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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麦 成 熟 季 节 ，

田野染成了金黄。由

南向北，夏收仍在继

续，神州大地一派丰

收景象。

脑海里浮现小时

候的麦收场景：收割用镰刀，运输用手推

木车，脱粒需人拉碌碡，扬麦靠簸箕和

风；家家户户的场院连成片，人们一起劳

作，一起丰收。多少年过去了，麦粒的清

香伴着辛苦的汗水，历历如昨。

前几天，一张浙江杭州城市麦田的

照片，引发网友关注。落日余晖，金色麦

田，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现代化高楼林

立，高铁飞驰而过。在“寸土寸金”的大

都市，能看到风吹麦浪，令不少人心生艳

羡。一位网友留言说：“城市现代化、科

技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在同一个画面出

现，幸福感有了具象的表现。”

无论是儿时记忆还是当下图景，都在

启示我们：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农

耕文明深深塑造着民族文化心理，寄托着

浓浓的文化乡愁。许多人即便离开了乡

土，仍离不开其深厚的精神滋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把 我 国 农 耕

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

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我国历史悠

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

风采。如何激活农耕文明的优秀基因，

让其融入现代，是文化课题，也是时代

考题。

云南红河，千年开垦而成的哈尼梯

田，“森林—村寨—梯田—河谷”良性循

环，生生不息；浙江青田，鱼依稻而鲜，稻

依鱼而香，稻鱼共生的传统生产方式焕发

新的生机；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逐水草而居，食肉

饮酪”的生产生活方式代代相传，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

统……活态传承的农业文化遗产，它根植中华大地，呈现着先民

智慧，焕发出勃勃生机。

浙江湖州，年积温较低，冬季农作物容易受冻害。农业

专家叶明儿，利用先民们在沿海盐碱地上发明的筑墩栽培

技术，结合现代智能化温度控制与雾喷节水灌溉技术，解决

了柑橘种植难题，让小柑橘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现

代科技赋能让农业生产更具智慧和效率，传统农耕文明强

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者充分结合，现代农业就有了更多

可能；既有科技支撑又有文化滋养，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之

路将越走越宽。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农耕文明凝结

着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历久弥新。在“赞天地之化

育”中感悟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得时之和，适地之宜”中体会

顺天应时的智慧，传承“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

限”的节用理念，弘扬耕读传家、敦亲睦族的家风家训……以

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赋予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和现

代表达形式，定能提供更加优质的精神文化食粮，让人们的精

神家园更丰盈。

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中国人民敬自然、爱土地、惜

粮食、恋故乡，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创造生生不息，

文化绵延不绝，我们必将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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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 示，我
国有超过三成婴幼
儿 家 庭 有 托 育 需
求。社区连着千家
万户，是发展托育
服务的重要平台。
优先发展社区托育
服务，有利于推动
优质普惠公共服务
下基层、进社区，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我国 3 岁以下的婴幼儿约

有 3000 万，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有

托育需求。“社区托育服务具有离家

近、方便送、价格廉、信誉好等优势，

是群众极为需要的服务形式。”国家

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走访江苏无锡、广东广州、

四川成都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

服务示范城市，了解进一步提升社

区托育服务质量的探索。

盘活资源，发展
嵌入服务

下午 3 点多，阳光正好。记者

来到无锡市惠山区绿地世纪城小区

的中心位置，只见一栋橙黄配色的

二层小楼掩映在绿树之间。透亮的

落地窗里，午睡起来的孩子们正吃

着点心。这里，就是惠南一社区绿

地托育园。

托育园负责人郑海燕介绍，小

区所在的惠南一社区常住人口 3.7万

人，以双职工家庭为主。为满足社区居民的托育需求，对照绿色、节

能、环保、安全等要求，社区联合当地相关部门层层筛查、多次比选，

在 3 个社区物业用房点位中选定了场地——地理位置靠近小区中

心、距离居民楼很近，方便家长接送；楼层是一到二层，方便小朋友日

常生活。

惠山区卫生健康委法规和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王蕾介绍，街道

免费提供公建配套用房，机构承诺低价运行、提供普惠服务，更多家

庭可以很方便地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托育服务。

2019 年以来，惠山区积极开展“1+N”托育服务模式试点，即依

托 1 个示范性托育机构，带动 N 个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专业化的

社区普惠托育分园（托育点）共同发展。惠南一社区绿地托育园就是

典型的嵌入式托育园，为周边居民提供嵌入式托育服务。

据介绍，江苏大力发展小区里的普惠托育，将托育服务纳入社区

公共服务体系，通过财政补贴、提供场地、减免租金、税费优惠等措

施，鼓励各类主体兴办托育机构。

互助共育，精准对接供需

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道文冲新村社区“向日葵亲子小屋”刚开

门，住在附近的朱女士就带着女儿来到这里。“小锦姐，我家小宝需要

临时照看一下。”“没问题。”亲子小屋的“共享家长”陆锦钗笑着接过

了孩子。

这是广州提升社区托育服务质量的一项探索。“‘共享家长’主要

服务短期临托，时间在半天内。孩子们可以在‘共享家长’的看护下

做手工、看绘本、玩游戏。”亲子小屋负责人陆玉金说，文冲新村社区

以亲子小屋为载体，积极探索社区互助式托育服务。“共享家长”需要

经过初选、面试和育儿课程培训后才能上岗。

文冲街道社工服务站主任吴小荣说，为了精准对接供需，文冲

街道开发了“育无忧”线上智能服务平台，有临时托育需求的家长

可以在平台上发单，有空闲的家长则可以接单，亲子小屋的社工会

与“共享家长”一起照看孩子。互助共育后可获得积分，兑换其他

家政类服务。

为更好支持社区托育服务，广州着力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指导相

关院校强化专业及课程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市、区属院校开展婴幼儿

托育等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目前，广州 17 所技工院校开设了幼儿教

育、护理、公共营养保健等专业，相关专业在校生约 6000 人，并先后

与 30 多家公司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据介绍，广州持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婴幼儿照护设

施，明确到 2025 年，全市 100%的街（镇）建有公建民营普惠托育机

构，各街（镇）60%的社区（村）设有社区托育点。

规范服务，加强全程监管

走进成都市高新区锦城社区婴幼儿之家，走廊两边贴满了孩子

们的照片，房间干净敞亮。“我们配备了保育员、保健医生等工作人

员，主要为社区及周边 3 岁以下幼儿提供全日制、半日制、临时的托

育服务。”该婴幼儿之家负责人宋辰轩介绍，锦城社区婴幼儿之家是

成都 56 家“蓉易托”社区智慧托育中心之一。

成都建设“蓉易托”社区智慧托育中心，将社区托育服务纳入社

区治理，加强全程监管，对具备条件的“蓉易托”社区智慧托育中心实

行登记备案管理，对暂时达不到备案条件的，由示范性托育机构领办

或与其建立质量控制关系，进一步规范服务与管理。

为鼓励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成都整合多方力量，积极采取“公建

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发展社区托育。“蓉易托”社区智慧托育中心

建设优先纳入中央、省级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

项目，优秀“蓉易托”社区智慧托育中心还能获得奖补支持。

下 一 步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将 指 导 支 持 各 地 各 级 卫 生 健 康 部

门 密 切 配 合 发 改 、住 建 、民 政 等 部 门 ，积 极 申 报 社 区 托 育 服 务 建

设 项 目 ，通 过 统 筹 资 金 渠 道 、加 强 政 策 支 持 、多 渠 道 拓 展 设 施 建

设场地空间、推进社会存量资源改造利用，大力推动托育服务延

伸 覆 盖 更 多 社 区 ，让 更 多 群 众 享 受 到“ 家 门 口 ”的 优 质 普 惠 托 育

服务。

本期统筹：刘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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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辆重型卡车往来穿梭，百

余艘万吨以上巨轮进进出出，天津

港一片繁忙。在天津港工作 20 年

的天津外轮代理有限公司船务部

经理王彬告诉记者，港口的货物和

集装箱吞吐量稳步增长，“今年明

显比去年忙。”港口是经济的“晴雨

表”，作为京津冀的海上门户，天津

港今年 1—5 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958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5.1%，创历

史新高。

“我往码头跑得更勤了”

清晨，王彬早早来到远航国际

矿石码头，载有 17.14 万吨铁矿石的

“亚洲角”号货轮在这里卸货。作为

天津港最大的矿石码头，去年 11 月

以来，远航国际矿石码头作业量急

剧增加，今年 2—4 月月度吞吐量同

比连续两位数增长，创近 5 年新高。

忙完矿石码头的工作，王彬马不

停蹄前往环球滚装码头办理手续，

“今年滚装船班期快速增多，我往码

头跑得更勤了。”作为我国北方重要

的汽车进出口岸，天津港可以让人明

显感受到汽车出口量的增加。

“因 为 出 口 量 大 ，运 力 比 较 紧

缺。”码头上，常年从事汽车滚装出

口的天津世联士达物流有限公司副

经理杨国栋说。

“航线越织越密”

吃完午饭，王彬匆匆忙忙回到

办公室。“要处理天津港往返埃塞俄

比亚班轮的工作，协调集装箱。”王

彬介绍，今年以来，该班轮来往频率

明显提高，货物太多，集装箱不够

用。王彬常年与埃塞俄比亚航运公

司对接，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天津港与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

地 区 的 500 多 个 港 口 保 持 贸 易 往

来，“老朋友”联系紧密，“新朋友”也

越来越多。5 月 6 日，天津港开通直

航南美洲东海岸集装箱航线；15日，

开通直航美国东海岸航线；16 日，

新增直航中美洲海运航线。

“航线越织越密，天津港对外开

放步伐不停歇。”王彬的同事、负责

集装箱船舶业务的刘亚琨说，3 条

新航线开通后，企业需求旺盛，业务

量迅速增加。

随着区域辐射的不断扩大，天

津港对内陆腹地的转运潜力不断释

放。 16 时，王彬来到汇盛码头，在

与其一条马路之隔的天津新港北集

装箱中心站，一辆辆重型卡车装上

集装箱驶出车站，北到吉林、西至新

疆，14个省份的货物通过海铁联运

从天津港出海；另一边，车站改扩建

工程施工现场热火朝天。“部分内陆

省份外贸形势向好，带动海铁联运

货物增加，市场预期非常乐观。”车

站工作人员说。

“码头越变越智能”

结束汇盛码头的工作，夜幕已

经降临，王彬来到全球首个“智慧零

碳”码头。记者看到，3 个 20 万吨级

以上泊位均有巨轮停靠，码头作业

现场却看不到一个人，L4 级无人驾

驶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拉着集装

箱，操作人员在中控室里通过实时

回传的视频，操作操纵杆和按键即

可装卸集装箱。从中控室向外眺

望，几台风力发电机奋力运转，给码

头供电。该码头已经实现绿电自主

供应，全程零碳排放。

目前，天津港已实现全部集装

箱、干散货泊位岸电全覆盖，多个码

头实现绿电“自给自足”……去码头

的路上，王彬感慨：“刚工作的时候，

一些码头都是土；20 年过去了，码

头越变越智能，到处干干净净。”

“以前港口有大量工人装卸、搬

运，现在完全变了，集装箱码头自动

化程度非常高。”王彬说，随着船舶

持续大型化、港口规模逐渐扩大，天

津港不断提升智慧港口建设水平，

今年启用的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管控

系统，实现软件硬件的全部自主可

控，还上线运营我国首个拥有自主

产权的件杂货智能一体化系统。

智能化大大提升了港口作业效

率。远航国际矿石码头传统泊位实

现自动化作业后，一天最高卸货量

提升近 90%。今年前 4 个月，天津

港打破各货类作业纪录 12 次。

深 夜 ，天 津 港 各 码 头 繁 忙 依

旧。吞吐量增长、车辆船只络绎不

绝、智能化设备不停运转……一个

港口的一天，背后奔涌的正是中国

经济的动力和活力。

今年前5月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一个国际大港的繁忙一天
本报记者 翁宇菲 靳 博

■深阅读R

■在现场R

本报哈尔滨 6 月 12 日电 （记

者方圆）记者从黑龙江边检总站佳

木斯边境管理支队获悉：为维护水

生物物种多样性，给野生鱼类提供

良好的繁衍生存条件，6月 11日 0时，

黑龙江、乌苏里江全线进入为期 35天

的禁渔期。进入禁渔期前夕，边境

管理支队派出警力引导渔民撤出

作业场所，对船机分离加锁、网具

上岸入库进行安全检查，实行渔船

与渔具分离，严防非法作业和越界

捕捞现象发生。

据悉，这是自 2024 年 3 月 1 日

施行《黑龙江省边境管理条例》后

的首个禁渔期。今年以来，该支队

运 用“定 点 值 守 +卡 点 堵 截 +机 动

打击”等执法执勤机制对界江违法

生产作业活动进行全面打击，累计

查 获 非 法 摩 托 艇 机 器 11 台 、非 法

作 业 船 只 13 艘 、非 法 网 具 5000 余

米。同时，该支队民警深入辖区一

线 ，向 群 众 宣 讲 渔 业 法 等 政 策 法

规，加深群众对保护渔业资源的认

识，确保禁捕观念深入人心。

黑龙江、乌苏里江全线进入禁渔期

■■寻找最美乡村寻找最美乡村··迪政当村迪政当村R

沿独龙江一路向北，云雾弥漫，峡谷纵深，迪政当村就在峡谷转弯处。

迪政当村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最北端。

走进村庄，街道干净整洁，一栋栋独龙族特色民居错落有致，屋前的护栏色彩斑斓，菜园

里的时蔬长势正旺。

目前，迪政当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迪政当村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适合多种药

材生长。当地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重楼、葛根等。此外，随着交通条件改善，越

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迪政当村欣赏美景，体验独特风情。2023 年，迪政当村人均纯收入

17014.17 元，同比增幅 15.77%。

峡谷转弯处 村落藏深山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影报道

图①：村庄优美恬静。

图②：村民在编织独龙毯。

图③：俯瞰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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