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流带着肥料从滴灌带进入土层之下，

直入根系；“红丝带”在桃树间飘扬，保护着水

蜜桃；一张张农用地膜正被回收再利用；经过

处理的沼液通过田里的黑色管网自动喷洒

……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中的重要内容，农业

绿色发展已经在春耕生产中得以充分体现。

在宁夏、江苏、重庆、四川等地，记者在田

间地头看到，这些绿色、环保、高效的科技手

段，已经成为春耕中的一抹亮色。

“用上滴灌后浪费少
了，收入增了”

开春，正是庄稼渴水的时候，没见到下

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美利村村民

刘泽军却丝毫不急。他走到大棚门口，掀开

门帘，入眼便是西红柿苗的一片翠绿。打开

滴灌管道阀门，水流带着肥料进入 30 厘米的

土层之下，直入根系。

“开了这个阀门，20 分钟就能浇完 6 亩蔬

菜苗。”不一会儿，土壤里的水渗上来，润湿了

地面。刘泽军指着一条条滴灌带说：“用上滴

灌后浪费少了，收入增了。”这几年，他陆续在

大棚里装上了水肥一体化和物联网设备，不

但解决了蔬菜缺水缺肥的问题，还可以通过

手机精准控制水肥用量。

中 卫 市 紧 挨 腾 格 里 沙 漠 ，常 年 降 水 稀

少，蒸发量大，当地 134 万亩农田长期依赖

黄河水灌溉。但大水漫灌的方式不仅浪费

水 资 源 ，还 影 响 作 物 生 长 。“原 来 春 灌 的 时

候，家家户户守在水渠旁边，眼巴巴盼着水

来。”沙坡头区柔远镇村民万荣祥说，好不容

易 等 来 了 水 ，进 了 大 棚 ，水 还 被 大 量 蒸 发 。

“有时候，棚里的空气湿度能达到 80%，蔬菜

全得了灰霉病。”

去年，中卫市全面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其中高效节水灌溉达到 19.49 万亩。截至去

年底，中卫市沙坡头区有 8.31 万亩的蔬菜生

产农田，其中 80%都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滴

灌节水技术。

为了推广新技术，过去一段时间里，柔远

镇农技中心主任梁玉斌在田间地头支起“讲

台”，向乡亲们现场讲解。“采用滴灌技术后，

肥料随着水走，一年下来不仅每亩用水量能

由 260 立方米降低到 180 立方米，整体用肥量

也能从 200 公斤减少到 140 公斤。”

“农药打得少了，好
桃子越来越多了”

三月江南，绿意盎然。对于水蜜桃种植

户来说，又到了每年最关键的治虫时节。江

苏省无锡市鑫旺水蜜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

文兴起了个大早，来到田间，瞧见大伙已经把

一条条“红丝带”系在了桃树枝上，自己悬着

的心也放了下来，放眼过去，桃树长势良好，

桃花争相怒放。

这种“红丝带”是一种名叫迷向丝的生物

防治手段，为的是防治危害水蜜桃生长的主

要害虫梨小食心虫。

每 年 4 月 份 是 梨 小 食 心 虫 暴 发 的 高 峰

期，依靠传统农药喷洒的治虫手段，每亩水

蜜桃保果率仅为 70%。“水蜜桃一

旦 被 这 种 虫 蛀 蚀 ，

虽然外表看起来没大问题，但里面已经有虫

子了。”无锡市惠山区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堵墨说。

堵墨从桃树上取下一条迷向丝，托在手

中，“别小看这条迷向丝，上面涂有一种引诱

剂，它能够释放一种气味，让雄性梨小食心虫

无法定位雌性梨小食心虫，进而无法交配繁

殖。”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下一代幼虫的发生

数量减少，被害果率明显下降。

有了防虫的好技术，还得让农民接受。

不过，“农药打得少了，好桃子越来越多了”，

堵墨说，一次次的宣讲和实践结果让不少人

心动不已，慢慢地，用上这种防虫办法的农户

越来越多。

如今，无锡市阳山镇不少水蜜桃种植户

都采用了迷向丝防虫，达到了区域内的规模

效应。去年丰收的时候，水蜜桃的蛀虫率大

幅下降到 2%，设在桃园里的害虫观测点也已

鲜有梨小食心虫的踪迹。

“不仅要教农民怎么做，更要通过政策引

导，让农民享受到科技的最大红利。”惠山区

副区长田红保说，近年来，惠山区设立 5000
万 元 阳 山 水 蜜 桃 品 质 提 升 工 程 专 项 资 金 ，

2021 年采用水蜜桃梨小食心虫迷向丝技术

覆盖种植面积预计达总面积的 50%—60%。

“家门口就能卖废弃
农膜，省事又环保”

田间，赵学元弯腰扯起农用地膜堆在一

旁，只见绿油油的茄子秧露出头来。

赵学元是重庆市铜梁区坪漆村村民，他

正将收集的地膜送到村回收点。“等过几天育

秧地膜揭了，记得也送过来哟。”回收点工作

人员杨冰一边将地膜过秤，一边叮嘱他。

“以前，这些地膜卖不出价钱，自己也没办

法处理，只能掩埋或者焚烧。”赵学元说，“现在，

家门口就能卖废弃农膜，省事又环保。”

眼下春耕正忙，前来卖地膜的农户络绎

不绝。村民把废弃农膜送到回收点，杨冰统

一打包后运到镇上，再集中到区里中转站分

拣，最后运往塑料制品厂加工成塑料颗粒，重

新利用。

除了坐等“收货”，杨冰他们还开着三轮

车主动到蔬菜基地、农户家中回收，看到田间

路边废弃的地膜也会捡拾收集。

近年来，铜梁区构建起区—镇—村三级

废旧农膜回收储运体系，引导农户、中间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捡拾或流动收购废弃

农膜，在 277 个村和涉农社区设立再生资源

回收点，实现农村全覆盖。

“通过积极引导，让群众自觉捡拾、交售

废弃农用地膜，不仅降低了春耕生产成本，而

且减少了地膜对土地面源和环境的污染。”铜

梁区供销联社主任张桂生说，多种形式的宣

传让群众了解废弃农膜的危害性以及农膜回

收的重要性，村民的观念逐渐有了变化，越发

积极主动交售农膜。

今年以来，铜梁已回收 260 吨废弃农膜，

为农业绿色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提

供了有力支撑。

“两三个小时就能喷
完一亩地，绿色无公害”

春暖吐新芽，正是啜茗时。眼下正是春

茶采摘季节，也是春耕时节稻田最需要肥力

的时候。在四川夹江县吴场镇三管村现代农

业园区，一路走来，映入眼帘的除了满山新

绿，还有一条条黑色的管网沿着田埂铺开来。

“ 我 们 这 里 丘 陵 多 ，平 地 少 ，过 去 只 能

肩挑背扛撒化肥，费时费力又费钱，不仅如

此 ，还 会 出 现 土 地 板 结 、农 残 超 标 等 问 题 。

现 在 省 心 多 了 ，像 最 近 春 耕 ，田 里 需 要 肥 ，

我 跟 基 地 打 个 电 话 就 行 。”站 在 地 头 ，村 民

刘文学一边说着，一边拧开旁边的分阀门，

经过处理的沼液通过田里的黑色管网开始

自 动 喷 洒 。“两 三 个 小 时 就 能 喷 完 一 亩 地 ，

绿色无公害。”

原来，近些年，有机肥替代无机肥、生物

农药替代化学农药的“双替代”行动，正在夹

江悄然布局。刘文学口中的“基地”，指的就

是村里 2017 年新建的种养循环基地。

据了解，三管村生态环境优美，空气新

鲜，水质优良，茶叶、水稻品质好。然而，由于

地形限制，化肥使用较多，土地肥力有所下

降，还容易造成农残污染。2017 年，县里引

进了大型农牧企业在村里落地，投资 1.2 亿元

办起了种养循环养殖场。同时，通过配套处

理设施，对养殖粪污进行无害化处理，日产沼

气约 3000 立方米。

“沼渣沼液通过修建贮储池和安装管网

全 部 返 肥 农 田 ，覆 盖 周 边 茶 园 、稻 田 超 过

3000 亩 ，仅 此 一 项 平 均 每 年 每 亩 就 能 省 下

2000 多元。”基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种养

循环基地的“猪—沼—茶（粮）”循环农业模

式，不仅有助于提高土壤肥力，改良土壤结

构，还能实现绿色生态、经济效益双丰收。

夹江县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谢成 宾 告

诉记者，三管村的现代农业园区近年来通过

“茶—林”间种、“茶—果”间作等方式改善区

域小气候，茶叶品质有所提高，病虫害基数也

减少了不少。

图①：江苏无锡市鑫旺水蜜桃专业合作

社的社员正在为桃树系上生物防虫工具迷

向丝。 本报记者 白光迪摄

图②：安徽肥东县牌坊乡禾丰农机合作

社社员们在工厂化育秧大棚里培育、搬运水

稻秧苗。 王尚云摄（影像中国）

绿色春耕绿色春耕 环保高效环保高效
本报记者 秦瑞杰 白光迪 刘新吾 宋豪新

本报北京 4月 5日电 （记者葛孟超）记者 5 日从网

联清算有限公司获悉：4 月 3 日—4 日，网联平台共处理资

金类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 30.79 亿笔，金额 1.72 万亿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34.71%和 48.85%。

旅游市场回暖明显，“补偿式出游”需求强劲。网联平

台数据显示，4 月 3 日—4 日，一些大型旅游服务平台交易

量同比增长超过 1.6倍、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超 1倍。同时，

品质自驾游备受消费者青睐，租车市场表现活跃，部分租

车平台交易笔数同比增长超 1.5 倍、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超

八成。

餐饮业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数据显示，4 月 3 日—

4 日，部分品牌餐饮商家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同比增长

均超过 1 倍。此外，影视产业助消费复苏，生活娱乐选择

丰富，影视娱乐相关网络支付交易笔数同比增长 68%，交

易金额同比增长超 2 倍。

4月 3日—4日

网联平台处理网络支付交易超30亿笔

本报北京 4月 5日电 （记者

王珂、郑海鸥）记者 5 日从文化和

旅游部获悉：综合各地文化和旅

游部门、通信运营商、线上旅行服

务商数据，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

中心测算，4 月 3 日—5 日清明节

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1.02 亿

人 次 ，按 可 比 口 径 同 比 增 长

144.6% ，恢 复 至 疫 情 前 同 期 的

94.5% 。 实 现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271.68 亿元，同比增长 228.9%，恢

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56.7%。

国内旅游市场正持续复苏，

由于近程旅游占比高、旅游产品

价格低、景区减（免）票等原因，旅

游消费完全恢复尚需时日。清明

节期间，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未

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未发

生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系统传播

事件。

游客出游热情高涨，红色旅

游持续升温。踏青游、近郊游、乡

村游、自驾游等需求加速释放，中

国旅游研究院调查显示，57.0%的

游客参与踏青郊游，32.5%的游客

体 验 游 园 赏 花 ，自 驾 游 客 占 比

60.0%。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各地

组 织 开 展“ 守 护 2021 清 明 祭 英

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游客纷纷

走进革命纪念馆瞻仰英烈，接受

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市场供给丰富，旅游品质提

升。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准备充

分，市场供给及时响应了游客需

求。旅游景区接待量、度假酒店

和特色民宿入住率接近疫情前同

期水平，局部地区出现“量价齐

升”现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接待游客增

多，展览、话剧、诗会、音乐会、舞台剧等逐渐回归常态。

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显示，93.4%的游客参加了文化休闲

活动，群众对清明节期间文化休闲和旅游的综合满意度

均为 89.3 分，达到了满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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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5日电 （记者刘志强）记者 5 日从交

通运输部获悉：4 月 3 日至 5 日清明节期间，全国预计发

送旅客 1.4452 亿人次，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142.4%。

清明节期间，各地交通部门分析旅客群众出行需求，

加大运力投放，强化服务保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避免

客流长时间聚集和等待。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热

门方向增开列车，对进京、进沪、进穗列车，加挂车辆满编

组运行。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免收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

行费。水路方面，增加客滚运输班期航次，海事部门加强

渡口渡船现场安全监管。

本报北京 4月 5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从中国民

航局获悉：由于疫情防控形势平稳，国内旅客运输量、平

均客座率和航班量均明显高于去年清明节和今年春运期

间。具体来看，据初步统计，清明节期间，民航预计运输

旅客 432.8 万人次，比去年清明节期间大幅增长 256.4%；

平均客座率 73.4%，比去年清明节期间提高 8.1 个百分

点。运力保障方面，全国预计保障飞行航班 42720 班，比

去年清明节期间增长 154.59%。此外，今年平均航班正

常率达到 95.61%。

清明节期间

全国预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
民航客运量同比大幅增长

本报广州 4月 5日电 （记者李刚）记者从日前在广州

召开的广东省战略性产业集群联动协调推进工作部署视频

会议上获悉：广东正式宣布建立以省长、制造强省建设领导

小组组长为“总链长”的省领导定向联系负责 20 个战略性

产业集群的“链长制”。

据介绍，广东“链长制”的六大工作任务包括指导建立

和完善战略性产业集群“五个一”工作体系（一张产业集群

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表、一份产业集群重点项目清

单、一套产业集群创新体系、一个产业集群政策工具包、一

家产业集群战略咨询支撑机构），开展战略性产业集群运行

情况调度工作等。

广东宣布建立“链长制”

北国春回，万物生发。在黑龙江绥化市，

由黑龙江省建投集团负责的阁山水库供水工

程管线项目施工建设正如火如荼。项目建成

后，不仅可以发电，还可以为附近城乡供水，

发展农业灌溉面积 143.84 万亩。与此同时，

海外项目也频频传来好消息，由省建投集团

承建的援冈比亚上河区路桥项目，法托托大

桥最近也胜利合龙。

一个个项目成功落地，背后是省建投集

团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随着改革的深

入，‘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已经成为省建

投集团最本质特征。”省建投集团董事会秘

书、改革发展部总经理蔡智军介绍，2020 年，

集团实现利润总额 5 亿元，同比增长 19%，年

末在手合同订单 767.5 亿元，各项主要经济指

标实现历史性突破。

在黑龙江，各级国资监管机构和国有企

业始终把深化改革摆在重要位置，国资国企

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龙煤集团全面完成 15
项重点改革任务，实现职工家属区供电职能

移交，涉及用户 50.3 万户；森工集团林业局完

成政企、政事、企事和管办分开，确立了新的

发展战略，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重点国有林

区改革验收；北大荒农垦集团全面完成政府

行政职能移交……

“我们制定了《黑龙江省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20—2022 年）》，明确改革的任

务书、时间表、路线图。”黑龙江省国资委党委

书记、主任王智奎介绍，省国资委注重发挥国

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从复

工复产、保能源安全、稳定就业、加大投资、脱

贫攻坚等方面率先行动、争做先锋，加强与金

融机构合作，向省内 18 家银行推送 61 笔融资

需求，拓宽企业复工复产融资渠道。

围绕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黑龙江省国资

委不断积蓄人才力量，开展市场化选聘，释放

吸引人才的强烈信号，初步形成了企业内部

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

能减的市场化运行机制。“相同职级，按照综

合绩效考核后，工资差距可高达 2.5 倍。”蔡智

军介绍，省建投集团实行工资总额预算和全

员绩效管理机制，通过市场对标结果，建立健

全 差 异 化 薪 酬 分 配 体 系 ，拉 开 工 资 分 配 差

距。587 个中层管理岗位通过市场化选聘，有

7 名优秀干部充实到二级权属企业领导班子

队伍当中，有 108 人在竞聘中没有“坐下来”。

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方面，黑龙江

充分发挥省级产业投资集团的战略作用，加

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

力度，累计完成投资 43 亿元，其中“两新”投资

占七成。

与此同时，省国资委与省财政厅、人社厅

等单位共同推进，地市和企业密切配合，全面

完成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主体工作

任务，退休人员 165.98 万人如期移交。全面

完成国有企业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

作 ，累 计 分 离 移 交 供 水 90.06 万 户 、供 电

105.43 万 户 、供 热 80.13 万 户 、供 气 17.91 万

户，物业管理 82.73 万户。

“2020年，全省地方国企实现利润 22.40亿

元，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实现利润 14.13亿元，13
户出资企业实现盈利，占 86.67%。”王智奎说，

“今年，我们将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全

省地方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力争超过

6%，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龙

江全面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

黑龙江：深化国企改革取得新突破
本报记者 方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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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田间地头看春耕R

②②

①①

核心阅读

化肥农药使用量
持 续 减 少 ，农 村 生 态
环 境 明 显 改 善 ，农 业
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意
义重大。

在宁夏、江苏、重
庆、四川等地，依托各
种科技手段，春耕生产
正 变 得 更 加 绿 色 、环
保、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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