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芒种时节农事忙。 河南、 山
西等地麦收陆续进入尾声 ， 湖
南、 江西一些地方正忙着种稻插
秧。 北方收麦、 南方种稻， 收与
种紧密相连， 南与北交相辉映，
中部这片土地上充盈着丰收与希
望的气息。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
生产基地。 “确保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要坚持城
乡融合发展，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
代 推 动 中 部 地 区 崛 起 座 谈 会
上 发 表重要讲话 ， 为中部地区
农业农村发展指明方向、 提供遵
循。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中
部省份不断提高粮食生产保障能
力， 加快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持续推进农业农村改革， 在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铿
锵步伐。

想方设法让 “中国饭
碗” 端得更牢

夏粮抢收忙。 在河南省漯河
市召陵区的一块麦田里， 小麦收
割机手谢国兵打开手机里的 “河
南农机云” 软件， 点击 “开始作
业”。 2个多小时后， 他点击 “结
束作业 ” ， 弹出的收割面积是
“23.6亩”。

像这样的忙碌场景， 谢国兵
今年夏收时节不知经历了多少
次。 “如果农户着急收麦却没有
收割机， 就可以在这个软件上搜
索离自己最近的收割机 ， 点击
‘联系机手 ’， 就能拨通电话 。”
谢国兵一边演示一边说。

从开镰到现在， 经过近一个
月的奋战， 河南全省超过8500万

亩小麦已接近收获完毕。
河南小麦产量全国第一， 安

徽被誉为 “江淮粮仓”， 山西是
“小杂粮王国” ……作为重要粮
食生产基地 ， 中部地区是端牢
“中国饭碗” 的骨干力量。 眼下，
中部地区夏粮收获已接近尾声 ，
从一些地方田间测产和实打实收
情况来看， 夏粮生产形势较好，
有望迎来又一个丰收年。

粮食丰产的背后， 离不开耕
地质量这个 “关键变量”， 也离
不开科技创新与良种、 良技、 良
法的推广。

藏粮于地， 筑牢丰收之基。
中部各省近年来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 藏粮于技， 高标准农田建设
面积稳步增加 ， 田 、 土 、 水 、
路、 林、 电、 技、 管综合配套，
农田可持续利用水平和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为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创造了有利条件。

良种是农业 “芯片”。 湖南
省农科院已自主建立了第三代杂
交水稻技术体系， 成果应用实现
了双季稻大面积示范亩产突破
1500公斤的攻关目标； 河南建设
了种业创新高地 ， 一座立足河
南、 服务全国的 “中原农谷” 在
新乡悄然矗立； 山西持续推动种
业振兴 “五大行动”， 在全省布
局5大领域27项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强 “芯”， 已成为中部各
省抓粮强粮的共识。

智慧农业， 赋能粮食生产。
手机App一点， 就能知道田里空
气和土壤温度 、 湿度 、 养分情
况， 以及如何改善农作物生长条
件 。 在中部省份不少 “智慧农
业” 示范田中， 物联网技术已成
为提质增效利器。

三产融合释放农业发展潜力
随着端午节到来， 山西省吕

梁市临县前青塘村又到了一年中
最忙碌的时候。 走进这个黄土高
原上的村庄， 空气中散发着粽子
的清香， 村里的粽子加工厂传来
煮粽子的 “咕嘟咕嘟” 声。

在前青塘村的粽子加工厂，
56岁村民王金莲包好一个粽子仅
仅需要15秒。 “现在每月能挣上
五六千元。” 她说， 在家门口打
工挣钱不少， 还方便照顾家里。

作为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临县青塘蜜浸大枣
粽知名度越来越高。 如今， 青塘
粽子已成长为大产业。 今年青塘
粽子产量预计超过3000万个， 销
售额有望突破7000万元， 带动村
民人均增收近万元。

农业是古老的传统产业， 也
是承载希望的朝阳产业。 古新之
变， 关键在于一个 “融” 字。 中
部省份立足 “农”、 发展 “农”、
超越 “农”， 不断延伸农业产业
链，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让传统农业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走进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鑫
波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 流水线上正在灌装晶莹饱
满的 “孝昌太子米 ”。 近年来 ，
当地通过统一品牌、 统一种植、
统一收购 、 统一加工 、 统一包
装 、 统一销售 ， 提质量 、 增效
益、 创品牌， “孝昌太子米” 区
域公用品牌不断彰显。

根据规划， 到2025年， 孝昌
县将实现中高档太子稻种植面积
10万亩以上， 全县稻米生产、 加
工和销售产值过亿元企业4家以
上， 发展 “孝昌太子米” 绿色食

品、 有机食品生产企业8到10家。
农业提质增效， 不仅要赋予

其更多市场价值， 也要不断拓展
其 多 种 功 能 。 “农 业 +休 闲 ”
“农业+旅游” “农业+生态” 等
一系列 “农业+” 项目也在中部
农业异彩纷呈。

在花海中拍照留念， 在大自
然中呼吸新鲜空气……依托土豆
花开满山坡的花海景致， 山西省
岚县已经举办了9届 “土豆花开
了” 旅游文化月活动。

在岚县河口乡王家村， 村里
的310户村民几乎都从事与土豆
相关的工作。 开了一家农家乐的
村民王爱珍在旅游高峰期每天能
接待四五十人左右， 年均增收超
过1万元。 如今，土豆带动当地种
植、加工、文旅、餐饮等产业， 涵
盖了岚县大约80%的劳动人口 ，
形成了近15亿元的产业规模。

全面深化改革 乡村振
兴活力迸发

1978年冬， 在安徽省凤阳县
小岗村， 18位农民为吃饱肚子摁
下红手印， 分田到户搞起 “大包
干”， 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 ， 开启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大
幕。

四十多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农业农村改
革在中部大地上持续深入推进。
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到推进
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创新， 从深化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到探索基层治
理新路径……一系列改革举措，
让中部地区乡村振兴活力迸发。

炎炎夏日， 在山西省临汾市
翼城县唐兴镇石桥村， 收割机在
麦田间来回穿梭。 “我们村采取

全产业链托管， 良种、 农资、 管
理、 收获等全部由村集体负责，
农户不用操心。” 石桥村党总支
书记赵小冬说， 全村已有100多
家农户与村集体签订了合作协
议，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今年共托
管农田500多亩， 预计可带动村
民增收超过10万元。

近年来， 翼城县大力推广农
业生产托管社会化服务， 通过生
产经营方式创新， 实现了劳力得
解放 、 土地有人管 、 收益有保
障 ， 有力破解了 “谁来种地 ”
“如何种好地” 等难题。

种地难题解决了， 村民和村
集体的 “腰包” 也要鼓起来。 随
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改革
措施的深入推进， 中部地区越来
越多的村民变成股东， 获得更多
财产性收入， 农村集体经济得以
持续壮大。

在湖北省江陵县 “联村发
展” 产业园， 拳头大小的吊瓜密
密麻麻吊在尼龙网下 ， 长势正
旺。 “村集体有钱出钱、 有地出
地， 大家每年按出资比例分红。”
江陵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不仅入股吊瓜产业
园， 还发展大棚蔬菜， 种植优质
粮食。” 江陵县秦市乡秦家场村
党支部副书记张金平说， 今年是
个丰收年， 预计村集体收入超50
万元 ， 比去年增加123%， 带动
村民人均年增收近万元。

山野田间活力涌， 奋发崛起
正当时。 从太行山到井冈山， 从
黄土高原到江汉平原， 以改革为
动力， 向创新要活力， 一幅乡村
美、 农业强、 农民富的振兴画卷
正在广阔的中部地区徐徐展开。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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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牢“中国饭碗” 激发振兴活力

炎炎夏季， 防晒衣是很多人
的心头好。

云朵凉感、 原纱防晒等一众
概念走俏市场； 从头到脚， 从连
帽、 斗篷等款式到多巴胺配色，
防晒穿搭成为夏日潮流。

防晒衣火了， 这个产业有多
大？ 艾瑞咨询联合相关品牌发布
的数据显示， 2023年我国防晒服
配市场规模达到742亿元， 预计
2026年将达958亿元， 防晒衣占
比将超50%。

消费升级 、 供给 “进阶 ”、
科技赋能…… “晒” 出来的大市
场里， 有 “流量密码”。

有需求， 才有商机———
由 “皮肤风衣” 发展而来的

防晒衣， 之所以火爆市场， 和防
晒需求上升紧密相关。

一方面 ， 大众防晒意识强
了 。 “防晒抗初老 ” “全年防
晒” 等话题在社交平台上盛行，
不仅有流量 ， 也带火了防晒用
品、 防晒穿搭， 不仅女士防晒，
儿童、 男士防晒也成为市场新增
长点。

另一方面， 户外生活方式火
了。 登山露营、 亲子出行、 徒步
骑行……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走
向户外， 防晒衣有了更丰富的应
用场景。 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新型
防晒产品不断涌现， 融合时尚元

素也成为防晒服饰的 “加分项”。
五一前两周， 京东平台儿童

防晒衣、 户外防晒衣成交额环比
增长超100%， 男士防晒衣 、 时
尚 防 晒 衣 成 交 额 环 比 增 长 超
80%。

不止是服装， “防晒腮红口
罩” “冰袖” “脸基尼” 等也销
量剧增。 防晒产品正打破单一季
节限制和固化标签， 在审美和社
交属性方面提供更多价值。

从头到脚 “捂” 起来， 防晒
衣也讲科技———

随着先进技术 “织” 入一丝
一布， “千丝万缕” 正走向 “千
变万化”。

比如 ， 相比之前的涂层防
晒， 近期流行的原纱防晒就是在
服装的源头———纱线中加入了防
晒因子， 制作成面料。 这种工艺
的加持， 既保持了防晒效果， 也
更加透气舒适。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 防晒衣卖的不仅是产
品， 也是功能， 还要主打 “科技
内核”。 不仅防晒， 凉感、 轻薄、
透气、 时尚同样是研发的主要方
向。

这是材料的变化： 凉感面料
通过纤维材料组合、 加工制造技
术等， 实现穿着干爽清凉； 绿色
环保的竹纤维和抗皱性强的聚酯

纤维织在一起， 更加透气吸湿、
抗菌防皱……

这有制造的变迁： 不少品牌
在网络上生成 3D数字化服装 ，
缩短市场反馈周期 ， 提升开发
“爆款” 的效率； 通过工业互联
网， 服装、 面料拥有 “身份证”，
柔性生产更普及……

防止以次充好， 要在真防晒
上下功夫———

市场快速增长， 防晒衣品种
也是纷繁复杂。 有些用概念炒噱
头， 有些虚标功能， 有些打 “擦
边球”， 单衣、 外套都当防晒衣。
一些消费者也反映 ， 是否真防
晒， 有时也 “傻傻分不清”。

产品好不好， 消费者用脚投
票。 做到真防晒、 满足真需求，
防晒衣才能从 “网红 ” 到 “长
红”。

这其中，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完善防晒产品标准体系和检测体
系， 加强监管； 商家要树立诚信
经营的意识， 做好产品； 企业也
要不断创新， 创造高品质供给，
回应多样化需求。

用供给 “晋级” 满足消费升
级 ， “防晒经济 ” 才能健康成
长。 人们期待着， 未来能有更多
美 “布” 胜收， 在炎炎夏日， 来
个清爽出行。

据新华社

在西藏那曲市申扎县海拔约4700米的湿地里， 一对对黑颈鹤夫妇
正在孕育下一代。 图为破壳不久的小黑颈鹤， 长着金黄色的绒毛， 它
们紧紧跟在父母身边， 学着觅食。 新华社发

“晒”出来的大市场！防晒衣里有“流量密码”

———中部地区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新华社电 记者11日从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 我国
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
选拔工作日前结束， 共有10名预
备航天员最终入选， 包括8名航
天驾驶员和2名载荷专家 （香港
地区 、 澳门地区各 1名载荷专
家）。 后续， 他们将进入中国航
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接受全面系统
的训练。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

备航天员选拔工作自2022年下半
年全面启动， 经过初选、 复选、
定选三个阶段。 期间， 首次面向
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得到了
港澳各界和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
和热情参与。

目前， 我国航天员选拔训练
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随着载人航
天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 还将有
国外航天员参与选拔训练并执行
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黑黑颈颈鹤鹤家家族族又又添添新新宝宝宝宝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