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tcdaily@163 .com
TTOONNGGCCHHUUAANN  DDAAIILLYY

责编：崔旭东 编辑：张杜娟
版式：郭敬萌 88

2023年2月20日 星期一

综综综综合合合合····广广广广告告告告

地址：陕西省铜川市新区斯明街5号  邮编：727031 　办公室：2681731  新闻采编中心：2681738　2681739  广告热线：2681740　　传真专线:（0919）2681680　　广告经营许可证：铜工商广准字004号　　铜川日报社印务分公司印　　零售价：每份1.80元

　　春到武陵山，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长兴堡镇白
果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平地、锄草，准备
种下用于染布的植物。
　　“所有苗绣产品染色全部用植物染料，现在有板蓝
根等大约十个品种，今年要在原有500亩种植面积的基
础上增加到2000亩。”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松桃苗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石
丽平向记者介绍。随着她创立的“鸽子花”苗绣品牌影
响力持续扩大，来自海内外的产品订单源源不断，染料
的需求量也逐步上升。
　　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她提出支持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建立“中国苗绣研发中心”
等建议，如今已全部落到实处。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做两件
事，一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二是让苗乡群
众富起来。期待更多国际人士知道中国苗绣，希望
更多经典产品富裕苗乡群众。”57岁的石丽平看着苗
绣产品上代表高洁、高雅、高贵的鸽子花，向记者感
慨道。
　　“我带动起来的绣娘比较多，白天忙完公司的事，
晚上就挨家挨户到她们家里，年老的、年轻的，坐在一
起聊到很晚，把各种各样的苗绣拿来对比，有时候大家
还就刺绣技艺来上一番热烈的讨论。”石丽平说。除了
同绣娘交流切磋技艺外，她还以此为契机，深入苗乡群
众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面临的挑战。
　　在苗乡松桃的很多村庄，绝大多数妇女都是心灵
手巧的绣娘，她们从小耳濡目染，日久天长便熟练掌握
指尖上的绣花功夫。石丽平让留守妇女加工苗绣半成
品，搜集起来再进行深加工，苗族服装、香包、挂件、被
套、装饰品……一件件精美的苗绣产品便展现在消费
者面前。
　　“希望你们年轻一点的多创新，结合多元化的时尚
元素设计更多赶得上潮流的产品，这样才能俘获更多
年轻消费群体的心。”在28岁绣娘石维仙家中，石丽平
一番话语重心长。
　　通过石丽平的培养，石维仙在众多绣娘中显示出
高水平的苗绣技艺。现在，她不用背井离乡，在家做计
件，每个月收入大约4000元，并且还能照顾家庭，抽时
间还能种庄稼，在家不闲、收入不愁、地也不荒。像石
维仙这样的绣娘，石丽平带动了大约4000人。

　　一开年，来自北京、上海、新疆等地的订单接连不
断。在松桃、铜仁、贵阳等地的精深加工坊，从事深加
工的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一批一批的服装、挂件、香
包等苗绣产品正在紧锣密鼓赶制。这些苗绣产品，如
今已经卖到韩国、日本、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等近70
个国家，每年有70%的订单来自海外。
　　在履职的5年里，石丽平还一直为苗乡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奔走，提出了健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
服务体系、助力中小微企业纾困减负、加大少数民族地
区发展支持力度等建议。“当选人大代表后，通过多次
到易地扶贫搬迁点与绣娘切磋技艺，我发现还有不少
男劳力、包括年轻的懂苗绣的妇女选择外出务工，这就
说明搬迁群众就业服务体系还需要完善，所以提出通
过创造更多岗位助推搬迁群众就业的建议，真正实现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石丽平说。
　　“希望尽自己的一己之力，将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
经济。”她说。在石丽平的一本记录本里，大概记录了
这样一个培养计划：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让年轻人参
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让他们热爱苗族文化、热爱民族
文化，同时探索“苗绣+”发展模式，让苗绣生发更多可
能，惠及更多群众。

　　【记者手记】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苗绣传承和苗乡妇女的致富
增收，始终是石丽平的执着和坚守，也是她作为全国人
大代表履职的重要内容。
　　她忘我投入。贵州大大小小的苗寨，都有她的足
迹。“最近五六年，晚上串门，白天办培训班，带出大约
4000名绣娘，近300人成了制作高端产品的精英绣手。”
石丽平说。
　　她力争更好。“下一步打算以年轻带动年轻，培养
更多年轻绣娘，探索在苗绣产品中植入时尚、多元的元
素，让年轻人能够喜欢，让苗绣真正‘活起来’‘火起
来’，并以此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在家里就能
增收！”石丽平说。
　　她敢于创新。苗绣产品的经济效益和苗乡妇女的
增收，都在一路向上。“我鼓励她们跟我一起做，因为我
们有基础。”近几年，石丽平这个“电商后生”努力学习
开网店，还学会通过直播平台推广苗绣产品。
           （新华社贵阳2月17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石丽平：

绣出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新华社记者 汪军

　　初春的午后，位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山东银香
伟业集团奶牛养殖场内，一头头奶牛正咀嚼着以苜蓿、
金银花、燕麦草为主的精选饲料，一旁，全国人大代表、
曹县磐石街道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王银香正在仔细观
察奶牛的健康状况。
　　“通过村办企业带动，我们构建起了以奶牛养殖为
核心的‘从土地到餐桌全程有机循环的产业链’，实现
了存栏奶牛3万头、种植基地5万亩的产业规模，使1万
多名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王银香说。
　　关于大力发展农牧结合带动农村就业的建议，关
于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建议，关于提升农田利用效率
的建议……“当了30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我对农村工
作很有感情，希望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王银香已经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今年
她的建议仍将聚焦“三农”。
　　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代表，对于农村发展所面临
的问题，王银香有着切身的体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以来，王银香每年都深入一线访民意、听民声、察民情，
提交了100余条建议，多数与农村相关，涉及脱贫攻坚、
农村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
采纳。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怎样把农村教育发展好、
搞上去？”
　　2019年，王银香经过调研发现，农村的基础教育水
平上不去和家庭教育匮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她提
出了《关于促进家庭教育发展的建议》，这一建议也对
后续相关法律的制定起到了推动作用。
　　2022年，王银香走访后发现，因父母外出打工，不
少村民子女由老人进行“隔代教育”，导致有的孩子出
现自信心弱、抗压能力较差等心理问题，急需正确的引
导和教育。为此，她就如何加强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提出建议，希望以学校教育为起点，为乡村孩子的
心理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青年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如何吸引更多青年返
乡？”
　　“我们想到了在这一亩三分地上做文章，走‘农牧
结合’的路子，除了传统养殖，还发展出有机种植、生态
养殖、乳品加工等。”在王银香的带领下，五里墩村目前
已经形成“种植5万亩、奶牛3万头”的产业基础，吸引
了200多名大学生前来工作和居住。

　　“如果家乡产业发展得好，能够给年轻人提供发展
空间，大家自然愿意返乡就业创业。”王银香说，今年她
将继续调研如何让人才回得来、留得下，为乡村振兴提
供更有力的人才保障。
　　“怎样通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王银香说，五里墩村是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但
过去只注重种植，不注重打造品牌，导致优质产品卖不
出应有价值。“后来，我们积极拓展思路，立足实际创建
了有机鲜蔬品牌，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把五里墩村
的有机蔬菜卖到了全国各地。”她说。
　　“近年来，我们也在积极尝试让数字技术赋能实体
经济，比如在生态养殖过程中，打造‘智慧牧场’，通过
智能控制让各个独立的生产环节串联为一个完整的体
系。”王银香说，除了生产环节的数字化，销售环节也尝
试电商销售和直播带货等方式有效提升农牧产品的价
值空间。
　　“通过‘数实结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
能，这门功课我还需不断深耕，希望我能尽己所能，为
乡村振兴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王银香说。

　　【记者手记】

　　自小农村长大的王银香大姐，一头短发、干净利
落，初识就给人一种开朗、质朴、热情的印象。
　　在村民眼中，生活中的王银香和蔼可亲、处处为别
人着想，工作时则雷厉风行、敢想敢干。她关注农民增
收、挂念农村儿童、关心农村教育……
　　“我是一名农民代表，农民的事，就是我的事。”这
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她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旁人眼中是光
环，“我身上担着重任呐。”她说，“我们正处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更需要找
出不足、补齐短板，围绕乡村发展反映老百姓的心声。”
　　五里墩村，一不靠山，二不靠水，三没有地下资源，
只有人均一亩多的盐碱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银
香硬是靠着苦干实干，将五里墩村打造成远近闻名的
乡村振兴富强村。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王银香说，要带着乡亲们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新华社济南2月19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王银香：

农民的事，就是我的事
新华社记者 孙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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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失声明

　　南海之滨艳阳高照，海南三亚迎来南繁育种
季。在崖州区坝头南繁基地一处大棚，围绕葡萄
的“专家会诊”火热进行。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段长青拿着园艺剪，时而查看葡萄长
势，时而上手剪枝，频频向基地管理人员询问前期
栽培管理情况。大棚闷热，他的汗水早已浸湿
衣衫。
　　作为温带作物，葡萄在海南种植难度大，需要
突破热带地区休眠、解除休眠技术，还面临高温多
雨、病虫害多发、土壤盐渍化等不利因素。来自全
国各农业科研单位的专家积极探讨、出谋划策。

“通过品种改良、优化栽培模式让它们在海南‘安
家’，全国消费者就能一年四季吃上国产新鲜葡
萄。”该试验项目负责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陶建
敏说。
　　2021年进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以来，南京农
业大学三亚研究院已引进18个研究团队全面开展
工作。除了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新品种、
新技术就地推广，也成为该研究院的主要工作。
　　创新的种子结出硕果：去年，南京农大选育的

“宁香粳9号”在三亚示范种植，测产产量达每亩
587.5公斤，创造海南规模种植优质粳稻的高产纪
录；在崖州区抱古村建设睡莲种质资源圃与新品
种繁育基地，研发的睡莲永生花今年有望量
产……
　　新成果不断涌现，育种家们为攥紧“中国种
子”耕耘不辍。走进国家野生棉种质资源圃（三
亚），千姿百态的棉花令人大开眼界：矮得几乎匍
匐在地的澳洲棉，棉絮呈棕色的达尔文氏棉……
世界上发现的53个棉种中，活体保存于这里的就
有38个，收集保存资源棉种数居世界第一。
　　围绕这些宝贵的种质资源，科研人员正在进
行评估鉴定和挖掘利用。“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种质资源是培育好种子的第一步。”中国农业科学
院棉花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记介绍，这里先后向各
科研单位提供遗传材料1万余份次，直接用作亲
本育成棉花新品种近200个。
　　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往往要经过8至10代。南
繁，就是将夏季在北方种植的农作物育种材料，于
冬春季节在温暖的海南南部再种植一季或两季，

以缩短育种周期。
　　每年南繁季，仅中国农业大学到三亚开展科
研的团队就超过30个。从早到晚，中国农大作物
育种海南基地不乏科研人员的身影。各试验田种
的都是玉米，却呈现出不同风景：有的材料刚刚播
种、发芽；大部分材料处于授粉季，已有一人多高；
还有些材料已经采收、脱粒，正在晾晒种子。
　　春节至今，基地负责人刘波天天忙着为玉米
套袋、授粉。春节前后是玉米授粉关键期，他在基
地里过了21个春节。他所在的科研团队要从上千
份材料中筛选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材料，通过
杂交组合选育玉米新品种。“育种是个漫长的过
程，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才能迎来良种‘破土而
出’。”刘波说。
　　除了科研工作，刘波还要为各团队做好科研
用地保障。从起初四处奔波找地，到建成一个个
设施完备的基地，中国农大在三亚已拥有近千亩
科研用地。
　　科研条件不断完善，南繁不再“又难又烦”。
崖州区坡田洋绿意盎然，连片试验田环抱下，新建
三层小楼引人注目。这座南繁服务站面积不大，
却涵盖了农资和工具仓储室、考种室、午休室、餐
厅等设施，满足科研人员生产生活需求。
　　回家过年待了10天，中国农科院国家南繁研
究院硕士研究生谌泊均就匆匆从新疆返回三亚，
赶在2月初收获大豆。他将收获的植株、种子运
到南繁服务站，在考种室量株高、算豆粒、测粒重，
筛选表现优异的材料。他说，试验田离研究院10
多公里，很多工作在南繁服务站就能做，不能把时
间耽误在路上，“我希望利用好南繁优势抓紧科
研，争取早出成果！”
　　随着智能育种设备、南繁全链条服务逐步
覆盖，育种家们能更专注于科研。在南京农大三
亚研究院的智慧试验田，传感器、摄像头、无人
机取代过去的“眼瞪尺量”，实时监测、收集作物
表型信息并上传数据平台，为育种科研提供决策
参考。
　　眼下，三亚还在推广种业CRO（合同研究组
织）服务模式，为科研单位提供翻地、插秧、打药、
施肥、收获等田间管理服务。海南省崖州湾种子
实验室基地保障部负责人袁清波说，企业提供从
播种到收获的全链条、菜单式服务，让科研人员不
再“一边当农民，一边搞科研”。
         （新华社海口2月19日电）

“抢抓”好春光 “育出”新希望
——— 海南南繁科研一线见闻

新华社记者 陈良杰 王晖余 罗江

强信心·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