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南 项 城 小 麦 种 植 户
崔朋飞——

灌溉施肥真省心

春回中原，万象更新。河南省周口市项

城市孙店镇广阳村的农田里，一片忙碌。放

眼望去，万亩麦田长势喜人，生机勃勃。

“老崔，灌溉软管的接口与机井出水口要

拧紧，马虎不得。”一大早，广阳村的灌溉设施

管理员张海廷就来到广阳村村民崔朋飞的地

里，指导他铺设灌溉软管，搭设喷淋设备。

崔朋飞小心翼翼地将灌溉软管与机井出

水口卡紧。另一边，张海廷弓着腰顺着田垄

铺设管线，在管线尽头连接喷枪。得益于两

人的默契配合，一条灌溉线路不一会便铺设

完成。

崔朋飞家里一共种着 400 多亩小麦。过

去，崔朋飞最头疼的就属田地浇灌工作。“那

个时候就是没日没夜干，抢时间，赶时间，一

家老小齐上阵。”没有机井，他只得开着四轮

拖拉机载着喷灌机进行灌溉，费时不说，有的

时候效果也不太理想。

近年来，孙店镇政府合理规划布局，建

设高标准农田，新建了一批灌溉机井，配备

了 4500 瓦的水泵，安装机电控制设备，镇上

的 农 民 用 上 了 全 自 动 、机 械 化 的 灌 溉 喷 淋

设备。

400 多亩地用 5 个机井灌溉，个把小时崔

朋飞跟张海廷就把管道铺设完毕。“管道一铺

好，我就更省心了。”崔朋飞心里乐开了花。

嘀嘀嘀……崔朋飞拿出卡片放到机井电

子屏幕上进行读取，只见清水由机井抽出，涌

入管道，通过喷枪喷洒而出。田地里，一排排

喷枪自动转动，喷淋小麦。3 个小时，400 多

亩的小麦就可以完成一次浇灌。

闲下来的崔朋飞在地里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过去人工驾驶喷灌机灌溉，一套设备配下

来少说要 5000 元，现在有了全自动、机械化

的管道灌溉，省去一大笔设备投资，还提高了

灌溉效率。

中午时分，崔朋飞回家匆匆吃了口饭又

赶往地里。“无人机要来播撒肥料，我得提前

去地里准备。”崔朋飞联系了市里的农机合作

社下午来为小麦施肥，“这些现代化设备，可

帮了我们农民大忙！”

云南陆良马铃薯种植户
赵小华——

整地理墒助春耕

早春时节，在云南省陆良县小百户镇炒

铁村，马铃薯种植户赵小华正驾驶着拖拉机

对农田进行整地理墒。整地、施肥、播种……

拖拉机来回穿梭不停，田野上一派热火朝天

的忙碌景象。

赵小华是水库建设搬迁安置在小百户镇

的移民，从最初的 10 余亩地起家。现在，赵

小华已经带着村里的农户成立了合作社，马

铃薯种植发展到 500 多亩。

陆良独特的立体气候，为马铃薯错季种

植带来了优势，现在马铃薯种植更是成为当

地 最 有 地 域 特 色 、最 具 市 场 潜 力 的 产 业 之

一。因为马铃薯适宜在深厚疏松的土壤环境

下种植，整地的质量影响着肥效、田地排水，

更直接关系着马铃薯的生长质量。

开沟、播种、施肥、起垄、铺设滴管、覆膜，

与过去单纯依靠人力不同，如今机械化种植

基本上可以一次性完成作业，提高了效率，节

约了成本，成功实现规模化种植。

为 了 提 升 品 质 ，赵 小 华 还 引 进 优 质 种

薯。赵小华介绍，选种非常关键，一定要是经

过脱毒的一级种薯，切好的种薯块用拌种剂

进行切口封合，“这样才能保证后期的产量和

出苗壮。”

前两年，合作社专门投入 30 多万元用来

建设马铃薯储藏冷库。“这样我们也能够根据

每年不同的销售情况来放货，有效避免市场

风险。”赵小华说。

田地里，村民们已经预先将农家肥、菌肥

和复合肥按比例配好，撒在需要种植的田块

上。一个拖拉机配套播种机的机组正在作

业。大型机器来回翻耕，轰鸣声不断，没一会

儿，一行行整齐的薯垄便成形了。

“今年种的都是一些适应性强、增产潜力

大的新品种，出来的马铃薯品相好、口感佳，

十分受欢迎。”常年在地里，赵小华的脸被晒

得黝黑，看着脚下的土地，赵小华说，“这一批

种下去 5 月份就能收获了，有了技术，收成一

定错不了。”

海 南 琼 海 水 稻 种 植 户
蒙钟山——

多方帮助春管忙

气温逐渐回升，田管正当其时。在海南

省琼海市大路镇青天村，水稻秧苗最高已经

没过腿窝，远远望去，大地上像铺了一层厚实

的绿毯。

“老蒙啊，今年雨水足，你这茬长得好，最

南边那一亩除除草，再追 35 斤复合肥就行。”

一大早，大路镇农业服务中心技术员吴川德

就和村里水稻种植户蒙钟山下了水田，两人

深一脚浅一脚，观察着秧苗长势。

蒙钟山家种了 5 亩水田，每年大概能收

4000 斤稻谷。“农业服务中心的技术员每个

月来两次，帮忙测土，指导配肥、施肥，我们省

心不少。”老蒙不禁笑眯了眼。

除了镇里农业服务中心把农技送到家，

老蒙前年还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了琼海市

志才水稻农民专业合作社，让他在购买农资、

农具方面又省了不少力。

“就说这肥料吧，插秧之前，合作社给每

户每亩提供 200 斤底肥，不用我们掏钱，其他

肥料也是合作社统一代买的，便宜不少。”老

蒙扔下手里的杂草，掰着指头跟记者算起账

来，合作社设备多、效率高，不仅能降低成本，

亩产还能高出 100 多斤，再加上肥料省下的

钱，每亩地平均下来，能增收近 300 元。

“ 合 作 社 目 前 承 包 了 将 近 120 亩 土 地 ，

68 户 以 土 地 入 股 ，还 有 108 户 脱 贫 户 以 资

金 入 股 ，今 年 合 作 社 不 仅 扩 大 了 原 有 高 产

稻谷的种植面积，还引进了 50 亩再生稻品

种 的 秧 苗 ，雇 请 社 里 的 脱 贫 户 社 员 进 行 管

理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胡 育 才 介 绍 ，不 仅 仅 是

早 稻 春 管 ，从 育 苗 、插 秧 再 到 收 割 、销 售 ，

每 个 环 节 合 作 社 都 会 对 种 植 户 进 行 指 导

和帮助。

各 方 帮 帮 忙 ，农 户 心 敞 亮 。“ 再 过 一 个

月，天气热起来了，就需要防治病虫害，但喷

药也不用我们亲自上阵！”老蒙笑着告诉记

者，接下来，琼海市农业农村局将使用植保

无人机统一喷药，其中一半的花费还可以由

政府补贴。

在 田 间 忙 活 了 一 上 午 ，老 蒙 脱 掉 插 秧

靴，准备回家吃午饭，临行前他告诉记者自

己现在有了新期待：“按照去年的行情，今年

每斤稻谷应该能卖上一块五，算一算能多个

千八百块的收入，我要再使使劲，争取来场

大丰收！”

春耕正当时 田管有新意
本报记者 王 者 李茂颖 曹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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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看春耕R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光景看春耕。随着气温回升，今春农业生产正自南向北

渐次展开。春耕春管为全年粮食生产打下基础，对于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小麦灌溉有自动化的管道喷灌，整地理墒有各种配套农机设备，喷药除草有农

业技术员现场帮忙……田间管理农民省力又省心。眼下，各地正切实加强耕地建

设和改造，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水平，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抓好

粮食和农产品生产供给。

——编 者

2021 年，经由新疆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

达 12210 列，同比增长 21.5%，占全国中欧班

列通行总数的 52.4%。其中经霍尔果斯口岸

通行中欧班列数量和货运量双双刷新历史纪

录，实现双增长——新疆口岸的日益繁荣，得

益于乌鲁木齐海关不断提升货物通关速度。

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3 列铁路国际联

运快速通关出境中欧班列满载地产的番茄

酱、树脂等发往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等地。

去年 9 月 11 日，“铁路快通”模式正式开

启，“以前一趟班列从申报到出境需要七八天

时 间 ，而 这 次 从 申 报 到 出 境 用 了 不 到 36 小

时。”西安翔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分公

司报关部经理张继伟说。

企业根据需要申请开展“铁路快通”业

务 ，铁 路 部 门 可 提 前 向 海 关 传 输 铁 路 舱 单

电 子 数 据 ，海 关 只 需 通 过 对 铁 路 舱 单 电 子

数 据 进 行 审 核 、放 行 、核 销 ，实 现 对 货 物 转

关 运 输 监 管 ，无 需 企 业 另 行 申 报 并 办 理 转

关 手 续 ，极 大 地 压 缩 了 班 列 在 口 岸 站 的 停

留时间。

“‘铁路快通’模式下，海关监管对象由原

来的‘一对多’变为‘一对一’。”乌鲁木齐海关

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袁江伟说，运营企业、

铁路部门和海关三方还可以通过信息化系统

线上进行物流数据互联共享，畅通物流信息

链，实现对中欧班列载运货物的协同监管，促

进信息匹配、闭环管理和资源协同，提升口岸

通关监管效能。

在中国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

作中心，专用液压抓钩抓起满载跨境电商包

裹的集装箱，通过龙门架缓缓输送到哈方一

侧，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 10 分钟——2021 年

5 月 15 日，合作中心跨境电商空中陆桥正式

开通，跨境电商出口又增加一条通道。

国外买家在国际电商平台下单后，商品

在广州、杭州、深圳等电商中心城市集结，交

付霍尔果斯阳光捷通公司发运，在霍尔果斯

综合保税区进行集中申报，经跨境电商海关

监管中心查验后，装箱转运至中哈霍尔果斯

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由空中陆桥运至合作中

心哈方一侧，装载到接货车辆并发往欧洲各

仓库。

截至目前，吊运出口集装箱及简易钢结

构货柜超过 1000 个，货值超过 10 亿元。“最多

的时候每天调运 15 个集装箱。”霍尔果斯国际

边境合作中心海关监管科副科长城培峰告诉

记者。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开展，霍尔果

斯口岸逐渐成为国内农副产品出口重要集散

地。霍尔果斯海关设置农副产品车辆业务办

理专用窗口，在出入境通道设置农副产品专

用通道，全力确保出口农副产品快速验放出

境。中哈双方海关建立了边境海关联络员机

制，对于农副产品通关时遇到的问题及时协

调沟通。

霍尔果斯口岸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

通道”2019 年 9 月 28 日开通以来，果蔬类出口

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已由原来的 4 小时压缩为

30 分钟，截至 2021 年底，霍尔果斯海关累计

监管进出口农产品超 80 万吨，贸易额达 94.33
亿元。

效率提高 货运更忙

新疆海关不断提升货物通关速度
本报记者 李亚楠 韩立群

连日来，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加大电煤列车运

力投放，持续优化太焦、侯月铁

路等重点煤运通道的装车组织

调度，充分保障用煤需求。

图为 2月 14日，一列电煤运

输列车正在济源站专用线抑尘

环保大棚内进行煤炭装车作业。

王 玮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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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虽短，期待不减。
相信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
调整适配，短途游能够寻得
更大发展空间

寒 假 期 间 ，聊 起 带 孩 子 去 哪

玩，此前还犯愁的朋友热心地向我

推介了不少短途游的玩法。从灵

活性和安全性来看，短途游为疫情

期 间 的 游 客 出 行 提 供 了 不 少 选

择。文化和旅游部的调研显示，今

年春节假期，近程旅游品质化、个

性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近年来，短途游迎来了一波发

展热潮，各种农家乐、采摘园、亲子

酒店不断创新服务，为消费者提供

了更多选择。随着短途游的消费热

情越来越高，对旅游行业从业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深度发掘已有旅游资源，是提

升短途游吸引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相比远距离组团旅游，短途游

所需的出行时间和距离大幅减少，

游客对目的地的熟悉程度也更高，

这种情况下出游需求就成了深度的

参与和体验。在一些博物馆，文物

修复和碑刻拓印让游客参与其中，

感受文化魅力。在一些农村地区，

引导游客参与到农产品的种植、收

获和加工过程中，也成了推动文旅

融合的有效方式。

此外，结合市场需求，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也能让

短途游更具吸引力。

从游客群体来看，家庭出行成为短途游的重要特

征，这就要求旅游行业从业者要兼顾到不同群体的需

求。今年春节，城市近郊的整租民宿预订火爆。一段

时间以来，面向儿童开设的丰富活动，成了不少酒店的

招牌产品。

产品更多，吸引力更强，下一步则是通过服务保障

的创新，为游客出行带来更好体验。比如，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的适老化改造和停车场扩容，都是为了适应老

年游客和自驾出行的增多。再比如，酒店加床已经成

为一项普遍性服务，让两孩甚至三孩的家庭能够舒心

出游。

距离虽短，期待不减。相信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

调整适配，短途游能够寻得更大发展空间。这不，朋友

说，刚给孩子安排了一个海洋馆夜宿体验活动，几个孩

子凑在一起，准备去探索不一样的海底世界。

让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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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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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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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2月 16日电 （记者谢卫群）“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外汇管

理改革试点”日前正式启动。这是临港新片区继“金融 30
条”后迎来的新一轮国家级金融开放政策，试点涵盖 9 项资

本项目改革措施和 4 项经常项目便利化措施，进一步实现

了金融监管与国际规则的接轨。

其中，扩宽企业跨境投融资渠道方面包括 4 项：开展非

金融企业外债便利化试点；支持跨境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

资；稳慎开放跨境资产转让业务以及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

一体化资金池业务。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新一轮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启动

本报北京 2月 16日电 （记者杜海涛）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日前发布，1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1%，较

上月回落 1.5 个百分点；中国仓储指数为 48.3%，较上月下

降 3.3 个百分点。1 月份，受节日因素影响，物流业景气指

数呈周期性波动，较上月有所回落，但指数水平仍继续保持

在景气区间，实现平稳开局。

从分项指数看，1 月份业务量指数、新订单指数、资金

周转率指数、设备利用率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主营业

务成本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位于景气区间。从行业

看，铁路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业务量和新订单指数有明显

增加。从区域看，东部地区物流活动更加活跃。从企业看，

大型企业景气指数超过 55%，连续多月保持在 55%以上相

对高位。

1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1%

本报南宁 2月 16日电 （记者庞革平）为充分发挥招商

引资项目对全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2022 年 1 月，广西壮

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组织全区各地开展了“共享发展机遇

共建壮美广西——2022 年全区招商引资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周”活动。

开工项目有超过半数是 2021 年下半年签约项目，项

目从招引签约到落地开工周期进一步缩短，全区招商引

资项目协调服务机制逐渐发挥作用，营商环境进一步优

化，主动服务意识不断增强。

1 月 全 区 开 工 的 招 商 引 资 项 目 共 264 个 ，总 投 资

1365.76 亿元，其中制造业项目 124 个，投资约 617.03 亿元，

涵盖智能制造、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等

多个领域。

广西招商引资项目集中开工

1月开工项目总投资超136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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