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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 11月 17日电 （记者蒋建科）记者日前从

2023 中国蔬菜产业大会获悉：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研究的高品质减脂黄瓜新品种“中农脆玉 3 号”实

现品种转让。作为我国首个功能性黄瓜新品种，签约销

售代理权转让金额突破 1000 万元。

据了解，“中农脆玉 3 号”是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研究员张圣平领衔的葫芦科蔬菜遗传育种团队，利

用分子育种技术结合常规手段培育的优质多抗高产品

种。该品种是高丙醇二酸含量黄瓜新品种，其丙醇二酸

含量是一般黄瓜品种的 3 倍。该品种于 2023 年获得植物

新品种权证书，荣获 2023 年度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移服

务中心的“百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中国（广西）—东盟

蔬菜新品种大会“优秀品种奖”等。

我国首个功能性黄瓜品种转让突破 1000万元

本报北京 11月 17日电 （记者刘温馨）记者 17 日从应急管

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山西吕梁市永聚煤矿一办公楼

火灾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工作组进驻山西全程督办，督促依

法依规、较真碰硬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应急管理部部长王祥喜当日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调度当前

安全防范工作时指出，要深刻汲取山西吕梁市永聚煤矿一办公

楼火灾事故教训，强化底线思维，压实各方责任，针对冬季事故

易发多发等情况，举一反三深入排查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年终岁尾全国安全形势稳定。

王祥喜说，要狠抓基层末梢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要深入扎实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把工矿企

业的办公楼、浴室、矿灯房、食堂、宿舍、工棚等人员密集场所纳

入重点监管，严查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加大冬季消防安全宣传力

度，曝光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普及安全用火用电用气

知识，增强群众防火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要继续深入扎

实开展矿山领域重大隐患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大力推进智能化

矿山建设；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大暗查暗访、突击检查

力度。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山西吕梁永聚
煤 矿 火 灾 事 故 查 处 挂 牌 督 办

竹林随风摇曳，清涧山

间流淌。冬日下午，江苏省

宜兴市湖 镇洑西村，村民

易和生从房前屋后的乌饭树

薅 下 3 斤 树 叶 ，榨 出 绿 中 带

紫、清香扑鼻的汁液，泡进糯

米中。静待一晚，蒸熟晾干，

就成了黑亮亮的江南特色乌

米饭。

“ 一 斤 乌 米 饭 卖 5 元 。”

58 岁的易和生种了半辈子稻

米 、板 栗 和 毛 笋 ，因 缺 乏 销

路，收入只够糊口。直到村

里民宿发展起来，他才“种啥

都挣钱”。乌米饭刚做好，就

端上了同村黄亚云开的民宿

的餐桌。

地处天目山余脉，开矿

山卖石头曾经是湖 镇的主

要产业。在琉璃瓦厂工作的

黄亚云用“炮声隆隆、灰尘漫

天”形容当年场景。随着宜

兴 市 启 动 宜 南 山 区 环 境 治

理、生态修复工作，当地矿山

宕 口 、石 灰 窑 、琉 璃 瓦 厂 等

300多家企业陆续关停淘汰。

那 时 30 岁 出 头 的 黄 亚

云不甘就此失业，她发挥烧

菜特长，租下废弃厂房开起

村里第一家农家乐。“生态治

理后的绿水青山，一定会吸

引游客。”

游客越来越多，她向村

里打报告，先自建了 16 个房

间，再租赁村集体闲置资源，

增加 18 个房间。2014 年，农

家乐发展成民宿，3 年前又

升级为度假酒店。

“村里给了我很多帮助，

也聘我做旅游顾问，希望我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从动员在自家民宿端盘子看吧台的

熊玉霞开始，黄亚云手把手地教乡亲们开民宿、搞采摘。

洑西村的民宿有一个共同点——吧台旁的醒目位

置，都有展示柜帮老乡带货：百合、板栗、笋干、乌米饭，方

便游客购买。

“民宿发展了，农副产品也不愁销路。”易和生逐年扩

大承包规模，目前种乌饭树 2 亩、杨梅林 30 亩，年收入 10
万元。

村党总支书记曹志华介绍，镇上出台乡村旅游扶持

政策，每增加一张床位，补贴 750 元；村里也做好基础设

施建设和环境美化，并成立旅游合作社和民宿协会，引导

民宿差异化发展、种植户特色化经营。

目前，洑西村的 145 家民宿及农家乐，像散落在青山

绿水间的一颗颗珍珠，用美景美食、农事体验、品质度假

串起了农旅融合的产业链。每年接待游客 50 万人次、旅

游产值 1.5 亿元，全村 4500 多人中有 1/3 从事民宿产业，

村民人均年收入 4.5 万元。在洑西村带动下，“民宿村”逐

步辐射湖 镇 9 个村、茶场、社区，助力 1 万多农民增收。

“推动产业振兴，我们要把‘土特产’这 3 个字琢磨

透。”宜兴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万年青介绍，突出宜居宜业、

宜游宜养的地域特点，创新头雁引领、联农带农机制，发

展富民产业集群，做强做优乡村特色产业，让更多农民从

中获益。

夜里 10 点，站在丁蜀镇西望村主街上向两边望，几

乎家家户户灯火通明……

“直播间的伙伴们，我们村做紫砂壶已有近 400 年历

史。现在展示的贴花工艺，是我母亲的拿手绝活……”走

进村民范旅叶家中的工作室，他将镜头对准正装饰茶壶

的母亲钱俊亚。只见一根泥条被搓扁、嵌进壶身，一枚竹

刀刻出细节，不一会儿，“个”字形竹叶图案就在壶上“贴

牢”，赢得粉丝连连点赞。

“虽说村里人人会做壶，但以前都是小作坊，做一把

壶只能卖三五十元；现在工艺提升，做壶能卖到五六百

元。如今，我家都盖起小别墅了。”结束直播，钱俊亚拿出

两个壶说：左边的旧壶，盖子都对不上；右边的新壶，严丝

合缝，壶嘴和壶把都保持水平，兼具实用性与美感。

技艺突飞猛进，钱俊亚坦言是因为近年来参加了 10
多次村里紫砂合作社组织的培训班，由西望村党总支书

记、高级工艺美术师范泽锋等免费授课。

“立足乡土资源紫砂泥，将原本低端的家庭作坊培育

成从原材料加工到制坯、烧制、销售的产业链条，让村民

在产业链上找到岗位。”范泽锋说。近年来，紫砂合作社

请来工艺美术师，向村民们传授制壶技艺，每年培训 50
次，累计培训 2 万人次；每年举办展览、比赛，提升市场知

名度。目前，全村近七成村民从事紫砂壶产业，还吸引不

少大学生返乡创业。

“依托本地优势特色产业，挖掘农业多重功能，开发

乡村多种价值，打造产业多种形态，宜兴积极探索开拓共

同富裕实现路径。今年前三季度，宜兴市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3.01 万元，增幅为 6.3%。”万年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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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龙安乡龙安柚

母本园“柚”香扑鼻，成熟的柚果压弯了枝头

……母本园旁边就是广安龙安柚发展有限公

司的加工车间，新采摘的龙安柚正在分拣，鲜

果打包后运往全国各地，一旁的鲜果榨汁、饮

料加工等 8 条生产线全力运转。

“今年柚子果大肉甜，公司预计营业收入

上千万元，带动集体经济增收 60 多万元，周边

农户人均增收约 1.6 万元。”龙安乡党委书记杜

海波介绍，龙安乡 2021 年以来落地全产业链

融合发展项目 32 个。

近年来，四川不断擦亮农业大省的“金字

招牌”，努力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

立足省情农情实际，四川实施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排头兵”工程，加快一二三产业融

合，做实生产供应链、做强产品加工链、做优品

牌价值链，实现“种养加销”一体化经营，全力

提升农业产业化整体水平，进一步激活乡村振

兴的内生动力。

截至今年 10 月底，四川省已创建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 17 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农产品

加工业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

一大早，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综合农事服

务中心里，工作人员正在农产品加工中心调试

设备，做好现场业务培训。

“中心既能加工粮食、智能育秧，还有农

机 服 务 、数 字 乡 村 运 营 管 理 等 功 能 ，而 且 推

行 全 程 机 械 化 作 业 ，每 亩 可 减 少 种 植 成 本

200 元 ，亩 产 量 提 高 15%以 上 。”花 桥 镇 党 委

书记李林森介绍，花桥镇加强农产品产地初

加 工 设 施 设 备 建 设 ，成 立 6 家 合 作 社 公 司 、

投运 3 个烘干房，目前全镇粮食生产机械化

率已达 85%，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均提升至 10
万元以上。

“四川将在粮食高产丰产、补齐农机装备

短板、促进农业产业全链条升级等方面聚焦发

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四川省农

业农村厅厅长徐芝文说。

乡村产业振兴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我希

望能够带动一批年轻人留在乡村振兴一线。”

站在刚刚收割的稻谷堆前，崇州市杨柳农民专

业合作社经理人王伶俐信心满满。

2015 年大学毕业后，王伶俐选择回到家

乡，投身农业。从最基础的育秧插秧学起，历

经七八年摸爬滚打，如今她的身边已聚集了一

批 90 后、00 后新农人，共同运营 4 家农业合作

社、1 个农机合作社和 1 个烘储中心，入社农民

2000 多户，入社土地面积 6500 亩。

据统计，四川粮食总产量已连续 3 年突破

700 亿斤；今年前三季度，四川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4887 元，同比增长 6.2%。

四川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乡村振兴——

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
本报记者 宋豪新 何 娟

本版责编：董建勤 康 岩 刘涓溪

乡村行 看振兴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本报北京 11月 17日电 （记者金歆）记者 17 日从中央网信

办获悉：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 1 个

月的“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戾气容易滋生的

重点环节版块，从严打击恶意攻击谩骂、挑起群体对立、宣泄极

端情绪等突出问题，坚决惩治一批违规账号、群组和网站平台，

有力遏制网络戾气传播扩散。

据悉，专项行动围绕社交、短视频、直播等重点平台类型，坚

决打击借社会热点事件恶意诋毁、造谣攻击，污名化特定群体、

煽动地域对立，有组织地恶意辱骂举报他人，编造网络黑话、恶

意造梗等方面突出问题。从严查处违规账号、群组、贴吧，违规

功能设置以及违规平台环节。

在从严查处违规功能设置方面，将强化直播弹幕、连麦、PK
等重点功能管理，坚决清理处置网络戾气内容；集中取消一批批

量组织恶意举报的功能应用；加强对表情包、P 图拼图、视频剪

辑、AI 合成等功能的审核管理，清理下架含有恶搞攻击、挑起对

立等内容的表情包、图片和视频。从严查处违规平台环节方面，

将督促网站平台加强榜单、话题、推荐、评论、私信等环节管理，

严禁在榜单、推荐等位置推送煽动、宣扬网络戾气的内容，通过

设置“私信折叠”“消息盒子”等减少陌生人私信骚扰。

通知提出，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

任，深入查找问题漏洞，健全防范治理网络戾气的制度机制，切

实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网络生态。

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整治网络戾气

本报昆明 11月 17日电 （记者王珂、李茂颖）11 月 17 日上

午，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 2023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本届旅交会主题为“你好！中国”，展期 3 天，吸引了南非、

泰国等国家旅游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联盟等

组织的代表参加。

据介绍，本届旅交会展览面积 9 万平方米，共设置 6 个专题

展区，包含国际与新业态馆、旅游目的地与文博创意馆、旅游目

的地馆、开幕式与文旅企业馆、云南文化和旅游主题馆等 9 个展

馆，重点展示全球品牌旅游资源及旅游目的地形象、旅游创新发

展成果、旅游新产品及新技术应用、国际旅游合作成果等。本届

旅交会期间还将举办全球旅行商大会、中国入境旅游政策解读

发布会、滇池对话等活动。

2023 中 国 国 际 旅 游 交 易 会 开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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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涛，中国铁路兰州

局银川工务段探伤工。

扎根一线 20 多年来，他

发现各类伤损钢轨 2600
多根，参与制定了《钢轨

外部轮廓机械伤损的判

定标准》，先后参与 23个

技术革新及发明创造项

目，坚持在平凡岗位上用

心守护铁路安全。

铁路钢轨边，黄涛（见右图，本报记

者张文摄）满脸汗水，他双眼紧盯仪器显

示屏，徐徐滑动着仪器。一旦发现异常，

他便立即对该段钢轨进行反复查验。

今年 43 岁的黄涛是中国铁路兰州

局银川工务段的探伤工。工作 20 多年

来，以毫米计的气孔、裂纹等钢轨伤损，

很难逃过黄涛的眼睛，至今他已发现各

类伤损钢轨 2600 多根。

在兰州铁路机械学校就读时，黄涛

便对钢轨探伤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次

学校组织实习，他听见探伤仪在表面光

滑的钢轨上发出“嘀嘀”的报警声，心里

不禁产生疑问：“这钢轨看着好好的，怎

么会出问题呢？”后来老师剖开钢轨，他

才发现里边有个头发丝粗细的气孔。

“用技术排查隐患，这工作挺有意思。”

从此，他迷上了探伤技术，为提升业务

能力，还买来《超声波探伤原理》等专业

书籍仔细钻研，很快成长为行家里手。

“探伤工要眼尖、心细，不放过任何

疑问。”黄涛告诉记者，探伤工要对钢轨

每个部件在显示屏上应有的正常图像

烂熟于心。此外，探伤时，超声波探头

会反馈各种波形，其中不乏干扰波、杂

波，因此排除假信号、找出真问题，全靠

探伤工日积月累的真才实学。如今，在

调整探头、观测波纹、回放数据等探伤

的各个环节，黄涛都总结出了相应的要

领。“就像医生，手术做多了，自然就知

道该在哪儿动手。”他说。

刚参加工作没多久，一次在对包兰

铁路线进行探伤时，黄涛发现探头有一

段长约 800 毫米的失波现象，和日常常

见的假信号回波极其相似。然而，凭借

多年经验，黄涛认为这不像假信号，于

是他对该轨段反复查探，还和其他地段

的钢轨反复对比，他判断此处钢轨内部

有劈裂纹。由于外观检查无异常，一开

始，工友们都不认同黄涛的判断。最

终，经过反复探查，这处裂纹被证实确

实存在，相关隐患很快被排除，大家都

对黄涛十分佩服。

由于钢轨焊缝部位有扣件，光洁度

也不高，加之焊缝轨底形状为坡面，因此

焊缝探伤一直是钢轨探伤中的难点。为

攻克这个难点，黄涛把工区的钢轨做成

标本，调试好仪器后，在标本的各个焊缝

之间反复推行、揣摩，逐渐掌握了焊缝的

伤损出波规律、不同类型焊缝的伤损区

别和探测方法等。一次，在包兰铁路线

西大滩至暖泉段的探伤作业中，黄涛凭

借自己研究的方法，在一处焊缝位置发

现了一处极其隐蔽的疑似伤损。后来经

过解剖检查，这段钢轨焊缝处果然存在

一个约 6平方毫米的夹杂点。

20 多年来，无论是炎夏酷暑还是数

九寒冬，黄涛都按时巡线、探伤，对一段

段钢轨进行仔细检查。有一次，在大雪

纷飞中，黄涛和工友们在巡线时发现了

一处可疑点，为提高精度，他徒手进行了

半个多小时的复核，双手被冻得通红皴

裂，终于确定了该处伤损的具体情况。

为提升探伤效率，黄涛在平时，还在

技术创新上下功夫。以前，工友们每天

肩背手提探伤工具进行巡线，极其消耗

体力。为此，黄涛自己画图纸，到处跑加

工厂，反复测试、试用，研制出便携式焊

缝探伤小车，并得到推广运用。此外，他

参与研发的无线遥控电动液压撅轨器，

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增强了安全系

数；他参与制定的《钢轨外部轮廓机械伤

损的判定标准》，为这类伤损明确了判定

标准……多年来，黄涛先后参与 23个技

术革新及发明创造项目，其中集成串列

式扫查架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2013 年，银川工务段成立“黄涛探

伤工作室”，提出“技术攻关、带徒传技”

的理念。“熟手带新手，让大家都成为行

家里手。”黄涛介绍，工作室已累计培养

出探伤工技师和高级技师 11 名，工作

室所在车间荣获火车头奖杯。如今，他

习惯于把每次现场作业发现的典型伤

损波纹拍成照片，制成 PPT、短视频等，

作为鲜活的授课素材，生动直观地向工

友们分享经验……

中国铁路银川工务段高级技师黄涛——

钢轨探伤 不差分毫
本报记者 张 文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本报广州 11月 17日电 （记者李刚）11 月 17 日，2023 中国

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创交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

幕。在启动式上，共有 10 个成果转化项目进行合作签约，总金

额达 10.18 亿元。

本届创交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九三学社中央、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共有 800 多家企业（机构）、2000 余个项目线下参展，

线下参展面积达 3 万平方米，是创交会史上参展数量最多、展区

面积最大的一届。

历经 9 年发展，创交会已成为国际化创新科技产品发布平

台和前沿技术交流合作平台。截至目前，创交会线上线下累计

展出成果 4.5 万余项，发布项目超 3.8 万项，转化落地金额超 680
亿元。

2023 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举办

近年来，西藏全面落实农牧民子女“上学无负担”措施，农牧民子女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已 8 次提

高经费标准，累计投入 220.67 亿元，受益学生达 655.08 万人次。目前，每年每个学生平均经费已经达到 4200 元，学生可以享受

到的资助政策达到 42 项。图为拉萨市当雄县中学八年级六班学生正在上课。 新华社记者 孙 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