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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成都粮

食集团青白江国家粮食储备库粮食铁路

专用线集装箱货场内一片繁忙。龙门吊

来回移动，大货车有序进出。

“ 老 吴 ，箱 号 1406880，货 位 2 线 22
区。”四川南粮物流有限公司司机梅洪麻

利地停车入位，拿着提箱票据，朝地面指

挥员吴建军走去。

“装完这车，马上过来。”吴建军瞄了

一眼表格，用对讲机指挥龙门吊司机。

两三分钟里，一个装有 32 吨小麦的

敞顶箱稳稳落在半挂拖车上，梅洪一直紧

盯着，观察有无小麦撒落。待龙门吊移

开，他又忙着紧锁箱体，核对箱号、施封锁

无误，确认箱体完好，检查箱门封条。

“有的集装箱用久了，封条老化，密闭

不严。要及时检查，防止粮食撒落。”50 岁

的梅洪跑粮食运输 13 年了，对于节粮减

损很有心得。

11 点，现场运营管理员查验过提货

单后放行，梅洪把小麦运往一公里外的

益海嘉里（成都）粮油有限公司。“运粮路

线尽可能固定，从产地点对点直通需方，

减 少 迂 回 、对 流 等 冗 余 环 节 造 成 的 损

耗。”路上梅洪打开话匣子，三句话不离

老本行。

中午 12 点多，梅洪排队进粮油公司

卸货。卸货员用长杆钩开箱门，小麦倾泻

而出，梅洪随后启动液压举升系统抬起集

装箱前端，把小麦倾倒干净。敲了敲篷

布，确认没有遗漏，他才把空箱拉回铁路

货场。

成都粮食集团青白江国家粮食储备

库是全国北粮南运重要物流节点。“我们

积极推动粮食散装、散运、散卸、散存。现

在粮食有专用车船进行散运，运输过程中

因包装和中转造成的损耗减少。”成都粮

食集团青白江国家粮食储备库主任谭秀

玲介绍，目前该集团粮食“四散化”运输作

业占比提升至 50%，粮食物流作业损耗由

原来的 3‰ 降低到 1‰ 以内，每年能减少

粮食物流损耗约 1500 吨。

近年来，成都粮食集团与黑龙江、新

疆等全国粮食主要产区核心企业加强粮

食物流合作，拓展集装箱公铁水联运线路

超 20 条，为四川 40 余户储备企业和大型

粮食加工企业提供稳定的物流服务。

同时，成都粮食集团在崇州等重要粮

食产区联合种粮大户、合作社等，共同打

造区域产业联盟。建立产后服务中心，开

展收割、烘干、除杂、质检、运输等一条龙

服务，让“湿粮不落地”成为可能。

“物流节点布局在重要产区，点对点

运输有效减少物流环节 2—3 个节点，提

升物流规模效应 50%，实现集约化节粮减

损。”成都粮食集团董事长易舟表示，将围

绕“育耕购储加运销”全链条发展，全力提

升储备、加工、流通能力，进一步畅通粮食

“大流通”和供应“微循环”。

运 粮 点 对 点  损 耗 降 下 来
本报记者   王明峰

穿过巍峨高山，越过滔滔江水，行至怒江大峡谷

最北端的云南怒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镇

秋那桶村，能看到一间名为“半山花语”的书屋。屋

内，一排排书架上放满了书籍，孩子们坐在桌前，享受

着阅读的乐趣。

这是一个用民房改建而成的书屋，4 间房、一个小

院，小小天地，让许多山里的孩子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看到读书的孩子们，书屋创办者甘文勇仿佛看到

了小时候的自己：大山里的“放牛娃”爱上了阅读，通

过读书和学习走向远方。

“我想通过书屋向家乡的人们传递一个信念——

书籍可以照亮人生前进的道路。”甘文勇说。

秋那桶村曾属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甘文

勇出生在这里，2016 年，他考上了昆明的一所大学，是

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高考结束后，他把在外

地读中学时积攒的课外书带回了村子。村里的孩子

们知道后，经常来他家借书。看着孩子们渴求知识的

眼神，甘文勇萌生了一个念头——为村里的孩子们建

一个爱心书屋。

说干就干。甘文勇将家里两间空闲的房屋腾出

来，又自制了简易的书架，把自己积攒的书籍都摆了

上去。

喜欢花的甘文勇还在院子内外种下了玫瑰、满天

星等花卉，给书屋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半山花语”。

书屋免费开放，借书不用登记，也没有归还期限，

大家都默契地守护着这方小天地。每逢节假日，秋那

桶村的孩子们喜欢来书屋，一看就是一整天。渐渐

地，十里八乡都知道甘文勇家有这样一个书屋，读者

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也纷纷给

书屋捐书，丰富了书屋的“馆藏”。

在外求学期间，书屋成了甘文勇最大的挂念。平

日里，甘文勇的父母和哥哥承担起“图书管理员”的职

责，打扫卫生、整理书架。每逢寒暑假，甘文勇就将自

己在大学里收集的书籍带回家，带着孩子们一起读书。

大学毕业后，甘文勇回到家乡工作，为了营造更

好的阅读环境，他将书屋扩建至 4 间房。

如今，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半山花

语”已经拥有了 4 万多册藏书，并连续三年和深圳大

学合作开展“时光益读”项目。每年暑假，深圳大学的

师生志愿者都会来到秋那桶村，在书屋举办为期一月

的夏令营活动，开设摄影课、美术课等课程。

书屋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带来了直接影响，在一次

次阅读、分享、交流之后，他们变得更好学、更开朗、更

自信。2023 年，秋那桶村有 8 名学生考上大学，他们

都是“半山花语”的忠实读者。

“今年暑假，公益阅读夏令营如期举办，书屋还启

用了一间新装修的多功能教室，为孩子们提供舞蹈、

音乐等艺术课程。”在甘文勇的规划里，未来的“半山

花语”书屋将不断拓展服务功能，惠及更多的村民。

（张钰珏参与采写）  

大山深处蕴书香
本报记者   叶传增

身边故事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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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R

甘 文 勇

（右）在 书 屋

和 来 阅 读 的

孩子交流。

王靖生摄   
（人民视觉）  

■点赞新时代R
冬日，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境内的乡村公路竹乡画廊风景道沿线山林色彩斑斓。近年来，广德市将景点串珠成链打造竹乡画廊风景

道，发展沿线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李晓红   陈   政摄影报道   

行走湖南，由“一颗种子”催生的高质

量发展故事，比比皆是。

电 梯 门 一 开 ，香 气 就 涌 了 进 来 。 循

着香气，记者走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的实验室内，只见 4 锅米饭热气升腾。

晶 莹 透 亮 的 米 粒 入 口 ，各 有 风 味 ，唇 齿

留香。

“这是玉香两优 1958，这是芯香两优

1751……都是中心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

新品种，米质已经能够与优质常规稻相

媲 美 。”湖 南 杂 交 水 稻 研 究 中 心 副 研 究

员 、杂 交 水 稻 检 测 中 心 主 任 柏 斌 如 数

家珍。

柏斌介绍，随着水稻育种技术的不断

突破升级，杂交水稻如今迈向更绿色、更

优质。

走进宁乡市花猪产业文化园，目光立

即被憨态可掬的小花猪吸引。

小花猪背后有大产业。近年来，宁乡

花猪年出栏近 50 万头，产业链综合产值达

47.25 亿元。20 年前，在瘦肉型商品猪的冲

击下，这一地方特色品种一度濒临灭绝。

“无论是保护珍贵种质资源，还是让花猪增

肌减肥、适应现代消费者需求，都离不开种

业创新。”多年来参与宁乡花猪保护与开发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龙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源安全和

种业振兴，叮嘱“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

安全”“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作为粮食大省、种业大省，湖南始终牢记

总 书 记 殷 殷 嘱 托 ，坚 决 扛 稳 粮 食 安 全

重 任，把种业创新融入“三高四新”战略定

位和使命任务，种业创新高地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

冬日，浏阳河畔，岳麓山实验室集聚区

的豆类农业小试区，豆荚饱满鼓胀，长势喜

人。试验田背后，座座楼栋拔地而起。

“片区建成后，可储藏超过 80 万份种

质资源，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种质资源宝库

之一。”岳麓山实验室前沿技术研究部团

队首席研究员、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赵炳然告诉记者。

近 年 来 ，湖 南 加 强 重 大 平 台 共 建 共

享，通过重大平台整合科研资源，实现创

新资源共享与功能互补，共同打造种业国

家战略核心科技力量。岳麓山实验室应

运 而 生 。 实 验 室 集 聚 超 过 230 个 团 队 、

2000 多名科研工作者。依托 4 个功能研

究部、8 个公共创新平台和 15 个品种创制

中心，一批关键优势种业创新项目启动加

速跑。

如果说种业基础研究是高高昂起的

“头”，那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提升

种业产业化水平，就是同样关键的“尾”。

湖南立足种业研发，让优质种苗从实验室

加快走向田间地头，让种业科技成果转化

为田间地头的新质生产力。

蔬菜大棚里，辣椒挂满枝丫。湖南省

湘阴县樟树镇文谊新村村民汪敬辉忙活

一早上，采摘了满满一竹筐。拿起辣椒轻

咬一口，味道微辣爽口。这就是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樟树港辣椒。2023 年，樟树

港辣椒种植面积达 1.18 万亩，总产值突破

5 亿元。

助 力 好 品 种 变 成 好 产 业 ，湖 南 农 业

大学的团队近年来一直在做樟树港辣椒

新品种的筛选、繁育工作。文谊新村的

航天育种科研培育基地里，湖南农业大

学园艺学院教授刘峰正在拾掇新出的辣

椒秧苗。“这是‘太空旅行’辣椒种子的第

三代。我们探索影响辣椒各个性状的决

定性因素，对太空种子做定向筛选，不断

培育采摘季更长、抗逆性更好的品种。”

刘峰说。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吨粮

田创建。近两年来，湖南汉寿、溆浦、隆回

等 地 的 一 些 生 产 示 范 片 ，粮 食 亩 产 超

过 1 吨。

1 亩地能稳定产出 1 吨粮食，离不开

高 产 品 种 和 高 水 平 管 理 的 示 范 推 广 。

从 2022 年开始，湖南隆平高科联合农业

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在全国开展吨粮

田 创 建 ，目 前 主 要 示 范 片 已 扩 大 到 100
多个。

“作为种业企业，我们加快传统育种

与现代生物技术深度融合的同时，推动实

现全生命周期、全业务流程的质量管理，

促使种子品质得以快速改良、优质品种得

到快速推广。”隆平高科副总裁、水稻首席

专家杨远柱介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统计的 2023 年杂交水稻全国推广

面积前十的品种中，隆平高科旗下品种占

7 个 。 2023 年 ，隆 平 高 科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92.23 亿元，综合实力位居全球种业企业

前八名。

既 攻 坚 前 沿 探 索 ，又 注 重 产 业 应

用，湖南种业正迈向更高水平。目前，湖

南拥有种子企业 400 余家，商业化育种规

模和水平居全国前列：杂交水稻供种量

占 全 国 1/3 以 上 ；辣 椒 选 育 品 种 累 计 推

广 面 积 约 1.7 亿 亩 ；三 倍 体 鲫 鱼 优 良 品

种已在多地推广养殖，生产优质苗种 60
亿尾……

着力种业基础创新  加快良种推广应用

一“头”一“尾”看种业
本报记者   孙   超   申智林   叶   子

高 质 量 发 展 调 研 行

11 月 30 日，重庆市云阳县

中医院骨伤科病房，冬日的阳

光照进来，病房里暖洋洋的。

“ 别 紧 张 ，下 来 走 几 步 看

看。”正在查房的骨伤科主任

何国军对魏光琼老人说。

3 天前，魏光琼刚接受了

右膝骨关节置换手术。老人

小心翼翼站起来，在助行器辅

助下，慢慢迈开了脚步。

一 步 ，两 步 …… 渐 渐

自如。

“快有双好腿了！”魏光琼

喃喃自语。“好好康复，几个月

后就真有双好腿了！”何国军

鼓励道。

这双“好腿”，75 岁的魏光

琼盼了十几年。

魏 光 琼 家 住 云 阳 县 青 龙

街道白云社区，靠每个月 1000
多元养老金生活。

“我妈这关节病有十五六

年了，她为了省钱，一直拖着

不去看病。”魏光琼大女儿余

兴淑说，2019 年母亲疼得受不

了，这才去了医院。当时大夫

建议两个关节都要置换，家里

权衡再三，只得先给疼得厉害

的左膝做了手术。

“ 报 销 后 自 己 掏 了 2.8 万

多元 ，对我们家来说 ，负担还

是 太 重 了 。 大 夫 说 右 膝 的 情

况也很严重，但当时我们只能

先拖着。”余兴淑说。

这一拖，跟来一串问题。

右膝疼痛加剧，行走愈发

困难，老人生活不能自理。

“ 家 里 得 有 人 照 顾 ，我 也

没法出去打工。”今年 8 月，余

兴淑悬着心离开云阳，不到 3 个

月 后 就 返 回 了 家 ，“我 妈 膝 盖

疼得厉害，我赶紧把她送到县中医院。”

进了医院，一忧一喜。

忧的是老人右膝关节退行情况非常严重，急需置换

手术。

喜的是，接诊的何国军大夫告诉他们，2021 年 9 月，

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其中，膝关

节平均价格从 3.2 万元下降至 5000 元左右，平均降幅超

过 80%。

“这个好政策，2022 年上半年就在云阳落地了！”何

大夫的话，解了魏光琼和女儿的后顾之忧。

“耗材价格降了很多，价格也是透明的，本院现在选

用的人工膝关节，大概是 4700 多元。”何国军说。

11 月 27 日，魏光琼拖了 5 年的手术顺利完成。出院

结算，报销后总共花费 9000 元。“少掏了约两万元，我们

负担得起。”余兴淑说。

集采落地云阳两年多来，共有 1200 多名像魏光琼这

样的患者得到救治。在重庆 ，得到实惠的患者达 3 万

多人。

“腿好了，能和老伴出门遛弯了，不再拖累孩子们

啦！”魏光琼现在就盼着赶紧康复，走着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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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人

都有自己的角色，党员干部应该

有什么样的角色定位？

重庆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

委会主任毛相林，在乡亲们眼里

是个“带头的”，他带着大家伙儿

凿出一条“天路”，走出了“天坑”，

也走上了康庄大道。

湖 北 武 汉 江 岸 区 百 步 亭 社

区的老党员陈立昌，在居民们眼

里是个“和事佬”，20 多年里，调

解 1830 余 起 矛 盾 纠 纷 ，群 众 满

意率 100%。

山 西 代 县 段 家 湾 村 的 刘 桂

珍，40 多年里干过乡村医生、代

课教师、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一

句“桂珍说好肯定好”，印证着她

是村民的“贴心人”。

…………

“带头的”“和事佬”“贴心人”

……称呼不同，内涵一样：为老百

姓办事的。因为事办得好，角色

当得好，才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

前 不 久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湖北考察时，来到咸宁市嘉鱼县

潘家湾镇四邑村，见村党群服务

中心墙上张贴着《服务群众事项

清单》，意味深长地说：“过去更多

的是要求群众去做事，现在更多

的是党员干部给群众办事、做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

变化。”

这个“根本的变化”，背后是干部作风之变、干群关

系之变。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作风建设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党风政风为之一新。透过“窗口”，可见一斑。

以前办个事，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干部动动嘴，

群 众 跑 断 腿 ”。 如 今 ，有 的 地 方 推 广“ 接 诉 即 办 ”机

制，有的地方设立“办不成事”窗口，从“最多跑一次”

到“一次也不跑”，再到“高效办成一件事”……群众

的事“不白跑”“有人管”“能解决”，群众自然竖起大

拇指。

作风建设，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根本问题。当

共产党的官，同历史上的官吏有本质的区别，党员干部

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角色，永远做人民的

公仆、人民的勤务员。

脱贫攻坚，也是作风攻坚。数百万扶贫干部奋战

在扶贫一线，爬最高的山，走最险的路，去最偏远的村

寨，住最穷的人家。“不为钱来，不为利往，农民才能信

你，才能听你”“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必须带领群众，

拔掉老百姓的穷根”……干部和群众结对子、认亲戚，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结下了深厚情谊。

党为人民谋福利，人民永远跟党走。将心比心，以

心换心。革命战争年代，“跟我上”和“给我上”，两句话

标注了人心向背。党员干部只有矢志“为老百姓办事，

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才能赢得群众真诚的信任和拥

护；只有冲锋在前作出好样子，才能凝聚起团结奋斗的

强大力量。

说是变化，其实也是回归。从“那个时代最富有吸

引力的革命者”，到“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

殊利益”，再到“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一切向

前走，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百年大党初心不改、矢

志不渝。

“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

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

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

一个……”搞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才

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一名党员干部的分量，要在老百姓心里的秤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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