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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萝卜，行！”一大早，天津市西

青区辛口镇小沙窝村村民赵国勇顶着薄

雾来到自家种植基地大棚。大片的萝卜

秧子下，翠绿鲜嫩的青萝卜已长到手掌

长。“再等一个月就能丰收！”跟沙窝萝卜

打了 40 年交道，眼瞅着快要入冬，赵国勇

每天都来查看萝卜的长势。

辛口镇小沙窝村位于运河畔，这里特

殊的“蒙金土”土质上沙下黏，再加上运河

水滋养，产出的萝卜又脆又甜，素有“赛鸭

梨”的美誉。

近些年，西青区将萝卜产业作为特色

产业之一，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运用

新销售模式，依托小小萝卜，立足乡村特色

资源，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路径，为乡村振兴打好特色产业“基本盘”。

“ 特 色 产 业 要 发 展 ，必 须 从 源 头 下

手。”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田花

说。西青区聚焦品种研发，夯实沙窝萝卜

特色产业发展基础，常年在示范生产基地

开展沙窝萝卜品种提纯复壮和杂交育种

工作，加强与天津农学院、天津市农科院

等的合作，培育了一批突破性绿色品种，

储备了优质种质资源。

“这是新研发的冰淇淋萝卜。”村民张

晓昌带着记者走到自家地里，一片紫色的

沙窝萝卜与众不同，掰开才看见里面的白

心儿，“口感特别甜，是咱们天津自己培育

的新品种。”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离 不 开 新 技 术 的 支

撑。“过去，沙窝萝卜种植习惯于大水大

肥 ，但 这 样 容 易 造 成 土 壤 板 结 ，透 气 性

差。我们指导农户适量增施有机肥，既降

低了面源污染，又提高了肥料利用率，改

善了产地环境。”辛口镇农业服务中心副

高级农艺师赵仁顺介绍。

“新技术还能降成本，增效率。”赵国

勇补充，“萝卜种子价格逐年提高，人工价

格也高，种植成本随之增加。”镇里引进的

萝卜线播播种技术将种子用数控机按照

预先设定的株距包裹在可降解的种子带

中再播种。“过去种一亩地需要 1 斤多种

子 、四 五 个 人 ，现 在 4 两 种 子 、一 个 人 就

够。”赵国勇算起账。

“传统的种植方式为露地种植，立秋

时节播种、霜降前收获，必须入窖储存，供

应期较短。这样种出的萝卜个头不大、口

感也欠佳。”小沙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冯元洪介绍。为了延长供应时间，农

技人员引导农户在秋延后设施生产，保证

萝卜一直生长在温室田间不受冻害。“这

既能利用土壤湿度保证萝卜不糠心，又能

利用低温促进糖化。”赵国勇说。近年来，

西青区累计投入财政补助资金 3700 余万

元，引导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累计落实

沙窝萝卜种植老旧棚室改造面积 1500 亩，

新 建 高 标 准 沙 窝 萝 卜 种 植 设 施 面 积

1000 亩。

特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各行

业的支持。目前，当地沙窝萝卜年种植面

积 7000 亩，产量 3500 万公斤以上。为了

打响沙窝萝卜特色产业品牌，让土特产不

“土”，西青区强化沙窝萝卜品牌增值能

力，依托作为天津城区菜篮子基地的近郊

优势，利用电商和网络平台，开展“线上+
线下”萝卜展销，还鼓励萝卜种植户借力

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

“我比你们还着急！快了快了！”村民

郭芝振乐呵呵地回答着直播间网友的提

问。去年他家自产的 50 万斤萝卜供不应

求，又收购了 50 万斤其他农户种植的萝

卜，全部销售一空，线上销售额就有 100 多

万元。

沙窝萝卜是西青区在乡村振兴路上

抓好特色产业的一个样本。西青区今年

开展乡村振兴“153”行动，围绕“写好乡

村 振 兴 大 文 章 ”1 个 中 心 ，抓 实“ 农 业 项

目、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进文旅融合、

培 育 特 色 农 业 品 牌 、提 升 农 业 现 代 科

技”5 项重点任务，完善“统筹协调、压实

责 任 、监 督 考 评 ”3 项 保 障 ，积 极 优 化 全

区农业生产功能区，加快推进创建国家

农 业 产 业 强 镇 和 优 势 特 色 产 业 集 群 建

设 ，打 造 培 育 沙 窝 萝 卜 、王 稳 庄 稻 米 等

一 批 特 色 农 产 品 品 牌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兴。

天津西青区辛口镇小沙窝村—

发展特色产业 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武少民 靳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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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处长江之“腰”，是三峡库坝区和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所在地，肩负着“一江清

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的重大责任。近年来，湖

北各级机关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创新党建活动形

式，探索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以高质量机

关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

不久前，由湖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的省

直机关线上学习竞答活动圆满结束。活动将高质

量发展作为重点内容之一，通过线上学习、知识竞

答等形式，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系统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助力湖北省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先行区。

“此次活动创新了理论学习的形式载体，强化

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形成了良好的理论学习氛

围。”湖北省发展改革委长江经济带处副处长梁琴

表示，“尤其是要闻聚焦、学习解读等板块，帮助我

们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

学，更好地将党的创新理论运用于具体实践中。”

9 月下旬以来，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上

游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湖北省汉江段水位全线

上涨。9 月 30 日，湖北启动汉江防汛四级应急响

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湖北省水利厅水旱

灾害防御处党员干部迅速投入汉江防汛，共组织

防汛会商 9 次，先后 5 次视频连线洪峰过境区域，

开展精细精准调度，为此次成功度汛提供了科学

依据、信息支撑。

水是影响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之

一。去年以来，湖北各级机关坚持“机关党建促先

行”理念，在长江大保护最前沿、流域综合治理第

一线、科技自主创新主阵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

争先统筹水安全、水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等重点工作。

湖北省纪委监委党员干部多次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协调解决具体问

题 20 余个，推动湖北江陵县完成沿江 1 公里范围内 16 家化工企业“关改

搬转”；省市场监管局以党员为主体成立长江禁捕工作专班，以“清市场、

清餐馆、清广告、清平台”为重点推行“六查六看”监管模式；省农业事业发

展中心聚焦水产健康养殖等重点任务，成立党员科技服务队……湖北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纳入党建考核和评先评优的重要内容，加强定

期调度、明察暗访、排名通报、述职评议等，涌现一批“红旗党支部”和先进

党员。

湖北各级机关以党组织为纽带，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打破区划限

制、行政壁垒、政策差异，探索建立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共建、发展共

享等机制，协调解决生态环境保护、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城市群协同、基

础设施互通等重大问题，共同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

路子。

“长江流域各省份山水相连、文化相融，拥有渊源深厚的共同底蕴和

开放发展的共同意愿。”湖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陈正祥表示，

湖北将进一步加强与沿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互动协作，探索建立长江经

济带机关党建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保障作用，紧贴时代所需，增

创意、开新路，添活力、聚动能，共同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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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危险废物由专用车辆运进贮仓，

分类处置；塑料物品送进塑料处置车间，

通过清洗、破碎等程序，变为管材和托盘；

含有重金属的污泥等经过烧结、制砖和高

温熔融，重金属、合金被提取，其他东西变

成基础建材……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戚家山脚下，在

浙江明境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

生产车间里，各类危险废物源源不断变成

资源和产品。

“进入新时代，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明境

环保科技集团是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时代潮流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明境环

保科技集团董事长吴健说，“我们实现了

各类工业废弃物、污泥、危险废物的终端

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循环利用，今年年产值

有望比去年增长 30%。”

在国家推出的一系列环保政策中，吴

健敏锐地感知到危险废物处置和资源化利

用的市场潜力。2014 年 6 月，他创办浙江

明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6 年与湖州南

方水泥有限公司合作建成水泥窑协同处置

项目，年处置危废 10万吨、污染土 10万吨。

随着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

不断扩大，企业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2020 年 11 月，明境环保科技集团成立，确

立“处置利用产品中心、科创大数据中心、

市场服务中心”的产业布局，业务范围涵

盖固危废无害化、资源化、产品化，有机废

物能源化，助力“无废城市”建设，智慧环

境综合服务等。目前，明境环保科技集团

年危废处置能力达 18.68 万吨，为沪、苏、

浙等地近 3000 家产废单位提供专业服务。

“‘以科技创新促进企业发展，以企业

发展带动科技创新’，这是我们快速成长

的驱动力。”吴健表示，明境环保科技集团

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在杭州成立研究

院，聘请行业尖端人才，投入大量研发资

金，致力于危废处置行业的前端技术研

发；还积极与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交流合

作 ，探 索 技 术 突 破 、工 艺 创 新 的 有 效 途

径。在固体替代燃料再生能源、多元有机

合成浆替代、废塑料综合回收利用、高温

熔融回收重金属等科技研发方面，明境环

保科技集团取得了前沿性突破。

“今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部署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战

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为我们环保企业的发

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增添了信心、增强

了动力。”吴健表示，“我们将继续深耕技

术创新，推进危废处置领域绿色可持续发

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浙江明境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深耕技术创新 资源循环利用
本报记者 刘 毅 刘军国

新时代·企业新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