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岁的吕敏是天津市河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巧妹红妆绳艺”代表性传承人。疫情期间，她把

一根根红绳系上“云端”，通过直播传授中国结编织技艺。图为近日吕敏在工作室里直播编织中国结。

（据新华网 栗雅婷 摄 2020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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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茂名高州贡园一

场别开生面的拍卖会引发关注。

在公证人员见证下，一株古荔枝

树2020年采摘权被拍出138万元

高价。高州柏桥村党总支书记何

怡高表示，被拍卖采摘权的古荔

枝树已有 600 多年历史，系村集

体所有，此次拍卖的所有收益将

全部捐给高州市慈善协会，用于

公益活动。

何怡高介绍说，因为形似舞

蹈“千手观音”中的造型，所以此

次拍卖的古树也被称为“千手观

音”。“树形很漂亮，产量也很高，

是我们这儿的‘网红’树。果实香

味浓郁，清甜爽脆，每年都很抢

手。”他介绍，拍卖古树采摘权是

当地从 2019 年开始组织的一项

活动，去年拍卖的“荔王”采摘权

拍得了130万元。今年得知还要

举行拍卖，很多当地企业踊跃参

加，最终以138万元高价拍出。

何怡高说，当地自古就有种植

荔枝的传统，如今马上又到了荔枝

采摘的季节，村里组织拍卖会，一

方面是希望能够为家乡的公益事

业发展出份力；另一方面也是希望

能够扩大家乡荔枝的知名度。

（摘自《北京青年报》 孔令晗/

文 2020年5月22日）

广东一荔枝树采摘权拍出138万元

“今年大田要重点做好草地贪夜

蛾的防控，咱们先看第一张图……”近

日，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五

家子镇大加生村，30多名村民在“田

间学校”一边看着手里的彩图，一边认

真听农业专家讲解。

大加生村村民武松说：“种了大半

辈子地，今天听了专家讲解，才发现施

肥还有这么多门道。”

“田间学校”是阜新市现代农业发

展服务中心探索建立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系统。中心组织20余名农业专

家在田间地头对农民进行果树、植保、

畜牧、兽医、农业机械化、土壤肥料、病

虫害防治、农产品加工等技术指导和

培训，为农民增收、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提供技术支持。

去年年底以来，阜新市共成立7

所“田间学校”，这些学校与阜新县大

巴镇小洞村、大五家子镇大加生村、

老河土镇梅力板村以及彰武县东六

家子镇陈坨子村结成帮扶对子，送去

农业科技手册、桌椅、投影仪、电脑等

设备。

（摘自《辽宁日报》 王子奇 侯悦林/

文 2020年5月26日）

辽宁兴办“田间学校”指导村民科学种田

石山披“绿装”，荒山变青山，一

抹抹绿色成了广西石漠化山区最靓

丽的色彩。作为我国石漠化最严重

省区之一，广西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

生态保护，发展优势生态产业，特色

产业扶贫覆盖率达96.94%，绿色发展

之路越走越宽。

生态优先 发展特色产业

初夏时节，在河池市罗城仫佬族

自治县四把镇新安村，毛葡萄新抽出

的枝条爬满架杆，原本裸露的石山被

翠绿的枝叶覆盖，细小的果实密密地

长了出来。

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的罗城

县，石山占全县土地面积的27.6%，是

广西未摘帽的8个贫困县之一。贫瘠

的石山缺水缺土，毛葡萄因根系发

达，可防止水土流失，是治理和预防

石漠化的理想生态经济植物。目前，

毛葡萄产业成为当地主要扶贫产业

之一，种植面积8万多亩，3800多户

贫困户参与这个项目。

罗城县水果生产技术指导站站

长姚宁说，2019年全县毛葡萄产量

1.54万吨，初步形成种植、销售、加工

产业链，带动酿酒、饮料等产业发展。

石漠化被称为“地球癌症”。作

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的广

西，近一半贫困人口居住在大石山

区、石漠化地区，基本是“难啃的硬骨

头”。要改变千百年来的贫困状况，

必须一手抓石漠化治理，一手抓脱贫

攻坚，在两个“战场”打硬仗。

也在石漠化片区的东兰县武篆

镇上圩村，过去，这里的群众为了“糊

口”在山上开荒种玉米，更加重了水

土流失，陷入越种越穷“怪圈”。“退耕

还林后种油茶，荒山逐渐变绿，原本

夹杂着黄泥的溪水也开始变清了。”

贫困户罗智在村里引导下种了9亩油

茶，现在每亩油茶年产值1500元左

右，他家已经脱贫。

东兰县林业局副局长石华说，全

县已形成油茶、板栗、核桃三大经济

林产业，2019年林业总产值18.14亿

元，6.6万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获益。

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广西还探

索出“竹子+任豆”“任豆+金银花”等

10多种混交造林模式，建设了100多

个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点，自治区54

个贫困县中绝大部分发展种桑养蚕，

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因地制宜 发展生态产业

在南宁市马山县古零镇弄拉屯，

曾经“靠山吃山”的村民痛定思痛，放

下斧头、砍刀，封山育林、植树造林，

使弄拉变成“生态绿洲”。

有了“资源”，瞅准“商机”，弄拉

屯做起了生态旅游、体育休闲的“生

意”。“2019年弄拉屯人均年收入达

2.4万多元，是2008年的约8倍。”弄

拉旅游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荣光说。

都安瑶族自治县素有“石山王

国”之称。这个县的东庙乡群众改变

传统的养殖方式，利用荒山坡地和石

山下的水泡地种植牧草，发展肉牛养

殖，打造生态循环农业，目前全乡肉

牛存栏量近4400头。

河池市副市长、都安县委书记陈

继勇说，通过创新实施“贷牛还牛、贷

羊还羊”和粮改饲等项目，3年来，全

县肉牛从9.27万头发展到近16万头，

带动贫困户 3.08 万户 11.86 万人增

收。

如今，广西石漠化山区林下经济、

长寿养生、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发展

势头正劲。“精准发展特色生态产业，

掀起了一场产业革命和绿色革命。”自

治区扶贫办党组成员邓妙宏说。

护绿增绿 筑牢脱贫靠山

在马山县林圩镇伏兴村，刚刚脱

贫的村民卢志新今年1月被聘为生态

护林员，守护村里1500亩林地，年收

入 7980 元。驻村第一书记周福波

说：“全村有6名生态护林员，9000多

亩林地得到有效管护。”

截至2019年底，广西选聘续聘

生态护林员5.8万人，森林资源管护

总面积7600多万亩，基本实现“聘用

一人护林、带动一户脱贫”。河池市

林业局局长韦幸力说：“选聘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林员，已带动

和巩固6.9万人脱贫，全市森林覆盖

率增至71.02%。”

行走在广西大石山区，裸露的石

山已较少见。自治区林业局副局长

陆志星说，广西着力实施生态补偿脱

贫，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珠江流域

防护林体系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监

测结果显示，岩溶地区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石漠化扩展趋势整体得到遏

制，石漠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率约

4%。

如今的八桂大地，脱贫攻坚稳步

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向好。2019年广

西森林覆盖率62.45%，植被生态质量

和改善程度位居全国前列。今年1-4

月，广西52个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

中，51个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

水质优良比例为98.1%。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王念

何伟 黄浩铭/文 2020年5月27日）

广西石漠化山区正在绿色“醒来”

散发蓝光的柔软水床、黑暗中

闪烁着点点星光的冥想屋、可以肆

意砸酒瓶的发泄屋……这个占地

600余平方米的减压馆是由山东

济南一“90 后”小伙门金文所建

造。

减压馆内共设30余个场景，

顾客们可以通过撒钞票、摔枕头、

骑单车、冥想、倾诉等多种方式解

压。不少年轻人还会在放松之

余，在场馆内打卡拍照。毕业于

山东艺术学院表演系的门金文还

会利用专业知识，帮助顾客根据

灯光，选择好的角度与姿势，进行

拍照。

特地到减压馆打拳的济南市

民金刚说，由于疫情期间不能外出

工作、整日憋在家中只能刷手机，

不仅导致他缺乏锻炼、身体素质变

差，也造成了很大心理压力。“来到

这也有很多目的，是让自己放松一

下，也是发泄一下，迎接新的开

始。”

星空走廊、呼吸之光……与其

他城市的减压馆不同，门金文所经

营的减压馆中很多项目是由他自

己创造的。除了体验式减压项目，

减压馆内还有两面不同风格的“倾

诉治愈墙”。在其中一面“倾诉治

愈墙”上写着：“疫情一定会消失，

让我们一起打败它们。”门金文告

诉记者，对比疫情前后，顾客的心

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门金文认为，现代人各方面压

力都很大，建立减压馆的初衷便是

希望打造一个能让人们放松的地

方，让他们可以“买”到开心。

（据 中 国 新 闻 网 郝 学 娟/

文 2020年5月23日）

山东“90后”小伙自建减压馆“卖”开心

今年 3 月，一段以“弹吉他的

MiuMiu”账号发出的视频里，怀抱尤

克里里（吉他）自弹自唱、童稚可爱的

中国小女孩形象，通过互联网，迅速传

递到世界各地，深深打动着困于疫情

中的人们。

短短一个多月间，数百万的转发

量，为小女孩周昭妍吸引来了世界各

国的粉丝，各种语言的电子邮件从四

面八方涌来，挤满了周昭妍妈妈周女

士的邮箱，感谢小姑娘的歌声和琴声

“治愈”了他们焦虑的心灵；各国被“困”

在家中的音乐家们，被这视频所鼓舞，

拿起乐器与她线上合奏，希望通过音

乐击败疫情带来的灰暗。

一位意大利音乐人布鲁诺·祖切

蒂，在发来的邮件中附加了一段视频，

称是其找到了3位意大利最著名的吉

他乐手和自己一起，为周昭妍弹奏

《Fly me to the moon》做伴奏的拼

接视频，“发自内心地说，您女儿的弹

奏和演唱深深地打动了我。希望您能

够允许我们把这段视频发布出去，让

更多人看到。”

“正如她的歌声和琴声给很多人

带去了一些快乐，音乐本身应该是给

人带去快乐的。希望她一直可以这么

享受音乐的快乐。”周女士说。

（据 北 青 网 申 冉 葛 勇/文

2020年5月23日）

南京六岁吉他女孩引全球乐手线上合奏

今年各品种小麦品质、预计产量

怎样？采用不同技术模式，关键点在

哪 ？ 秋 播 选 种 ，什 么 品 种 适 合

您？……近日，在江苏（睢宁）现代农

业（稻麦）科技综合示范基地，睢宁县

小麦新品种、新技术“云”观摩正通过

江苏省“农技耘”APP和睢宁县融媒

体中心“三农”抖音直播间等平台线上

直播，来自徐州市种子站的高级农艺

师朱增培、扬州大学教授朱新开走进

麦田现场就小麦新品种特点、不同播

种方式及缓控肥示范效果、技术要点

等进行讲解直播。在1个半小时的

“云”观摩直播中，不时有农户提问，共

有5万余人次在线观看

今年1月以来，睢宁县农业农村

局在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前提

下，积极转变农技推广方式，开展“云”

指导、“云”培训、“云”观摩线上科技入

户活动，以“不见面、不接触、全天候、

保姆式”的方式，开展线上技术指导、

咨询服务、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田间网

络直播活动，实现了“专家不见面，技

术送上门”。

据统计，“云”推广开展以来，共举

办线上云培训班6期，“云”观摩2期，

培训农民10万人次以上，为农业经营

主体、农户提供服务8000余次，解答

问题3000余个。

“农业生产周期长、环节多，选种、

整地、施肥、除草、防病治虫……单靠

一两项技术解决不了问题。”睢宁县农

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推广研究员李振

宏说，“我们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把

相应的技术集成配套，给农民提供科

技‘云’套餐：通过‘云’指导、‘云’培

训、‘云’观摩等，多角度、多层次给农

户提供农业技术服务。农户不仅可以

通过手机在线接受农技专家指导，还

可以随时随地回看直播内容。”

（摘自《徐州日报》 刘作霖 惠

琳/文 2020年5月27日）

江苏农业专家走进麦田直播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