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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公益广告

铜川日报社 宣

关关爱爱未未成成年年人人  就就是是关关爱爱未未来来

    加加强强未未成成年年人人思思想想道道德德建建设设

            关关爱爱未未成成年年人人健健康康成成长长

（上接第一版）孝敬母亲、照顾患病姑父的微电影《朗朗的笑撑
起蓝蓝的天》，感人至深。2019年5月，他根据残疾姑娘海浪艰
苦创业的事迹拍摄的微电影《折翼天使》一经推出，便受到了社
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疫情防控期间，同兰辉牵头组建了一支

“退役军人先锋队”，奋战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其间他拍摄的
宣传疫情防控的短视频在新媒体平台累计播放量超30万人次。
从小就热爱写作的他，钟情翰墨，笔耕不辍。在他的影响下，全
家人经常进行的娱乐活动就是他说诗词的上半句，妻子和儿子
答诗词的下半句。

弘扬时代精神

　　小丘村村民武小运坚持摄影20多年，普通人家的婚丧嫁
娶、村庄的点滴变化、美丽的自然景色，都是他镜头摄取的素
材。武小运记得，10多年前，他在一户贫困家庭拍照片时，一走
进土窑洞就被惊呆了。他看到两排奖状整齐地在墙壁上贴了
一圈，有些奖状已经发黄。奖状是这家两个孩子的。两个孩子
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然而由于家庭贫困，姐姐已
经辍学回家。从那时起，武小运就下决心要用自己的镜头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小丘村村民李建忠自学编剧，他经常把乡邻间的好人好
事、小丘塬上的人文传说写成剧本，无偿提供给影视公司采用。
他经常说：“只要能把小丘村宣传出去就行！”
　　2018年，武小运和王建明、周建林、朱俊平、白宝全几个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丘隅影视文化传媒工作室”，致力于宣
传地方文化、传播正能量。工作室成立不到两个月，就拍摄了一
部宣传小丘名吃的方言微电影《剺面缘》。该电影播出后引起强
烈反响。他们推出的小丘“快闪”全民齐唱爱国歌曲活动，点燃
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快闪”《我和我的祖国》登上了“学
习强国”平台，受到社会公众的称赞。之后，他们又陆续拍摄推
出了《丘隅大地美成水墨画》《正月十五闹元宵》《小丘苹果花海》
等作品，为宣传当地社会发展成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小丘村村民张竹梅爱好文艺，被聘为镇文化站站长，她每
年都要组织乡亲们举办多场文艺演出。在她的带领下，小丘塬
上的村庄里，也像城里一样经常回荡着广场舞的旋律。
　　据不完全统计，在小丘镇的16个村中，像朱俊平、同兰辉、
何改荣、武小运这样的“文化人”不下百人。近年来，在他们的
带动下，当地爱写作、爱书画、爱文艺的氛围蔚然成风，剪窗花、
扭秧歌、说快板等民间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许多忙完农
活的村民在空闲时间，创作出了有浓浓生活气息的文艺作品，
为乡村文化振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载《陕西日报》2023年3月22日第11版）

　　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比上年增
加74亿斤，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14亿多人手中的饭碗继续
端稳。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一系列新科技、新农机、
新农艺的应用。从北国寒地到渤海之滨，从三江平
原到赣南红土，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脚印，深深镌
刻在大江南北的田野上。

机械化普及让农民解放了双手

　　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有限公
司，每到秋收时节，年过六旬的种植户张景会都要亲
自开着收割机来到“万亩大地号”地块开始操练。
　　张景会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建三江，感慨万千。

“那时候用的拖拉机、收割机比现在少多了，马力也
比现在小。”张景会说，天气骤变要抢收时，人们要日
夜不停地挥动镰刀，“要赶上下雪，能收到来年元旦，
和现在根本没法比。”
　　从“举起镰刀”到“放下割台”，是农业生产机械
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缩影。
　　“要不是现在农机这么发达，我们俩根本不敢种
这么多的地。”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洪河农场
有限公司，陈新明和妻子经营着340多亩水田。陈新
明说，由于机械力量强大，除了插秧时为抢农时需要
雇一名工人，地里剩下的活夫妻俩就能完成。
　　如今，建三江形成了国内最大的农业机械群，全
程机械化程度居全国之首，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
99.8%，农机装备水平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今年2月，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立平农机合作社
接到一份万亩小麦施肥订单，合作社从植保联盟单
位调集4台无人植保机用于返青小麦施肥。合作社
负责人肖丙虎说：“我们采取订单共享模式，合作社
接单，植保联盟单位就是农机储备库，大大提高了机
械化服务能力。”
　　立平农机合作社成立10年间，从普通机械到无
人机机械再到北斗导航播种，农机越来越先进。现
在，合作社共有各类农机具208台套，能够为3200余户
农民提供“耕种管收”一条龙服务。
　　春分已过，气温回升，田间即将除草。“我们接下
来打算给自走式打药机装上导航系统，不再出现重
喷、漏喷的现象。”这段时间，肖丙虎又有了新计划。
　　山东是我国第一农机大省，农机行业规模以上
企业约450家，主营业务收入600亿元，山东小麦、玉米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99%、96%。
　　“我们26人就能种上万亩地。”在江西省南昌县
蒋巷镇，种粮大户邹泰晖忙着检修农机设备。
　　邹泰晖说，他把部分农机安装了北斗农机自动
驾驶系统，结合5G技术，智慧农机可以实现数据实时
传输，远程操控，一台无人旋耕机耕一亩地只需7分
钟左右。他打开手机上的一个App，只见农田的气象

监测、土壤监测、巡田管理等数据一应俱全。
　　农业机械化发展趋势，正在深刻改变农户的种
植理念和习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
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进入机械化主导
阶段。当前，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11亿千瓦，比2012
年增长36个百分点左右；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超过72%，比2012年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下一
步，农业机械化将向着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加速迈
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有力的装备支撑。

智慧农业让粮食生产如虎添翼

　　去年插秧季，在北大荒集团创业农场有限公司，
几台无人驾驶智能搅浆整地机协同作业，根据作业
需求自动前进、后退，行至地头还能自动转弯。农机
缓缓驶过，黑土和水掺在一起，原本高低不平的水
田，变得平坦。
　　“‘ 5G+北斗’是实现无人作业的技术基础。”创业
农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少宁说，这些无人农机都
是利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控制车辆行驶路径，
通过5G网络传输自动控制方向，利用传感控制器发
送数据，实现智能化、无人化。
　　“不仅作业水平高，而且还能少雇一个工人，插
秧季每天能节省六七百元种植成本。”北大荒集团勤
得利农场有限公司种植户赵锡臣2022年种了近500亩
水稻，使用了智能无人插秧设备。他说，原来插秧需
要一个司机、一个摆盘工，现在只需要摆盘的，既减
少了人工又提高了效率。
　　“以前想了解地里的含水量，得用脚踩踩、蹲下
看看、挨着转转，花大半天时间。”山东省邹平市明集
镇解家村的种粮大户刘水波说，“如今，在手机里打
开‘惠种田’App，每个地块墒情一目了然，还能和往
年同期进行对比。”智慧农业让刘水波尝到了甜头。
目前，邹平市智慧农业面积超过35万亩。
　　“除监测外，平台还建立了行业交流库、专家咨询
库以及农业技能提升等功能模块，帮助用户第一时间
解决问题，农户也可以将自己的种植经验进行分享交
流。”邹平市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股股长梁胜江介绍。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通达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理龚建勤点开智慧农业数字平台介绍说，合作社
每台农机都安装了定位系统，机器下田作业时，平台
同步生成数据信息，据此分析调度春耕田管更精准。
　　宜丰县通达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2020年开始使
用智慧农业数字平台。目前合作社共有184台农机
纳入大数据平台监测系统，系统能为5万余亩农田提
供春耕服务。
　　“以前靠经验种田，如今通过大数据平台有针对
性地安排作业，效率提高不少。”农民刘高升2017年
加入通达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随着农业机械化和
智能化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推广，他的种粮信心大

增，种植规模也日益扩大，目前他的家庭农场耕地规
模达到600多亩。

精细化作业深挖粮食增产潜力

　　“过去施肥多，地越种越硬，产量一年不如一年，
为求高产又多施肥，结果形成恶性循环。”北大荒集
团建三江分公司鸭绿河农场有限公司种植户武凤斌
说，最近几年，他在农场的倡导下，通过粉碎深翻等
方式对农作物秸秆进行还田，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培
肥了地力。“结合这几年农场搞的测土配方施肥，地
力和土壤耕作条件都上升了，水稻产量也比前些年
提高了不少。”
　　鸭绿河农场有限公司测土配方工作人员彭刚
说，测土配方施肥通过对土壤元素的养分测试，指导
种植户科学施肥。“缺什么补什么，避免不必要的肥
料浪费，为种植户降低成本，同时避免过度施肥造成
土壤板结，改善土壤条件。”
　　截至目前，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已建立覆
盖15个农场有限公司全面积耕地的测土配方工作体
系。2022年按检测数据向种植户发放施肥建议卡1万
余份。建三江农业科技贡献率达77.07%，科技成果转
化率达98%以上。
　　走进山东省寿光市崔岭西村种植户崔江元的蔬
菜大棚，串串西红柿像红玛瑙般挂在枝头，煞是喜
人。崔江元正给蔬菜追肥，在水肥一体化管理机的
帮助下，他只需设定程序，整个大棚追肥、浇水就可
自动完成。崔江元说：“十几年前，种大棚采用挖沟
漫灌，一人拌肥、一人打水，要3个多小时，现在1个多
小时就自动完成了。”
　　现在，崔江元给大棚里的蔬菜浇水基本不用人
工。“之前漫灌一个棚需要20多立方米水，现在只需
要一半，每个棚每年能省两三千元。”崔江元说。
　　近年来，山东省强化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推广
节水灌溉与农机、农艺、农技相结合，引领带动其他
经营主体发展节水农业。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实施“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加强精耕细作、最大程度提
高生产效率，农业社会化服务愈发受到追捧。
　　江西省吉水县醪桥镇种粮大户周小毛有600亩
水田，今年他和江西井冈山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签了
托管合同。育秧、耕地、插秧、施肥、收割和销售都不
用他操心，平日管管沟渠供水就行。
　　井冈山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小庆介
绍，公司既提供全过程托管的“全职田保姆”服务，也
有购买单项或多项农业服务的“钟点工田保姆”，购
买社会化服务如同看着菜单点菜。
　　冯小庆说，他们将继续在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
深耕，做好农民的“田保姆”，让农民种田收益更加稳
定。（记者刘伟、王春雨、黄腾、谢剑飞、熊家林、高天）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强科技端牢“中国饭碗”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记者 李延霞）中国银保监会
24日对外发布《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旨在
厘清各类信托业务边界和服务内涵，丰富信托本源业务供给。
　　通知强调信托公司受托人定位，根据各类信托服务的实
质，以信托目的、信托成立方式、信托财产管理内容为分类维
度，将信托业务分为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公益慈善信
托三大类，并在每一大类业务下细分信托业务子项，规范每项
业务的定义、边界、服务内容和禁止事项等。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完善相关配
套制度，促进各类信托业务回归本源、规范发展。

银保监会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