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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的今天今天

秋风送爽，浙江各地水稻陆续进
入开镰收割期，而科技赋能也为丰收
增添了别样风景。走进浙江省嘉兴
市嘉善县西塘镇的一片稻田，400 亩

“禾香优 1 号”单季稻长势喜人，正
在孕育饱满的果实。

行走其中，这片稻田看上去与普通
稻田别无二致，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其田间地头遍布各类传感器和智能设
备。田埂旁的数字大屏上，低碳稻田数
字孪生平台可以精准“照顾”每一块稻
田，查看水位线状况并精准灌排。

这是由中国水稻研究所联合相关
企业研发的低碳稻作技术，在不减产前
提下，可实现亩均碳排放当量较传统模
式减少超20％，产出科技味十足的“低

碳稻”。项目运营方负责人孙利利告
诉记者，这片低碳稻田即将于11月上
旬开始收割，亩产预计可以达到 700
公斤左右，“第一批‘低碳稻’即将迎
来收获，我们都很期待。”

为做好秋收工作，浙江农业农村
部门还积极组织农技人员、科技特派
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各地种粮大
户、科技示范户等利用晴好天气加紧
收割、烘干稻谷。

在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正大余姚
中泰生态农业园的种植基地里，金灿灿
的晚稻成块连片，串串稻穗颗粒饱满，
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稻香。收割机开足
马力，在稻田来回穿梭，装满稻谷后驶
向田间一侧，脱粒的稻谷顺着输送管

“流”进路边的运粮车。
“今年我们种植了2.4万余亩的单

季晚稻，从9月底开始根据不同品种的
成熟情况陆续进行收割，到11月中旬
将全面完成收割。”正大余姚中泰生态
农业园技术总监付力成介绍，今年园区
种植了“秀水14号”“中科3号”“甬优
1540”等品种，目前已收割7000余亩。
预计亩产可达750公斤，虽比去年略有
下降，但仍属高产年份。

据了解，余姚今年单季晚稻共有
13.3万亩，虽然今年单季晚稻在扬花
期和孕穗期遇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
但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当地采取沟渠
疏通、引水灌溉保苗等抗旱措施，最
大限度减轻了高温干旱天气给晚稻

生产带来的影响。
在浙江多地秋收现场，还能看到

各类农机装备“大显身手”。在浙江
省衢州市开化县桐村镇杜坑村，童氏
家庭农场的 200 多亩水稻一片金黄，
两台收割机穿梭其间，饱满的稻穗被

“收入囊中”。
“预计这片稻田产量能达到每

亩 550 公斤。”童氏家庭农场主童开
化表示，他从 2016 年开始尝试水稻
耕种、植保、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
而全机械化收割机的使用，让切割、
脱粒、粉碎稻秆等工序一气呵成，
200 多亩水稻在 5 天内就能收割完
毕，极大地提高了收割效率。

（新华社杭州10月20日电）

技术赋能绘就金秋好“丰”景
——浙江部分地区秋收一线见闻

新华社记者 许舜达

日前，位于“黄金玉米带”的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 1785 万亩玉米进入
收获期。在通辽市奈曼旗、科尔沁左
翼中旗、开鲁县等地，大小机械齐上
阵，确保秋粮有序收获。

在通辽市奈曼旗义隆永镇方家
营子村，种粮户张祥忠的 140 亩玉米
地里，收割机、运粮车在田间地垄来
回穿行，一个个收获的玉米颗粒饱
满。“今年种了140亩地，一般都是每
亩（潮粮）2300斤，最少的也得打2000
斤，今年肯定是增产的。”张祥忠站在
玉米田间兴奋地说。

今年奈曼旗采用玉米密植滴灌生
产技术，平均产量2087.3斤。“原来我
们这地方玉米（潮粮）单产在1800斤到
1900斤，今年我们在这个项目区采用

了密植滴灌技术，比以往年景每亩地
增产 300 斤到 400 斤，每亩地能增收
500元左右。”方家营子村委会副主任
张玉辉说。

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架玛吐镇，
2000 多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区
的收获已近尾声。“今年是头一年推
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我们把地
流转到合作社，实现统一种植、统一
管护，这样小田变大田，管护成本也
降低了。”架玛吐镇镇长陈宏岩说，

“今年镇里合作社共种植 2000 亩，其
中200亩地采取一穴双株，1800亩地
种植了鲜食玉米，均采取60％的玉米
和40％的大豆比例模式，玉米（潮粮）
亩产是 1500 斤左右，鲜食玉米亩产
2500 穗，两种玉米亩产值基本一致。

大豆亩产 100 斤，加上国家的政策补
贴，比以往的种植模式每亩要增收
300元。”

随着玉米进入收获季，农机合作
社也忙碌起来。在奈曼旗新镇大代
村，村里的农机合作社不仅收割自己
村的7000多亩玉米，还能到附近的村
子接单增收。村民张春发说：“村里购
买农机的钱是政府全额补贴，现在合
作社有玉米收割机、收草打捆机、犁地
机一共4台7套。”他算了一笔账，一台
收割机一天能收100亩地，收一亩地是
50块钱，除去农机手的报酬、油钱，这
几天收割机的纯利润就有2万多元。
收完玉米后，地里的秸秆也不浪费。

“打捆机过几天就下地，把秸秆打捆后
直接就做饲料了。”

粮食丰收了，收粮站也在全力运
转。在奈曼旗新镇舍布日图嘎查的一
家收粮站，运粮卡车有条不紊地进站、
过磅、卸粮，脱粒后的玉米随后进入烘
干机，在降低含水率后直接进入集装
箱运往锦州港。

近年来，内蒙古通辽市不断深化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等11家科研教学机
构的合作，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
准调控和集成多项关键技术，同时通
过及时下达补贴资金、重点季节跟进
指导、加大技术培训等手段实现增产
丰收。来自通辽市农牧局的数据显
示，通辽今年玉米播种面积1785万亩，
预计产量215亿斤，截至10月18日，玉
米已收获1446万亩，占比81％。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20日电）

或许已经习惯了与安静的文物打
交道，陈国科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但每
当谈起野外考古发掘的经历时，他的肢
体动作会变得格外丰富，还会不自觉笑
出声来。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那些
外人眼里的辛苦，执着地谈论新发现带
来的惊喜。

今年42岁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所长陈国科出生在甘肃省平凉市静
宁县——驰名中外的“中国苹果之
乡”。黄土高原缺水，他却见证了家乡
人在黄土旱塬孕育出“最甜的苹果”，

“咬牙也要把事情干好”的信念也无形
中融入骨血。

陈国科大学学的考古学，当时还
是冷门专业。工作不久，他就担当起
重要任务，在2006年的全国长城资源
调查项目中主要参与定西市临洮县战
国秦长城和张掖市山丹县汉明长城的
试点调查工作。从零开始，边干边摸
索西部地区长城特点及调查方法。

“参与田野工作越深入，我越觉得

考古博大精深，逐渐感觉在学校学到的
知识不够用了。”陈国科说。因此他萌
生了提升研究能力的想法。那时河西
走廊早期矿业遗址调查发掘刚刚开始，
时任所长的王辉研究馆员建议他试试
科技考古。于是2008年陈国科考取了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方向的研究生。

“科技考古为还原历史提供了更多
微观线索，但那时这个领域还比较‘小
众’。”陈国科说。

文科生从事理工科研究何其艰
难。陈国科每天至少花16个小时在学
习和实验上。他听完了冶金、化学、材
料等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跟着
老师一遍遍学习制备样品、电镜扫描、
分析数据等实验流程。

在学习时期，陈国科还承担着张掖
西城驿冶金遗址和肃北马鬃山径保尔
草场玉矿遗址发掘工作，几年间在北
京、张掖、酒泉三地往返奔波。

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平均
海拔在2000米以上，自然环境尤其艰

难。发掘工作最开始时，陈国科独自在
马鬃山镇找出并划定了6平方公里的
遗址面积。第二年他领着两个实习生
开始了遗址发掘工作。

“那时经常是方便面还没泡开，人
已经睡着了。”陈国科笑着说。

辛苦终究没有白费。陈国科和团
队在发掘过程中，又分别在2014年和
2015年发现了马鬃山寒窑子草场玉矿
遗址和敦煌旱峡玉矿遗址。一系列玉
矿遗址的发现不仅揭示了我国目前所
见年代最早一批集采矿、选矿、防御等
于一体的采矿聚落遗址，还表明甘肃
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很早就进入到甘肃
以东及周边区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陈国
科自己也实现了从田野到实验室全过
程考古研究的突破。

走上领导岗位后，陈国科一如既往
坚持苦干。他带领全所就1986年以来
已开展的147项考古工作进行资料梳
理出版。几代人积攒的材料浩瀚如山，

一个项目的文物资料就足以建起一座
博物馆。

陈国科带着同事们一个一个项目
“啃”。现已出版考古报告、图录、论文
集17部。同时，他还借助VR等技术手
段，探索复原遗址现场，“活化”曾经存
在档案里的历史数据。

“历史不能锁在柜子里。”陈国科
说，让当代人认识、感受历史文化的魅
力，是新时代赋予考古人新的使命。

十多年来，陈国科先后参与完成
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50余项，在
丝绸之路考古、早期矿冶考古等领域
颇有建树。如今，他依然坚持每年到
考古一线，动手翻土。在他的办公
室，历史考古类书籍塞满了两面墙的
书柜。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文物
保护部主任魏彦飞说，所里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陈国科在身体力行告诉他们什
么是当代考古人的初心使命。

（新华社兰州10月20日电）

陈国科：钟情田野考古 破解中华文明密码
新华社记者 何问

10月20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董青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芬兰赛区比赛时装技术项目。2022年世界技能大
赛特别赛芬兰赛区比赛19日举行开幕式。4名来自中国的选手参与花艺、美发、美容和时装技术4个项目的角逐。 新华社发（卡勒·帕尔基宁摄）

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正式成立。1954年9月，按照宪法规定，政务院改称国务院。(党研)

67岁的辽宁盘锦画家赵世杰多年来
一直在用画笔描绘壮观的油井，讴歌石
油工人，近年来开始钟情于丹顶鹤、黑嘴
鸥、芦苇荡、红海滩和农民丰收的笑脸。

“尤其是这十年，这个曾被称为‘南大荒’
的地方，生态的蝶变让我产生了新的灵
感，充满了创作的激情。”

20 世纪 70 年代，赵世杰跟着父辈来
到这里建设辽河油田，在这片满是泥滩
的荒地上一座油田新城拔地而起，盘锦
也因“油城”而闻名。仅仅十年间，地处
辽河入海口的这座小城又有了新的地理
标签：“湿地之都”“候鸟天堂”。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盘锦，看着金黄
翻滚的稻浪、迎风摇曳的芦苇、火红成片
的海滩，水天之间展翅飞翔的鸟群，怎么
也无法和“南大荒”三个字连到一起。

秋日的盘锦最靓丽的名片当属红海
滩 ，碱 蓬 草 茂 密 成 片 化 作“红 色 的 海
洋”。“碱蓬草不光染红了海滩，还养育了
海滩，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先锋草’。”盘
锦市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的工作人
员沈婉说，只有它生长过的滩涂，盐碱度
降低，才能长出芦苇、菖蒲，才会引来百
鸟在这儿起舞歌唱……

这些年，红海滩成了国内外游客的
著名打卡地，以红海滩为标志举行的国
际马拉松赛、帆船拉力赛、国际湿地旅游
周等一系列活动带火了这座美丽的小
城。2021 年，盘锦市共接待游客 2989 万
人次，旅游收入 22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7.6％和15.1％。

距离红海滩景区几公里外，茫茫苇
海深处有一个鹤类繁育保护站。养鹤人
赵仕伟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里，救助、守
护、繁育，与鹤为伴29年。对丹顶鹤进行
人工繁育再放飞回归大自然，是赵仕伟
一项主要工作。记者跟着赵仕伟去为幼
鹤进行放飞训练，在猎猎作响的风中，一
只只丹顶鹤疾行起飞，随后又盘旋而
归。如今，已有数十只丹顶鹤被鹤类繁
育保护站养成后放飞自然，良好的生存
环境也吸引越来越多的野生丹顶鹤在此
栖息和繁衍。

同丹顶鹤一样，濒危物种、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嘴鸥也把这里当作
自己的家园，它主要在碱蓬草生长的湿
地筑巢繁殖。20 世纪 90 年代初，作为全
球黑嘴鸥最大栖息地，盘锦湿地可观测
到的黑嘴鸥仅有1200余只，如今，这里黑
嘴鸥的数量已增长到上万只。目前盘锦
湿地可观测到的珍稀鸟类多达300余种。

碱蓬草、芦苇荡、丹顶鹤、黑嘴鸥构成
了人与自然和谐灵动的画面，2021年盘锦
市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2022年成功入选国际湿地城市。

这一切都得益于近年来盘锦人对生
态环境清醒的认识和对改善生态环境持
之以恒的努力。

拥有 2165 平方公里自然湿地的盘
锦，曾一度面临湿地“失地”的风险。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把苇田变成了稻
田，芦苇在缩减，滩涂变成了养殖场，碱
蓬草在缩减，部分滩涂的农药、化肥和排
泄废物连接成片，珍稀鸟类也远走高飞。

在深刻学习体会“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思想后，盘锦人开始觉醒，下决
心改变盘锦的生态环境。2015 年，盘锦
陆续开始“退耕还湿”“退养还湿”。截至
2021年，盘锦实现598户养殖业户全部退
出，恢复湿地 8.59 万亩，恢复自然岸线

15.77 公里，造就了全国最大的“退养还
湿”单体工程。

为了让碱蓬草再红起来，盘锦加大
碱蓬草修复投入力度，红海滩国家风景
廊道景区，碱蓬草的面积 2018 年退化到
2000亩，2022年就达到2.2万亩，4年间增
加了10倍。

薄暮时分，红海滩外，记者走进赵圈
河镇兴盛村。民宿老板刘海艳家的庭院
被分隔开来，各处种有果树、花草、蔬
菜。“国庆节游客多，房间全满了。”守着
红海滩，刘海艳每年光靠民宿一项就有
近 10 万元的收入。目前，全镇民宿农家
院150多家，可接待游客数万人。

兴盛村党支部副书记薛松说，除了
开民宿，这里的村民还种水稻、养河蟹，
芦苇荡里捞鱼。看着家乡日子一天比一
天红火，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乡
做起了大学生村官，成了村里致富领路
人。

生态环境的改善给这座城市带来了
无限的生机，不仅仅是兴旺的旅游业和
百姓火红的日子，还有依靠生态改善蓬
勃发展的各类产业。

早就听说盘锦有中国最大的河蟹交
易市场，记者一大早就来到位于盘山县
胡家镇的河蟹批发市场。市场两侧商户
林立，家家户户门前搭着帐篷，几名农妇
端坐其间，麻利地从网兜中掏出河蟹，一
掂、一瞅、一扔，也不过 2、3 秒，公母、肥
瘦、重量便全可知，分好的螃蟹被迅速装
箱上车。

孙秀玲是胡家镇远近闻名的“蟹
王”，“盘锦自古就盛产河蟹，头些年环境
污染，曾经满街乱窜的河蟹，越来越少。”
孙秀玲告诉记者，这几年环境改善了，政
府鼓励规模化人工养殖河蟹，河蟹才又
开始逐渐多了起来。

据介绍，市场有河蟹经纪人 3500 余
人，销售网点 280 家。每到旺季，会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近十万名经销商云集于
此。2021 年市场的年交易量达 4 万吨以
上，交易额约为6亿元。

秋季的富庶远不止稻蟹的肥美，还
有茂密的芦花。盘锦芦苇荡，南北长 55
公里，东西宽 25 公里，总面积达 954.6 平
方公里。

从小在芦苇荡边长大的张丙坤目前
经营一家生态板业公司。张丙坤说，近
年来通过退耕还苇、人工植苇等措施，芦
苇长势越来越好。在生产车间，记者看
到芦苇、芦竹等植物秸秆经过粉碎、碾
压、裁板、砂光等工序后，变成了一块块
长方形的家具板材。

“原来芦苇只能做苇席、苇帘等生活
用品，消耗慢，市场竞争也激烈。”2017年，
张丙坤和有关企业合作研发，通过以苇代
木，用芦苇造出了无醛家具板材。如今，
企业一年能消耗苇子上万吨，生产约 10
万立方米板材，年销售收入2.5亿元。

一根苇子的力量，远不止板材。在
盘锦姑娘杜红的食用菌车间里，芦苇被
碾碎、加工成蘑菇的“菌棒”，由它滋养出
来的蘑菇颜色鲜亮，嫩滑又饱含鲜香。

赵世杰参与创作的大型油画《红海
滩》悬挂在了人民大会堂辽宁厅。“当时
每画一笔都在想，我画的不仅是红海滩，
更是盘锦人火红的生活。”赵世杰说，碱
蓬草染红了“南大荒”，生态文明思想给
盘锦百姓带来了幸福的生活。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遍野金黄丰收忙
——内蒙古通辽千万亩玉米种植区秋收见闻

新华社记者 连振

从泥滩荒地到“湿地之都”“候鸟天堂”
——盘锦：碱蓬草染红了“南大荒”

10月20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家供热企业，工作人员在换热
站内查看仪表数据。近日，东北地区陆续开启冬季供暖。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