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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设法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夏粮抢收忙。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

区的一块麦田里，小麦收割机手谢国兵打
开手机里的“河南农机云”软件，点击“开
始作业”。2个多小时后，他点击“结束作
业”，弹出的收割面积是“23.6亩”。

像这样的忙碌场景，谢国兵今年夏收
时节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如果农户着急收
麦却没有收割机，就可以在这个软件上搜
索离自己最近的收割机，点击‘联系机手’，
就能拨通电话。”谢国兵一边演示一边说。

从开镰到现在，经过近一个月的奋
战，河南全省超过 8500 万亩小麦已接近
收获完毕。

河南小麦产量全国第一，安徽被誉为
“江淮粮仓”，山西是“小杂粮王国”……作
为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中部地区是端牢

“中国饭碗”的骨干力量。眼下，中部地区
夏粮收获已接近尾声，从一些地方田间测
产和实打实收情况来看，夏粮生产形势较
好，有望迎来又一个丰收年。

粮食丰产的背后，离不开耕地质量这
个“关键变量”，也离不开科技创新与良
种、良技、良法的推广。

藏粮于地，筑牢丰收之基。中部各省
近年来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高
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稳步增加，田、土、水、
路、林、电、技、管综合配套，农田可持续利
用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为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创造了有利条件。

良种是农业“芯片”。湖南省农科院
已自主建立了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体系，
成果应用实现了双季稻大面积示范亩产
突破 1500 公斤的攻关目标；河南建设了
种业创新高地，一座立足河南、服务全国
的“中原农谷”在新乡悄然矗立；山西持续
推动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在全省布局 5
大领域 27 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

“芯”，已成为中部各省抓粮强粮的共识。
智慧农业，赋能粮食生产。手机APP

一点，就能知道田里空气和土壤温度、湿

度、养分情况，以及如何改善农作物生长
条件。在中部省份不少“智慧农业”示范
田中，物联网技术已成为提质增效利器。

三产融合释放农业发展潜力
随着端午节到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

前青塘村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走进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庄，空气中散发
着粽子的清香，村里的粽子加工厂传来煮
粽子的“咕嘟咕嘟”声。

在前青塘村的粽子加工厂，56岁村民
王金莲包好一个粽子仅仅需要 15秒。“现
在每月能挣上五六千元。”她说，在家门口
打工挣钱不少，还方便照顾家里。

作为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临县青塘蜜浸大枣粽知名度越来越
高。如今，青塘粽子已成长为大产业。今
年青塘粽子产量预计超过 3000 万个，销
售额有望突破 7000 万元，带动村民人均
增收近万元。

农业是古老的传统产业，也是承载希
望的朝阳产业。古新之变，关键在于一个

“融”字。中部省份立足“农”、发展“农”、
超越“农”，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传统农业释放出更
大的潜力。

走进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鑫波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流水线上
正在灌装晶莹饱满的“孝昌太子米”。近
年来，当地通过统一品牌、统一种植、统一
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提

质量、增效益、创品牌，“孝昌太子米”区域
公用品牌不断彰显。

根据规划，到 2025年，孝昌县将实现
中高档太子稻种植面积 10万亩以上，全
县稻米生产、加工和销售产值过亿元企业
4家以上，发展“孝昌太子米”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生产企业8到 10家。

农业提质增效，不仅要赋予其更多市
场价值，也要不断拓展其多种功能。“农
业＋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生态”等
一系列“农业＋”项目也在中部农业异彩
纷呈。

在花海中拍照留念，在大自然中呼吸
新鲜空气……依托土豆花开满山坡的花
海景致，山西省岚县已经举办了 9届“土
豆花开了”旅游文化月活动。

在岚县河口乡王家村，村里的 310
户村民几乎都从事与土豆相关的工作。
开了一家农家乐的村民王爱珍在旅游高
峰期每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年均增收超
过 1万元。如今，土豆带动当地种植、加
工、文旅、餐饮等产业，涵盖了岚县大约
80％的劳动人口，形成了近 15亿元的产
业规模。

全面深化改革乡村振兴活力迸发
1978年冬，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位农民为吃饱肚子摁下红手印，分田到
户搞起“大包干”，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开启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农业农村改革在中部大地上持
续深入推进。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到推进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创新，从深化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到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一系列改革举措，让中部地区乡村振
兴活力迸发。

炎炎夏日，在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唐
兴镇石桥村，收割机在麦田间来回穿梭。

“我们村采取全产业链托管，良种、农资、
管理、收获等全部由村集体负责，农户不
用操心。”石桥村党总支书记赵小冬说，全
村已有 100 多家农户与村集体签订了合
作协议，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今年共托管农
田500多亩，预计可带动村民增收超过10
万元。

近年来，翼城县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托
管社会化服务，通过生产经营方式创新，
实现了劳力得解放、土地有人管、收益有
保障，有力破解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好
地”等难题。

种地难题解决了，村民和村集体的
“腰包”也要鼓起来。随着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等改革措施的深入推进，中部地
区越来越多的村民变成股东，获得更多财
产性收入，农村集体经济得以持续壮大。

在湖北省江陵县“联村发展”产业园，
拳头大小的吊瓜密密麻麻吊在尼龙网下，
长势正旺。“村集体有钱出钱、有地出地，
大家每年按出资比例分红。”江陵县委组
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不仅入股吊瓜产业园，还发展大
棚蔬菜，种植优质粮食。”江陵县秦市乡秦家
场村党支部副书记张金平说，今年是个丰收
年，预计村集体收入超50万元，比去年增加
123％，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近万元。

山野田间活力涌，奋发崛起正当时。
从太行山到井冈山，从黄土高原到江汉平
原，以改革为动力，向创新要活力，一幅乡
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振兴画卷正在广
阔的中部地区徐徐展开。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晏国政 王飞航
新华社太原6月10日电

端牢“中国饭碗”激发振兴活力
——中部地区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粽”情端午，穿越千年
历久弥新

包粽子、挂菖蒲、赠香囊……各
地习俗不尽相同，但都承载着人民祈
福安康的愿望。

6月 8日，湖北省蕲春县席盘石
村 72岁的村民王大庆起了个大早，
到农田边割下今年第一把艾草。他
说：“晒干后，拿一部分捣碎制作艾
条，点燃熏屋可以驱邪。另一部分用
来煮艾水鸡蛋，吃了保健康。”

端午这天，大街小巷“行走”的香
囊等饰品，充满传统韵味，散发沁人
香气。不少市民说，佩戴香囊寄托着
美好祝福，勾起儿时美好回忆。

端午凝聚着“家”的情感。
河面上船桨舞动、水花四溅，一

艘艘龙舟竞速冲刺。这是今年端午
节期间，贵州省镇远县举行的赛龙舟
活动上的一幕。

镇远县魏家屯村村民李贡涛为赛
龙舟，特意请假回乡，这是他第七年划
龙舟。他说，一场龙舟赛，像一声号
令，把四散在远方的游子们唤回家乡。

村支书贾英华说，赛后村里办百
桌宴，在外村生活的“姑妈”要带着姑
爹娃仔回村，全村老老少少围坐在一
起热热闹闹吃个饭。

端午习俗，绵延千年，历久弥新。
在宁夏博物馆，小朋友亲手制作

艾草香包，感受传统文化之美；在湖
北秭归，龙舟抢红夺标赛，共赴传承
之旅；在江苏南京，图书馆阅读服务
进景区，书香弥漫端午节……

蕲春县一处蕲艾基地，电商直播
开到田间。蕲春种艾用艾的传统延
续 1800多年，如今，小小一株蕲艾已
经发展为综合价值超百亿元的产业。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正
国说，今年兴起了艾草花束、粽子挎
包以及民俗文化游、研学游等新风
尚，相关产业呈现蓬勃之势，展现出

传统文化新活力。

传承民族基因，弘扬
爱国情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
屈原。”屈原无疑是最醒目的端午文
化符号。这一天，重温浓情假日，更
感受到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炽热深
厚的爱国情怀。

汨罗江龙舟超级联赛近期开锣。
“我们顶着烈日训练，因为划龙舟是我
们的传统，不能丢。”来自湖南汨罗市罗
江镇罗滨村龙舟队的队员邹端科说，端
午节在汨罗的重要程度，仅次于春节。

千百年赛龙舟，赛的是江河上同
舟共济、奋勇争先，展现时代大潮中
的上下求索。

循环经济是汨罗的传统支柱产
业。经过 30年不懈努力，从早期的
粗放式发展转型升级为绿色、低碳的
标准化产业模式，每年数百万吨废旧
金属在这里重获新生。

“爱国主义是屈原精神的底色。”
在汨罗屈子祠工作 40余年的屈学专
家刘石林说，希望每一代人像屈原有
正直高尚的品格，不断创新求索。

在屈原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屈原
镇屈原村端午节都会举办骚坛诗会。

“三闾骚坛”是明清时期在当地诞生的
民间诗歌社团，参与者多是农民诗人。

翻开他们的诗歌，蕴藏着共同的文
化记忆，不仅看到屈原精神代代相传，
还有讴歌农村焕然一新的时代变迁。

秭归，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
县，靠着发展脐橙产业脱贫致富。75
岁的黄家兆是土生土长的屈原村人，
他说，要把屈原爱国精神代代坚守，
让子孙后代把国家建设得更富强。

厚植文化自信，推动
中华文化生机勃发

以端午之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展现着节日中的中国故事。

当端午节“邂逅”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出集市
活动，让人们看到老手艺焕发的新活力。

“我早早就预约了进馆，带孩子
更生动地感受我们传统的端午文化，
感悟文化自信。”广州市民刘欣然说。

在摊位上，年轻人分享艾草、葫
芦等做成的迷你挂件，祈求端午安
康；小朋友体验雕刻龙舟、雕版拓印
等，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生动述
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近年来，在不少地方，一批批年轻
人“溯流而上”，古老的文化传统有了
新玩法。“汨罗香囊制作技艺”非遗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戴芸伊回乡创业，进
村寻访香囊的古法技艺，研发香囊文
创产品30余项。随着国潮文化兴起，
她的香囊走红，吸引许多游客关注。

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郭艺
表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创新，正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融入生活。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中国美
院教师夏琳璐是一位年轻的锔瓷技艺
传承人。“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我们这一
代人手上创新才能传承下去，现代锔艺
要和现代审美和科技相结合。”她说。

这几年，夏琳璐身边的学生更年
轻了。她相信，随着有更多的年轻人
参与进来，传统文化会更具活力。

从香包、手绳、艾草装饰品走俏，
新中式服装成为新潮；到非遗表演精
彩纷呈，文博馆文化 IP联名“上新”成
为热门打卡地……人们热爱并投身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在端午节得到
集中展现，彰显出传统节日所蕴含的
文化自信力。

“这份扎根于人们心中的自信，会
推动中华文化更加生机勃勃。”郭艺说。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高温橙色预警持续发布
专家提醒注意防暑降温

这两天，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不少地区公众也感受到高温“炙
烤”，中央气象台 10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 10日至 14日，北
方地区的高温范围将逐渐扩大，且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
达39℃至42℃。

监测显示，9日北方多地出现 35℃至 39℃高温，河北邯郸、邢台、
衡水和新疆吐鲁番局地达40℃至4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分析，本轮高温天气的成因主要是华
北、黄淮地区高空受西北下沉气流控制，天空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
射增温效果都比较显著。预计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强
度还可能有所加强。

近期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极端性强。专家表示，全球变暖背景
下，不同区域受到不同性质的高压系统控制，形成持续的高温系统。对我
国来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大陆高压共同对我国的高温天气产生影响。

高温是夏季的“常客”。在气象上，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
以上的天气现象，连续数天的高温天气过程称为高温热浪。

9日，中国气象局启动高温四级应急响应，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
务中心发布今年第一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

气象专家表示，遇高温天气，建议公众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暑降温措
施，在衣食住行方面都要有所注意。

穿衣方面要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物，宜穿浅色衣服，减少对
太阳辐射的吸收。饮食宜清淡，可适量饮凉茶、绿豆汤等，不可过度吃冷
饮。进出空调房间注意适应室内外温差，适当增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

高温天气下，建议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在太阳下暴晒；
若需出行，要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涂抹防晒霜等，并带上充
足的水和防暑药品；开车要注意检查车况。

若发生中暑，要立即让病人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进行降温、补
水。专家提醒，大量酒精擦浴或掐人中等降暑“土办法”并不可行，处理
不当反而会加重病情。一旦中暑患者出现神志不清、昏迷等情况，需将
其尽快送至医疗机构就诊。 新华社记者 黄垚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南方6省份部分中小河流
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水利部 10日发布汛情通报，6月 11日至

15日，江南、华南、西南南部等地预计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
响，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湖南等省份多条河流将出现明显涨
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具体而言，受降雨影响，预计江西鄱阳湖水系赣江、抚河、信江、饶
河，浙江钱塘江上游、瓯江上游，福建闽江富屯溪、建溪、沙溪，广西西
江干流及支流郁江、柳江、桂江、贺江，广东北江，湖南湘江上游将出现
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江西抚河、信江及福建富屯溪、建溪可能发生超警
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当天组织防汛会商会议，滚动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
展态势，部署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

南方相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
会、太湖流域管理局落实各项防御措施，重点做好水利工程调度、水库
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特别是聚焦施工工区、旅游
景区、农家乐等山洪风险点位及区域。

端午节假期国内旅游
出游1.1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 徐壮）记者 10
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4年端午节假期，全
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据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中心测算，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1.1亿人
次，同比增长6.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403.5亿
元，同比增长8.1％。

假期中，群众赛龙舟、吃粽子、唱山歌、赏古
曲，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
广东、湖南、浙江、贵州、云南等地举办龙舟竞
渡。携程数据显示，举办叠滘龙船漂移大赛的
广 东 佛 山 租 车 订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250％ ；举 办
2024 年中国汨罗江龙舟超级联赛的湖南岳阳
端午节旅游订单同比上涨 52％；中国·桃花潭
第十一届龙舟赛带动安徽宣城假期旅游订单
增长 32％。

假期中，各地纷纷推出特色活动、新型消费场
景和惠民措施。各地还将传统民俗、民间艺术有
机融入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戏剧场、电影院等
文化空间，丰富文旅融合新场景。

大批游客选择在本地休闲或近程旅游，城郊
亲水、采摘、农事体验、露营等项目受到青睐，文化
场馆、商业街区成为游客的主要游憩空间。国家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因地制宜举办非遗
体验、民俗市集等端午主题特色活动，持续释放夜
间消费活力。

游客越来越偏爱选择灵活化、个性化的出游
方式，在慢节奏旅行、深入体验、放松休闲中享受
生活。云南、青海、甘肃、内蒙古、贵州等地成为年
轻人自驾游、避暑游的热门选择。

“影视＋文旅”双向赋能，电视剧《我的阿
勒泰》的热播带动新疆阿勒泰地区、伊犁州等
自驾游目的地持续火热。携程数据显示，端午
小长假乌鲁木齐租车订单翻番，伊宁市增长
140％。

芒种时节农事忙。河南、山西等地麦收陆续进入尾声，湖南、江西一些地方正忙着
种稻插秧。北方收麦、南方种稻，收与种紧密相连，南与北交相辉映，中部这片土地上充
盈着丰收与希望的气息。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要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中部地区农业农村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部省份不断提高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加快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铿锵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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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佳节，人们包粽子、赛龙舟、束艾草、点雄黄，在多彩民俗活动中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图为6月9日，人们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关镇端午市场上选购香包。新华社发（王毅摄）

又是一年端午时。
手腕上的五彩绳、腰间的香囊，门前的艾草、飘香的粽子，劈波斩浪的龙舟……

端午，在跨越千年万里的古老传唱中，涤荡着悠扬的新声。

夏日膳食宜清淡
专家“支招”减少盐油糖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 董瑞丰）夏日炎炎，膳食如何保持适
度清淡，防范油、盐、糖摄入过量带来的健康损害？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介绍，健康成年人每天的食盐
摄入量应不超过 5克，烹调油摄入量不超过 25克，添加糖摄入量不超
过 50克。建议更多人使用定量的盐勺、带刻度的控油壶，并学会阅读
营养标签，尽量选择低钠、少油、低糖的食品。

于康建议，做饭时尽量少放盐、酱油，也尽量少吃咸菜、榨菜、加工肉
等含盐较高的食品。食用油应注意经常变换品种，烹调时尽量用凉拌、
蒸、煮、炖、汆等方式，少油炸、油煎。不喝或少喝含糖的饮料，尽量用白
开水或淡茶水替代。据介绍，盐分摄入过多可能导致高血压、肥胖症、骨
质疏松发病风险增高；油脂摄入过多可能造成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
冠心病等风险提升；糖摄入过多则是导致超重肥胖、龋齿等风险因素。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
识与技能（2024年版）》，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膳食要清淡，要少
盐、少油、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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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
装置“海葵一号”完成海上安装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 戴小河 印朋）中国海油 10日发
布消息，随着最后一根锚链锁紧固定，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
油装置“海葵一号”完成海上安装，在珠江口盆地流花油田精准就位，
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田浮体设施系泊系统安装能力获得新突破，为我
国首个深水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年内投产奠定基础。

“海葵一号”所在海域距深圳东南约240公里，水深320多米，风向
多变、内波流频发。“海葵一号”是集原油生产、存储、外输等功能于一
体的高端海洋装备，由近 60万个零部件组成，总重达 3.7万吨，高度接
近 30层楼，主甲板面积相当于 13个标准篮球场，最大储油量达 6万
吨，每天能处理约5600吨原油。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流花油田开发项目副总经理王火平说，“海葵
一号”是国内首次对圆筒型海洋装备进行海上回接，由于圆筒型结构重
心高、受风面大，容易发生旋转，海上安装难度极大。“海葵一号”采用新
型的圆筒结构设计，设计寿命30年，可连续在海上运行15年不回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