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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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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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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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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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橙色预警持续发布
专家提醒注意防暑降温

“时维五月兮，节届端阳……竞渡龙
舟兮，吊古忠良……”五月五，端午节，在
屈原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传承 400
余年的三闾骚坛诗社近百位诗友举行端
午诗会，共同吟诵诗社名作。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关于端午节起源，影响最广泛的是纪念
屈原说。”武汉大学特聘研究员、秭归民俗
文化专家郑承志说。

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屈原，是我国
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所作的《离
骚》至今广为传诵。在楚国，屈原一度得
到重用，但因政见不合，遭到排挤，最终
被流放。

公元前 278 年，秦军攻破楚都郢。相
传，听闻这个消息，屈原于五月初五在绝
望中抱石自沉于汨罗江。楚国百姓哀痛
异常，纷纷到江边凭吊。渔夫们划起船
只，在江上来回打捞，并抛洒饭团食物防
止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以后每年五月初
五，人们都举行盛大的活动来纪念他，并
逐渐形成了龙舟竞渡、包粽子等习俗。

“关于端午节起源，除了纪念屈原的
说法，民间还有凭吊伍子胥、曹娥、介子推
等说法，也有‘辟邪说’‘祭龙说’。”郑承志
说，在屈原诞生地和投江区域，端午习俗
主要是纪念屈原；在江浙一带，以纪念助
吴伐楚、后因吴国政治斗争被赐死的春秋
末期吴国大夫伍子胥为主；在浙江绍兴，
也有纪念入江救父的东汉孝女曹娥的说
法；而在山西、河北一带，人们则缅怀追随
晋文公流亡十九年不求功名利禄的春秋
时期晋国贤人介子推。

“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各有不同，
但都蕴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屈原代
表爱国情怀，伍子胥、介子推和曹娥代表
忠孝，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浙
江省非遗保护协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
教授陈华文说。

至于“祭龙说”，是指端午节来源于
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的龙图腾祭祀演
变而来。而“辟邪说”，指端午节正值仲
夏，在古人的观念中，五月是“毒月”，毒
蛇、蜈蚣、壁虎、蜘蛛、蟾蜍等“五毒”渐渐

复苏伤人，相当一部分端午民俗与避疫
有关。现在看来，这一解释也是最接近
端午节的原初意义，后来逐渐与纪念人
物融合在一起。

据文献记载，端午节的最初形成时间
是战国时期，历经 2500 多年，如今逐渐发
展为龙舟竞渡、吃粽子、挂菖蒲艾叶、饮雄
黄酒、做香囊等习俗。

“端午比年大，一个端午三次过。”在
秭归，端午节过得比春节更隆重——五月
初五“头端午”，五月十五“大端午”，五月
二十五“末端午”。“头端午”以祭祀屈原为
主，“大端午”举行隆重的龙舟竞渡，“末端
午”则举行放河灯、送瘟船等民俗活动。

楼台亭榭精心扎制，雕梁画栋工艺
精致、气势宏伟……在黄石市，民众每年
自发举办一项有着千余年历史的文化活
动——以消灾、祛病和求平安健康为主题
的神舟会。持续月余的活动丰富多彩，祈
求神舟带走疾病、带走瘟疫、带走灾难，祈
盼一年吉祥、幸福、安康。

“祭伍子，迎水仙”。在江苏省苏州

市，每年都要在江河划龙舟。龙舟开赛之
前，各支队伍都要拜祭伍子胥，并邀请有
名望的人士“点龙眼”。龙舟竞赛结束，还
要举办送神仪式，称作“拔龙头”。

2009 年，“中国端午节”入选《世界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我
国传统节日首次跻身世界非遗名录，由湖
北省秭归县“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湖北省
黄石市“西塞神舟会”、湖南省汨罗市“汨
罗江畔端午习俗”和江苏省苏州市“苏州
端午习俗”组成。这三省四地的端午习俗
于 2006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目录。

“世易时移，历久弥新。如今传承千
年的中国端午节，逐渐成了世界的节日。”
郑承志说，划龙舟、包粽子等端午习俗漂
洋过海，在东南亚甚至欧美受到热捧，以
热爱祖国、家庭，崇尚健康浪漫为主要内
容的端午文化，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内核
的同时，也正在得到世界的认同。

新华社记者 李思远 冯源 喻珮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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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常规的船型，圆筒型结构具有
用钢量少、储油效率高、抵御恶劣海况能力强等优点，
可有效提高经济适用性，降低油田开发与运营成本。

为确保“海葵一号”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安稳扎
根，项目提前在海底安装了 12 套由我国自主设计、
建造的深水吸力锚，并通过 12 条由“锚链+中水浮
筒+聚酯缆”构成的系泊锚腿进行连接，单根锚腿长
2570米，破断载荷达2300吨，相当于1500辆家用小
汽车的重量。这套系泊系统就像安装在海底的“拴
马桩”，将“海葵一号”牢牢固定在海面上。

王火平说，在距“海葵一号”2.5公里处，亚洲第一
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也在日前完成全部安装作
业，刷新海上原油生产平台高度和重量两项亚洲纪
录。“海基二号”总高度达428米，总重量超5万吨，共设
生产井24口，搭载了原油工艺和外输系统、生产水处
理系统及电力供应系统等300余套设备，可实现远程
水下井口控制、智能油气开采、台风生产模式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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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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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日 膳 食 宜 清 淡
专家“支招”减少盐油糖

6 月 10 日，参赛队伍在
公开组200米决赛中。

当日，2024 福州国际龙
舟邀请赛在福州市仓山区浦
下河举行决赛，本次比赛设
置特邀组、公开组、高校组、
传统龙舟组 4 个组别，47 支
队伍报名参赛。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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