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进”5吨厨余垃圾，可以“吐出”

500公斤肥料，处理1吨垃圾的成本仅

70元。这是武汉工商学院专门应对厨

余垃圾的“有机垃圾生化处理一体”设

备。

近日在武汉工商学院垃圾处理现

场，操作员按下“有机垃圾生化处理一

体”设备按钮后，装满餐厨垃圾的专用

桶缓缓上升至传送带，将垃圾倾泻而

出。预处理系统首先会对所有垃圾进

行筛分，固体物料进入“好氧发酵系

统”，行好氧发酵堆肥，产出有机肥；好

氧发酵产生的废气经喷淋塔生物除臭

后达标排放；液体则进入“油水分离器”

部分隔油后，分离的油脂可作为生物柴

油原料，污水则经生物反应器处理后达

标排放。

“通过生物手段，我们可以将有机

垃圾中的固体转换为有机肥料、液体转

化为生物燃料，实现有机垃圾的再生利

用。”湖北君集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工

程师、“有机垃圾生化处理一体”设备研

发负责人董俊介绍，“整个系统通过‘电

控系统’实现自动化控制、数据自动传

送存储和远程监控，并且在24小时内

将餐厨垃圾减量化达到90%以上，通过

水、气、渣综合治理，真正实现餐厨垃圾

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

据介绍，该设备还可精准处理不同

有机垃圾种类，餐厨、厨余、城市粪污、

园林废弃物、秸秆、禽畜粪便、污泥等都

可以用来好氧发酵，制成有机肥料。

（据 北 青 网 柯 雪 梅 蓝 静/文

2020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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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像一条巨龙，逶迤在崇山峻

岭间。长城脚下的许多河北山村，居

住着昔日长城守卫者的后裔，如今他

们传承祖辈精神，父子相随、夫妻携

手，承担着守护长城遗产、传承长城

精神的新使命。

他们中的一些人，守护长城痴迷

“上瘾”：有的人40多年如一日，穿坏

了200多双胶鞋；有的人为保护长城

文物，夜晚睡在长城敌楼里；有的年

轻人接过父辈接力棒，两代人持续守

护长达40年……

正在实施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为长城保护注入国家力量。

用新兴科技守护古老长城

9月4日，张鹏再一次携带无人

机，上山巡查万里长城最东段山海关

一带长城。秦皇岛市正按照上级部

署，谋划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

今年33岁的张鹏，是长城脚下肖

庄村人，被称作“长城保护员 2.0

版”。2017年，他考取无人机驾驶证，

利用科技手段巡护长城。将无人机

拍摄的画面、位置等信息输入数据

库，同一位置多张照片叠加、比对，长

城变化情况便一目了然。

张鹏和队员摸索了一整套报备、

巡查、监督、反馈体系。他们拍照上

传的长城建筑开裂等隐患信息，成为

有关部门开展长城保护的参考。

“我们以长城文化博物馆为核

心，长城文化产业园已开始进行规

划。”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

组副书记郭颖说，山海关古城提升项

目、北翼城段保护维修项目等，都在

有序推进。

在河北金山岭长城段，长城敌

楼、墙体曾多次受到雷击，为保护长

城本体不受损坏，在长城保护员的建

议下，有关部门采用阴雨天气自动升

降式的避雷设施，既避免了雷击对长

城本体造成破坏，又不影响文物景

观。

2019年，我国谋划部署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河北段长城作为精华

部分列入重点建设区，目前处于正式

实施前的规划阶段。历经沧桑的长

城，在保护员呵护下，迎来国家制度

性保护新契机。

史料记载，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

从浙江义乌等地征调数万名士兵北

上，在秦皇岛、唐山一带崇山峻岭修

筑长城，镇守边关。数百年来，长城

守卫者的后裔在长城脚下繁衍生息。

2003年，秦皇岛市在全国首创长

城保护员制度，政府给予资金补贴，

聘请农民分段保护长城。目前，当地

共有近百名长城保护员，巡查范围涵

盖了当地重点长城段落。

巡护长城的苦与乐

一把大镰刀，一个垃圾袋，一双

胶皮鞋，一件工作服，年过花甲的张

鹤珊是出名的“快腿”，巡查长城时健

步如飞。

秦皇岛市海港区驻操营镇城子

峪村的村民张鹤珊是我国首批长城

保护员。42年来，他磨破了200多双

胶鞋，记下了20多万字长城笔记，摞

起来快有1米高。

守护长城是件苦差事，张鹤珊却

乐此不疲，堪称“上瘾”——山路荆棘

丛生，路上要遭日晒雨淋，蚊虫叮咬；

雪后上山，他曾从山梁滑到山沟里；

夏天，他曾与碗口粗、数米长的大蛇

偶遇，曾被野蜂蜇得脸肿得像个馒

头……对张鹤珊而言，这都不在话

下。

最令张鹤珊难受的，是乡亲们的

不理解。但张鹤珊认为，破坏长城，

就是糟蹋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

产。“长城虽然不是我家的，但谁要动

它一块砖也不行。”顶着压力，他一次

次踏上山路，劝走放羊倌，赶跑偷砖

贼，制止游客乱刻乱画，让掉落的砖

块重新归位，捡拾散落的垃圾。

如今，张鹤珊等人看护的长城，

保存着明长城“原汁原味”风貌，吸引

来不少游客。乡亲们开办农家乐，日

子红火起来，都知道自觉保护长城

了。这让张鹤珊很欣慰。

几十年痴迷于长城，张鹤珊成了

长城“活地图”——他对附近长城每

一段城墙、每一座敌楼和一些长城故

事传说如数家珍。他收集整理了20

多个故事，集结成一本《长城民间传

说》。多年来，他为游客、记者和上千

名外国长城爱好者做导游。他拍摄

抖音小视频，讲述长城故事……

像张鹤珊这样的长城保护员还

有很多。今年7月，唐山市古冶区发

生5.1级地震，迁安市震感明显。徐

流口村长城保护员李德旺震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爬上长城，查看墙体是否

开裂、脱落和坍塌。村民说，长城就

像他的亲人，“下大雨怕淋坏，地震了

怕震塌”。

长城精神在接力中传承

天刚亮，38岁的孙志伟就踏上崎

岖山路，巡查秦皇岛市海港区董家口

至正冠岭一带十几公里长城。这段

路，孙志伟的大伯、我国首批长城保

护员之一的孙振元曾日复一日走过。

2007年，守了一辈子长城的孙振

元病倒，他喊来孙志伟“接班”。长城

保护员收入微薄，工作苦，年轻人不

愿意干。正忙着开农家乐的孙志伟

却一口应承下来。“咱不为图钱，从小

看大伯守护长城，这种精神得传承下

去。”

“我要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

贝，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孙振元常

说的这句话，刻在了孙志伟心里。

40年接力，孙振元、孙志伟两代人

的脚印在长城上重叠。“每次上山，我

都觉得扛着两代人的使命。保护长

城，要一代代坚持下去。”孙志伟说。

亲人间相互带动和传承，这样的

家庭在长城脚下比比皆是。赵雅贤

也是一名长城保护员，丈夫和孩子常

陪她一起巡查长城。李卫东是山海

关一带长城保护员，妻子和儿子也成

为长城保护志愿者。

“长城沿线群众始终是保护长城

的主要力量，他们对长城充满感情。

在守望和传承中，长城保护越来越好，

长城精神也在发扬光大。”秦皇岛市海

港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侯葵然说。

（据新华社 张涛 齐雷杰 郭

雅茹 李继伟/文 2020年9月6日）

长城保护员的代际传承

我国发布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

“一人失智，全家失衡”，如何破解

失智老人的养老，是社会热点问题。蝴

蝶牌缝纫机、黑白电视机、卡式录音

机……此前，上海长宁区的养老院腾空

一幢楼，搭出一个“老上海”，为老人们

创建“记忆家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据介绍，创建“记忆家园”是为了患

有认知症的老人更有归属感，同时，这

也有助于稳定老人们的情绪，让他们的

记忆流失得尽可能慢一些。“这栋楼是

我们的一个认知症照护专区项目，由旧

楼改造而成。因为认知症的老人有一

个特质，其病情不可逆，他们对于刚刚

发生的事情特别容易忘记，但对于很久

以前发生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记忆

家园”相关负责人王洁指出，该栋楼每

一层均有相应主题，为认知症老人打造

一个延缓、记忆疗法的场景，“我们从1

楼到6楼分别是园艺疗法、游戏疗法、

电影疗法、音乐疗法、怀旧疗法和书法

疗法”。

据了解，在“记忆家园”内，除了唤

起老人过往的美好回忆外，还会准备一

些奖状，鼓励老人参与一些活动，优胜

者的名字会被做成一个对应的奖状，作

为一种表彰，也让老人有一种成就感。

（据中国新闻网 康玉湛 徐银/

文 2020年9月8日）

上海一养老院为失智老人创建“记忆家园”
近日，在位于山西农业大学东

阳试验基地的“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玉米杂种优势利用

技术与强优势杂交种创制”成果展

示现场，记者发现，不同田块玉米

的长势大不相同，其中强优势玉米

杂交种长势颇为喜人、茁壮。

“现代农作物育种技术有几个

里程碑式的发展，该项目在杂交诱

导单倍体育种上的多项原创性突

破是玉米杂种优势利用技术新的

里程碑，对我国农业技术革命将起

到重大的推进作用。”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告

诉记者，单倍体快速育种技术大大

提高了新材料的创制速度。过去，

选育1个玉米自交系，要连续自交

8代或更长时间；现在，使用这项

技术，快则1年2代就可以选育出

纯合自交系，进而用于优良杂交种

的组配，显著提升了育种效率。

项目主持人、中国农业大学国

家玉米改良中心教授陈绍江介绍，

项目按照科技部一体化实施的精

神及绩效四问的要求推进研发工

作，建立了以单倍体育种等新技术

为核心的一体化组织实施模式，经

近5年努力，已在高新技术研发、

优良种质资源挖掘利用、新型关键

材料创制及杂交种创制与推广等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项目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

国玉米育种的技术转型、种质更

新、材料转换及育种水平的提升。

育成的新品种得到大面积推广，显

著促进了玉米生产的节本增效。”

陈绍江表示。

戴景瑞表示，单倍体育种技术

应用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在玉米上

可以使用，而且已发现在小麦、水

稻等其他作物也可使用。不久的

将来，这项新型技术有望成为作物

育种领域的一项通用技术。

（摘自《科技日报》 马爱平/

文 2020年9月2日）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日前对外发布最新的植被病

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

该系统是中科院空天院已有

的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

统的升级版。与原版系统相比,升

级版系统汇聚了多源、多尺度、多

模式海量地球大数据,涵盖植被参

数反演、病虫生境监测、灾害识别

与早期预警、农牧业损失评估等功

能模块,生产了农田、森林、草地等

重大病虫害监测与预测产品。

目前,中科院空天院已借助该系

统发布了多期全球、全国、粮食主产

区和典型区域的《植被病虫害遥感监

测与预测报告》,并发布《亚非沙漠蝗

虫灾情监测与评估报告》专题。

中科院空天院是在首届植被

病虫害遥感大会上发布上述系统

的。大会以“遥感服务绿色植保”

为主题,共同探讨了病虫灾害遥感

监测预警的研究进展和发展方向。

（据 新 华 社 董 瑞 丰/文

2020年8月31日）

单倍体育种技术让玉米育种进程大大缩短

新学期伊始，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南曹小学，由同学们自主收集的

近400件农具正在展出，有锄草工具、

播种工具、收割工具、加工工具等。这

些农具或由家长送来，或由学校老师前

往学生家中运来，摆放在校内，现场有

指导员为同学们讲解并演示如何使用

这些农具。

暑假前，南曹小学的每位同学都接

到了一项特殊的暑假作业——假期收

集一件农具。该校老师说，这个作业面

向全校600多名同学，但并非强制性，

同学们可根据实际情况收集。

李英老师告诉记者，南曹小学位

于城中村，很多孩子家长从村里回迁

到城中，家里的农具也就废弃不用

了。这些传统农具丢弃很可惜，于是

学校就发动同学们把这些农具收集起

来。这项作业也得到了家长们的大力

支持。“家长认为这项作业可让孩子们

了解农具，学习农耕知识，明白父母、

爷爷奶奶劳动不易。”李英说，下一步，

学校将建一个农具博物馆，集中展示

同学们收集的农具。

（摘自《北京青年报》 张月朦/

文 2020年9月8日）

郑州某城中村小学生带400件农具返校

甘肃张掖市“麦秆画家”将农村里随处可见的麦秆，浸泡、加工处理后，制作出惟妙惟肖的麦秆画

作品。 （据中国新闻网 艾庆龙 摄 2020年9月3日）

惟妙惟肖麦秆画惟妙惟肖麦秆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