲈鱼远销日韩。但前

些年，渔港周边小化工企业兴起，

污水横流、垃圾漂浮，海鲈鱼几乎

绝迹。

灌云县县长朱兴波说，通过对

化工企业实施铁腕整改，近岸海域

12 个监测点海水水质目前全部达

标，9个达到 I类标准。

除了湖畔和海里，林中也悄然

发生变化。蝴蝶是环境指示物种，与

灌木数量密切相关。江苏省环科院

博士杨国栋说，从去年 7、8 月到现

在，他们围绕中华虎凤蝶进行物种

多样性研究，目前已收集 115 种蝴

蝶标本。

“以前只在南京老山、紫金山

发现，这次在宜兴和溧阳也有发

现。”杨国栋说，这说明江苏有更

多地区拥有适宜中华虎凤蝶生存

的环境。

新作为：

源头治理“散乱污”

遥观镇是传统工业强镇，“散乱

污”企业一度达到340多家，屡治屡

生，屡生屡治。

“大多‘散乱污’企业生产工艺

属落后淘汰类，环境污染严重、安全

隐患突出。税收和发展贡献度没多

少，污染却是大户，为害一方。”冯

晖说。

2018 年，遥观镇确定“散乱污”

企业（作坊）340 家，关停取缔 215

家，治理改造 125 家。“铲除‘散乱

污’土壤，控制污染源头，宋剑湖焕

发了新生机。”冯晖说。

亮剑“散乱污”，江苏更多地方在

行动。针对燕尾港化工集中区小化工

密集、历史欠账多的情况，灌云县采

用全区关停的“休克疗法”，安全、环

保和消防达标一家，验收一家。

“为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市政

府主要领导直接分管环保。”朱兴波

说，通过持续发力，全县铁腕治污的

共识度更高了。

治理“散乱污”也为绿色发展开

拓了新空间。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

镇长戴丹说，沿太浦河两岸 5 平方

公里的八大区块整治全力推进，

2018年太浦河水质四个月达地表水

II 类标准。围绕太浦河清水通道，平

望镇准备用 3 年时间打造生态廊

道，开发运浦湾旅游示范区。

2018年，苏州市累计整治“散乱

污”企业（作坊）4.6 万家，腾出发展

空间7.4万亩，其中复耕复绿面积达

8795亩。

新风尚：

绿色生活渐成刚需

在苏州相城区北桥街道石桥

村，多肉植物基地内一片美丽模样。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废塑料村”，高

峰 时 全 村 有 近 200 家 塑 料 造 粒

作坊。

72岁的陆洪根做了几十年塑料

生意，现在转型成多肉玩家。“花水

晶”市场价高时可达上万元一盆，一

年收益达20万元，“相比挣钱，美景

给美好生活添色彩更重要。”

“尝到了绿色的甜头，谁会留恋

毒气弥漫、污水横流的生存环境？”

相城区副区长周立宏说。

漫步武进区湟里镇葛庄村休闲

步道，池塘碧水倒映着岸边的老井、

磨盘、景墙，诗意江南勾起无限乡

愁。“景墙砖块是我捐的，登门亲戚

常啧啧赞叹‘家在花园中’。”78 岁

的村民蒋腊苟说。

“村民听说要恢复儿时自然风

光，纷纷捐款捐物，步道两边都是村

民捐的老物件。”葛庄村党总支副书

记刘强说。

在江苏，绿色生活渐成刚需。在

常州市武进区罗家头自然村，《如意

滩记》碑刻记录村民们众筹 50 万

元，建成“荷花池里水秀鱼得乐，如

意滩头林茂鸟知归”的美好故事。

在武进区，100多位企业家争当

“企业河长”，认领家前屋后的河流。

在从事印染行业的“企业河长”

恽中方看来，认领门口一条污染河

后才知“治河比办厂难”，企业从上

到下的生态自觉明显提高，“环境变

美了，企业高端人才正纷至沓来。”

“政府要注重搭建平台，动员形

成全员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风

尚。”武进区副区长薛红霞说。

（新华社 秦华江）

“麦到小满日夜黄”，每年小满

过后中原大地便进入了“麦收时

间”。在河南省舞阳县的十里铺村，

小麦已经成熟，眼瞅着一片乌云飘

来，村民黄德年却不急不慌：“收割

机马上就到了，没等雨下来，麦都

收完了。”

“五黄陆月天，焦麦炸豆时”，

麦收季节曾是农民最辛苦的日子，

因为不仅“活累”而且“急人”。“以

前用镰刀割麦子，一个壮劳力一天

也割不到两亩地，从收到种得一个

多月，阴天下雨把人急得团团转，

再好的麦子雨一打也毁了。”黄德

年说。可自从有了收割机，黄德年

这个过去“镰刀都提前三天磨好”

的勤快人，也变成了“懒汉”。看天

气预报说要下雨，他头天晚上约好

了机手，第二天收割机直接开到麦

地里,不到 40 分钟，8 亩小麦就收

完装袋送回了家里。

早上还是地里的麦，中午就成

了袋里的粮，过去延绵一个月的

“麦收持久战”，现在不到半天就颗

粒归仓，农业机械化改写着“麦收

时间”。2018年麦收，河南更是刷新

了新纪录：从 5 月 28 日开镰，到 6

月 8日小麦基本收获完毕，河南全

省8192万亩小麦仅用12天就全部

收获完毕。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提高

了效率，也描摹着新的麦收图景。

“耕、耙、耖”这些过去农业生产离

不开的“老物件”，如今已很难再看

到，农田里迎来的是收割机、拖拉

机、播种机这些“新主角”和一批

“新农人”，农业生产从机械化向智

能化跨越。

在河南郸城县连杰农机专业

合作社，不到 30 岁的合作社理事

长王连杰正在通过“智慧农机”的

App 调度农机。王连杰说，合作社

一共有37台收割机，一台收割机一

天能收割100多亩，还有40多台大

马力拖拉机，通过App能够了解农

机位置、作业轨迹、作业面积等，随

时随地调度农机。

20 年前，王连杰的父亲是全

国第一代收割机机手。当时收割

机马力小，一天只能割三四十亩，

但 对 农 民 来 说 却 是 个“ 宝 贝 疙

瘩”，每到麦收时各地都会上演

“农民抢收割机”的画面。郸城县

农机局副局长张林说，20年来，不

仅农机越来越多、马力越来越大、

效率越来越高，而且更加智能化

和现代化，一个 App 所有农机都

能了如指掌，一条微信收割机就

能开到地头，二维码一扫就付完

款，农业生产越来越高效。

河南省农机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9年河南还将组织410万台

以上农业机械投入三夏生产，其中

联合收割机18万台，播种机100余

万台，能保证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8%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 90%

以上。

（新华社 宋晓东）

本报讯（记者 赵青）5 月 31 日

上午，四川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志愿

接力·公益传递“小小公益+”社会

实践记录册发布仪式在成都市泡

桐树小学举行。

泡桐树小学作为公益实践教育

试点学校，积极通过项目式学习将孩

子们培育成为公益小创客，自主设计

了55个优秀的儿童公益项目。活动

现场，毕业班的公益小创客们将志愿

服务队旗和代表志愿者精神的黄马

甲传递到低年级的学弟学妹的手中，

这意味着由他们自创的四个公益项

目（“一杯水温暖一座城”“益+艺·爱

无疆”“为最辛苦的人送红包”“漂流

书屋”）找到了新的“接班人”。

活动还向儿童志愿者代表颁

发了首批“小小公益+”社会实践记

录册。该记录册具备记录、认证、积

分等功能，将匹配学校今后开展的

各类公益教育课程和社会实践服

务进行使用，激励孩子们持久地参

与社会实践活动，让做公益成为一

种习惯。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讯（记

者 胡桂芳）5月

31 日，在北京

举行的 2019 年

全国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示范

城市竞选中，四

川省德阳市以

第三名的成绩

入 选“2019 年

全国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示范

城 市 ”。据 了

解，2019-2020

年，德阳每年将

获得中央补助

资金 2亿元，用

于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

为 打 好 污

染防治攻坚战，

加快推进全市

黑臭水体治理，

在市委、市政府

的统一组织领

导下，德阳市住

建局党委以高

度的政治担当

和责任感，成立了德阳市住建局

“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市”申报工

作技术团队。局党委多次组织召

开“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市”申报

工作的方案论证会，指导、研究、

优化申报方案。

据介绍，下一步，德阳将把黑

臭水体治理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标志性战役，实施“控源截污

工程”“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

“内源治理工程”“处理能力提升

工程”“岸绿工程”“能力建设工

程”六大工程，确保到 2020 年全

面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湖南精简“责任状”
为基层减负

新华社长沙6月 2日电（记者 白
田田）当下，很多地方动辄要签“责任

状”，实施“一票否决”，成为基层工作

难以承受之重。近日，湖南省专门下

发通知，明确要求大幅精简“责任状”

数量，加强统筹“一票否决”事项，坚

持考少考精、考准考实激励基层干事

创业。

湖南省要求，省级层面对市州、

县市区党委政府签订“责任状”，必

须报省委、省政府批准，未经批准

的，一律不得签订，“责任状”的数量

在现有基础上总量只减不增。省直

单位对本系统签订的“责任状”，

2019 年压减 50%以上，从 2020 年起

一般不再签订。

对于各类“一票否决”事项，湖南

省提出将其一并纳入绩效评估，进行

统一规范。针对市州、县市区党委、政

府和省直各单位的“一票否决”事项，

均须报省绩效评估委员会审批。省直

各单位对本系统一般不设立“一票否

决”事项。

成都高新区表彰
100名“高新工匠”

本报讯（李林晅）笔者从四川

成都高新区获悉，近日，成都高

新区举行 2019 年“高新工匠”命

名大会，对来自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等行业的 100 名“高新工

匠”进行命名表彰，同时为 31 家

基层企业工会颁发“工匠培育组

织奖”。

本次评选活动旨在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

神，引导激励广大职工争当爱岗

敬业、精益求精、专注执着的劳

动者和建设者。评选命名活动自

今年 4 月开展以来，得到了成都

高新区各级工会组织的高度重

视和广大职工的积极参与，各单

位共推荐人选 242 名，涉及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新经济等行业

领域，最终评选出 100 名“高新

工匠”。

据了解，近年来成都高新区

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培养工作。截

至目前，已建成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 1 家、市级首席技师工作

室1家，评选出“菁蓉高新人才计

划”技能大师9名，每年新增高技

能人才1000人以上。

西宁市城东区举办
首届校园文化艺术节

本报讯（旦正措）为进一步加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提升学

校艺术教育水平，推进校园文化建

设，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近日，由青海

省西宁市城东区关工委、城东区少工

委、城东区教育局共同主办的首届校

园文化艺术节在西宁市晓泉小学

举办。

此次活动通过歌唱祖国、歌唱新

时代、歌唱新青海，充分展现学生热

爱祖国、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校园

文化艺术节以声乐、器乐、舞蹈等艺

术形式为主举办表演，对篆刻、摄影

等艺术作品进行展评，并组织开展了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艺术活动，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健

康的审美情趣、培育良好的艺术修

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校园文

化建设。

新华社昆明6月3日
电（记者 杨静）日前在云

南迪庆举办的农产品产

销对接活动上，来自云

南、四川、西藏等省区 82

个贫困县的 800 多种特

色优质农产品，受到全国

各地采购商的青睐和洽

谈采购，现场签约金额达

10.2亿元。

为推进“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特色优质

农产品“出村进城”，拓展

农产品销售途径，农业农

村部与云南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了此次活动。它

也是 2019 全国贫困地区

农产品产销对接行动的

重点内容。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厅长谢晖表示，产销对接

活动有利于深度贫困地

区解决农产品销售“最后

一公里”问题，对助力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发展优势有着重要

作用。

此次活动从 5 月 31

日持续至 6月 1日，以藏

区贫困县农产品产销对

接为重点，突出订货洽

谈，搭建区域性产销对接

平台。推进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的

同时，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

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市场流通主体

“走进山村、走进产地”，与贫困地区

生产经营主体面对面洽谈，从而打造

特色优质农产品市场流通快速通道。

甘肃今年为
农村中小学教师建设
周转宿舍1400套

新华社兰州6月 2日电（记者 白
丽萍）记者从甘肃省教育厅获悉，甘

肃今年筹措资金 1.3 亿元，将为农村

中小学教师建设周转宿舍 1400 套，

以改善农村教师住宿条件。

据了解，甘肃决定在23个深度贫

困县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周转宿舍

建设工程，以每套不低于建筑面积35

平方米的标准，建设总建筑面积 4.9

万平方米的教师周转宿舍。全部项目

今年开工建设，并确保主体完工。

此外，甘肃还安排专项资金 3 亿

元，在省内 23 个深度贫困县实施农

村边远地区中小学温暖工程，确保在

供暖季开始前建成并投入使用，将解

决农村边远地区中小学 130 万平方

米校舍的采暖问题。

江
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