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
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渠道。”

走进黑龙江省宁安市江南乡欣祺
园家庭农场，叉车、传送带全部都在忙
碌，冷藏库里200多吨寒地果摆放整齐。

“我家果园种的是寒地果，以前每
年果一下树，我们就忙着卖，生怕果坏
了卖不上价钱。去年欣祺园家庭农场新
建了冷藏库，我们的寒地果有地方存储
了，水果储存期延长了4到5个月，错季
销售，收益翻番！”已有20年果树种植经
验的果农鲁忠清谈起冷藏库给寒地果
销售带来的好处，连连称赞。

“特色产业有赚头，咱撸起袖子加
油干。”山东省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
村村民李万庆深有感触，“从扛锄头到
刷手机，从种土棚到种‘云’棚，靠设施
农业大棚种出五彩椒，一年挣 20 多万
元。”在寿光，设施农业成了大产业，平
均每分钟有8526公斤蔬菜销往各地。

平畴沃野，稻香鱼肥，瓜果飘香，一
个个产业兴旺的场景，彰显着现代农业
发展的强劲动能。奋进新征程，广大干
部群众纷纷表示，要贯彻落实好党的二
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做大做
强乡村特色产业，让乡村活力更充沛，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产业支
撑。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
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
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

产业兴带动百业旺，从南到北，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步履铿锵。

10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陕
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果
园，向现场采摘的果农了解今年苹果
收成，同老乡们亲切交流，并采摘了一
个红红的大苹果。总书记十分关心灌
溉和用水问题，老乡们告诉总书记，他
们通过筑水坝、搞滴灌和精细化管理，

有效解决了用水和灌溉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称赞说，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你
们找到了合适的产业发展方向。

“总书记的话，更坚定了我们发展
现代农业的信心，给咱延安农民、全中
国农民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刚卖完
苹果，就接着为果树修枝剪叶，安塞区
招安镇新庄科村村民汪成虎压茬忙
活，“引进了新技术，采用标准化管理，
开展市场化运营，产业发展得红红火
火，年产量有20多万斤。来年打算种富
硒苹果，打造品牌，让好果子有好‘身
价’。”

一个苹果，藏着农业现代化的密
码。

和脆甜的延安苹果一样，绵软的五
常大米、清香的安吉白茶、爽口的赣南
脐橙……纷纷茁壮成长为一个个大产
业。新时代十年，乡村特色产业步入高
质量发展快车道，彰显地域特色和乡
村价值的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农产品
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协调发
展。2021 年，全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到 70.6%。全产业链产值超百亿元的产
业集群达到112个、超10亿元的镇达到
174个、超1亿元的村达到249个。

“今年我这马铃薯个头大不说，质
量特别好，淀粉量还高，价格自然就好
了。往年一亩地产量也就 1.8 吨左右，
今年我这块地亩产 2.5 吨，真是特别高
兴！”北大荒集团克山农场种植户王艳
武家今年种植450亩马铃薯，收益涨了
一大截。

“特色农产品好品质给种植户带来
了好收益，种植户产得多、供得优，是
因为统筹管理和一站式全程服务，形
成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自主可控
的三链协同新模式。”北大荒集团薯丰
公司总经理助理韩鹏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
司长王锋表示，“我们要采取更加有力
的措施，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扎实推进
乡村产业振兴，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选
准主导产业，搭建一批产业发展平台，
培育一批龙头企业，促进全产业链发
展，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创建“大厨房”，延伸产业链
条。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探索精深加
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河南省延津
县克明面业面粉加工车间主任宋利刚
信心满满，“挂面年产能有 20 多万吨，
方便面口味多达 28 种，始终盯着市场
走，就能充分释放粮食产业的巨大潜
力。”

延链、补链、壮链、强链，是发展乡
村产业的主攻方向。农业农村部提出，
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
达到 32 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
总产值比达到2.8∶1。

“锚定目标，持续发力，接下来要
加快技术创新，提升装备水平，多层次
利用，多环节增值，促进农产品加工业
提档升级。”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
工研究所所长王凤忠说。

——打好“特色牌”，优化产品供给。
清清荷塘，群鸭嬉戏。“处州白莲

是我们的特产，好生态是我们最宝贵
的资源，两个特色孕育出‘莲鸭共生’
模式，形成一亩田、百斤莲、千斤蛋。”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老竹村党总支书
记吴丽平说，“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

‘特’字下功夫，实现人有我优，让好产
品走进千家万户。”

立足特色，精准发力，把优势资源
转化为更多优势产业。农业农村部将
开展乡村产业提升行动，培育更多的
乡土特色鲜明、主导产业突出、质量效
益较高的乡村产业。

——激活新业态，拓展增值空间。
“一根网线，让小山村连上了大世

界。今年前 10 月，网店销售额超 400 万
元，创了新高。”家住甘肃省陇南市徽
县水阳镇石滩村的梁倩娟忙着直播，

“做好助农直播，为乡村引来流量，为
农产品带来销量，我将继续朝着这条
路子走。”目前，陇南市网店数量达 1.4
万家，累计销售农产品逾 300 亿元，带
动就业约30万人。

十年来，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
展。2021 年，全国各类涉农电商超过 3
万家，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4200 多亿
元。全国休闲农庄、观光农园、农家乐
等达到 30 多万家，年营业收入超过
7000亿元。

“新产业前景无限，各地应继续在
拓展农业功能、挖掘乡村价值上下功

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胡冰川说。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
强农，助力农业实现高质高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
产。”

生产向绿，品种向优，品质向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推进
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目前，
全国化肥农药施用量实现连续 6 年负
增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6%，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
在97%以上。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不仅要注重量
的积累，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当前，农
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
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接
下来，要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
向，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让乡村特色产业不断向高质高效、绿
色安全的方向发展。

——质量兴农，让标准化生产落地
生根。

茶园，施肥剪枝有了详细“说明
书”。车间，炒茶过程量化为26道工序、
12 道品控程序……“金标准”让龙冠龙
井飘香万里。“标准化生产，是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途径。”中粮集团
旗下中国茶叶杭州龙冠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姜爱芹介绍，“下一步，我们准
备继续完善生产模式图、操作明白纸
等，着力构建覆盖产地环境、投入品管
控、产品加工、储运保鲜等全产业链标
准体系。”

质量就是竞争力。农业农村部提
出，今后将大力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
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推进食用
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进一步
完善全产业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绿色兴农，加快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

“用的是有机肥，‘吃’的是营养
餐，脐橙个顶个好！”江西省于都县坪
山村绿色富硒脐橙种植示范基地负责

人刘宝珍话中透着自豪。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推进资源利

用集约化、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
化，高质量打造生态果园，带动更多乡
亲种果增收。”于都县副县长杨俊刚介
绍。

农业农村部提出，将不断提高资源
利用水平，增强减排固碳能力，增加绿
色产品供给，全面构建农业绿色发展
技术体系，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品牌强农，不断提升产业竞争
力。

“大兴西瓜”“昌平苹果”“平谷大
桃”“怀柔板栗”……一批优质品牌，让
京郊农产品走俏市场。北京市农业农
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擦亮农业品牌，
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注入新动能。接
下来，将优中选优，重点培育，形成百
大优质品牌，不断壮大品牌主体，增强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久久为功推动品牌强农。近年来，
农业品牌数量快速增长，品牌效益显
著提升，但多而不精、大而不强仍是发
展瓶颈。农业农村部提出实施农业品
牌精品培育计划，强化政策支持，鼓励
各地建立品牌激励机制，建立完善农
业品牌保护协作机制，让农业品牌竞
争力、影响力、带动力显著提升。

强化要素支撑，激发乡村
特色产业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关键靠人。”“要加强现代农业
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大
户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
农业、高效农业。”

菜园像工厂，管理靠电脑，在江苏
省宿迁市宿城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
座集20多项智能技术的大棚林立，120
多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纷纷入驻，优
质果蔬种植面积达 25.3 万亩，年产值
30亿元以上。“我们充分发挥平台磁吸
效应，汇聚更多现代要素，推动现代农
业发展。”宿迁市宿城区农业农村局局
长杨广军说。

——以更有力的政策促发展。
在四川省筠连县万亩生态现代茶

业示范园区里，茶山叠翠，道路交织，

厂房矗立。3.5亿元贷款“及时雨”，让园
区生产、加工、物流等基础设施更健
全。“贯通了种加销，一叶鲜茶以最短
时间从田头走上货架。”茶农刘吉奎
说。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切实加大支持力度，不断提升金
融服务水平，为乡村特色产业引来源
头活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川省分
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黄敏表示。

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投
入保障机制，把乡村振兴作为预算安
排的重点予以保障，推动土地出让收
入更多用于农业农村；强化用地保障，
规范设施用地管理……各地区各部门
将进一步引导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
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
撑。

——吸引更多的人才增后劲。
“懂管理、会营销，返乡创业底气

足足的。”陕西省彬州市龙高镇五星村
村民李伟回到老家，“我们开发了农耕
体验、农场认领、田园食宿、花卉观光
等旅游项目，接下来将在景区提档升
级上下功夫，让更多人感受到乡村美，
带领乡亲们吃上‘旅游饭’。”

十年来，累计有 1120 万人返乡回
乡创新创业，平均每个主体带动 6 至 7
人稳定就业。

“发展产业离不开人才支撑，各地
要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策扶持，提供
培训，引才育才，打造一支高素质农民
队伍。”胡冰川说。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继续引导农
民工返乡创业，支持大中专毕业生、退
役军人、科技人员回乡创业，鼓励乡村
工匠和“田秀才”“土专家”等能人在乡
创业，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增收。

崭新蓝图，激发昂扬干劲；希望田
野，涌动蓬勃生机。我们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埋头苦干、勇毅
前行，全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绘就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为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原载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人民
日报》第01版），人民日报记者崔佳、王
浩、常钦、王锦涛、李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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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至11月27日，区公路事务中心组
织工作人员对辖区257公里国省县道的行道树
实施刷白防护工作。据了解，行道树刷白不仅能
起到杀菌杀虫的作用，而且能预防树木日灼发
生，在巩固道路绿化成果的同时，使道路两侧视
觉更加整齐划一、整洁美观，也可为市民开车出
行起到安全警示作用，有效保障行人和车辆通
行安全。

记者 秦廷富 摄

树木刷白
冬衣

一、蚊虫主要传播哪些疾病？
蚊虫通过叮刺、吸血可传播80多种疾病，

主要传播疟疾、丝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和登革
热等。

二、蚊虫的栖息地有哪些？喜欢叮咬哪种人群？
一般讲，蚊虫喜欢在隐蔽、阴暗和通风不良

的地方栖息，如屋内床下、柜后、门后，墙缝以及
畜舍、地下室等，室外多在草丛、山洞、地窖、桥
洞、石缝等处。雌蚊首先叮咬体温较高、爱出汗
的人。

三、防治蚊虫的方法有哪些？
最根本的方法是控制蚊虫孳生场所。
（1）清除孳生地 及时清除各种闲置容器

中的积水，不常用的缸、盆、罐等积水容器应倒
置存放。要经常疏通各种排水管道，使水流通
畅。居民家庭花瓶和水养植物至少每星期彻底
换水一次，要彻底清理空调托盘、花盆底碟（托

盘儿）积水。
（2）物理防治 防蚊设施：安装纱门、纱窗、

风帘、风幕机等，安全、环保。还可用电蚊拍。
避蚊工具：首选是蚊帐，再者捕蚊灯，对于

夜间活动蚊虫效果不错。
花草驱蚊：七里香、食虫草、驱蚊草、夜来

香、万寿菊、茉莉花、薄荷等。这些花草不但驱蚊
效果好，而且经济易行，对人体无伤害，还可增
加房间美感。

（3）生物防治 社区内水池等不能排放的大
型水体可采用生物灭蚊方式，饲养如柳条鱼、金
鱼、鲤鱼等能够吞食蚊幼虫的鱼种，达到灭蚊目
的。

（4）化学防治 无法清除的积水或水体，不
能密封的水井、喷水池等室外景观水体，可投放
灭蚊幼虫剂，一次投药可维持20天左右。使用
蚊香只有在较密闭房间才能发挥作用。

蚊虫的危害及防治

卫 生 与 健 康 专 栏

北碚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

现代人，除了睡觉，最常用的姿势就是
坐着。路上通勤坐着，上学上班坐着，回家休
息躺在沙发上也属于坐着，我们似乎随时随
地都会坐着。而对于久坐的危害，大家还停留
在腰酸背痛上，其实，久坐的危害不止于此。

1.颈椎病。坐着人的头部是处于前屈
位，这时颈部的血管会受到压迫，导致血液
循环不畅通，肌肉也处于紧张状态，久而久
之颈椎慢慢就会变僵硬。

2.腰肌劳损。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
动，很容易使腰背部过度劳累，阻碍血液正
常流动，软组织因缺血、缺氧会引发腰肌劳
损，出现腰疼等情况。

3.引起痔疮。长时间坐着容易使压力在
直肠周围聚集，造成直肠血液循环障碍，并
且使直肠周围的静脉血管薄壁慢慢扩张，出
现充血造成痔疮。

4.诱发前列腺炎。前列腺位于盆腔内，
男性如果长期坐着，会影响盆腔的血液循
环，引起前列腺局部出现充血、水肿，有害物
质无法排出，导致前列腺炎。

5.诱发妇科炎症。女性如果上班久坐，
压迫盆腔局部，也会出现充血的情况。这时，
如果你还喜欢翘二郎腿，那这样的坐姿会使
私密处一直处在封闭而潮湿的环境中，非常
容易导致细菌的滋生。

6.肥胖。每天都在摄入热量，而活动量
缺乏，能量的消耗过少，进而造成基础代谢
率缺乏，身体脂肪堆积，久坐对腰腹部脂肪
的堆积作用尤其明显。

7.肌肉、骨骼损伤。当长时间保持一个
姿势坐着的时候，人的肌肉没有任何的牵
拉，骨骼也得不到活动，如果平时再不运动
的话，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肌肉松弛，骨骼退

化。
4个动作减轻久坐伤害：
转头。先抬头往后仰，再慢慢低头，接着

向两侧倾斜，使头颈部充分伸展。接下来头
部开始缓慢地转动，最后靠在椅背上，两手
抱在颈后，停留片刻。

踮脚。双脚并拢着地，踮起脚尖，片刻后
放松，重复20~30次，踮起脚尖时，有利于下
肢血液回流顺畅。所以，久坐的人，最好每坐
1小时就做1次踮脚运动。

抬腿。抬起一条腿，坚持住，直至腿部发
酸，再换另一条腿。可以锻炼平时很少运动
到的大腿股四头肌。

贴墙站。整个身体紧贴墙壁，保持头、
背、臀在一条线上，后脚跟离墙一拳远。这样
能使前胸得到一定的伸展，放松紧绷的肩膀。

来源：科普中国

久坐的危害

提 高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专 栏

北碚区科协 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