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国内新闻
2024年11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陈静 美术编辑：陈静

本版摘自新华社

小雪节气过后，广西玉林福绵区的六

万林场内，八角秋果的采摘已渐入尾声。

山坡上，苍翠的八角树枝头点缀着小巧淡

红的花朵，其中一些已经孕育出了嫩绿的

幼果，静待明年春天的成熟与收获。

光照、气温和水源的优越条件加之

疏松透气的土壤，使得六万林场成为广

西八角的主要产地之一。然而在过去，

高达十几米的老树种虽然产量可观，但

采摘异常艰难。为了解决这一困扰，近

年来种植基地采用换冠嫁接技术，成功

培育出矮化八角树，在保证产量的同时，

大幅降低了采摘成本。

“这种矮化八角树的产量相比之前

提高了50%以上，果实更加饱满，而且抗

炭疽病能力也显著增强。”广西玉林六万

大山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韦

国滨说，“我们也推广了八角林下套种金

花茶的发展模式，不仅提升土地利用率，

还能促进农民增收。”

玉林被誉为“南国香都”，不仅盛产

八角、沉香、肉桂等香料，更是全国最大

的香料集散地、交易中心和定价中心。

走进玉林国际香料交易市场，浓郁的香

气扑鼻而来。路旁，满载的卡车正在卸

货，一袋袋香料整齐地码放着，等待来自

四方的客商品鉴挑选。国内 80%、全球

超过三分之二的香料在玉林汇集后分发

至各地，因此吸引了众多下游产业链企

业前来扎根发展。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

注于食品调配料的研发与生产。今年年

初，宝立公司在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产业园内建立了香料加工厂，并成立了

广西宝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生产

车间内，一批香料经过分拣、粉碎、去尘、

振筛等工序后，变成芬芳四溢的香料

粉。“我们选择在这里建厂，正是看中玉

林作为香料集散地的独特优势，这里有

丰富的初加工产品可供选择。”宝硕公司

负责人周双桥说。

与宝硕公司相邻的广西香味浓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则是其重要的供应商。

香味浓公司从种植基地直接收购原料，

并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初加工。两家企业

今年几乎同时进驻玉林，形成了合作紧

密的产业链。香味浓公司生产主管赵鹏

表示，公司就近采购和生产加工，大大降

低了运营成本。

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二届玉林香料产

业博览会上，远隔千里的郑州雪麦龙食

品香料有限公司前来参展。这家主要生

产香辛料精油、复配风味油等产品的企

业，是国内众多知名食品企业的调味料

供应商。公司采购部经理别易楠说：“我

们每年在玉林采购近3000吨香料，包括

八角、肉桂、孜然、胡椒等多个品类。未

来，我们计划在玉林投资建厂，以更好地

衔接上下游产业链。”

产业集聚的效应不仅吸引了众多下

游企业，也让许多外地香料企业看到了玉

林香料产业的巨大潜力。来自云南的怒

江福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近期在玉林开

设了销售门店，希望借助玉林香料产业的

东风，提升品牌知名度，拓宽产品销路。

据统计，玉林市的香料种植面积超过

350万亩，今年1至10月的香料交易额已

超过300亿元。面对蓬勃发展的香料产

业，玉林市委书记王琛表示，未来，玉林将

继续把壮大香料产业摆在突出位置，坚持

产业、市场、展会、园区、基地的共同发展

模式，加快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

腌制后的肉片放入锅

中煸香，烹入湖南豆豉，加

入新鲜的螺丝椒快炒……

一道饱含湖南味道的辣椒

炒肉出锅了。夹起一片，肉

片散发出诱人的鲜香，令人

食欲大开。

这道湘菜的优选主料

来 自 我 国 传 统 猪 肉 品 种

——宁乡花猪。走进湖南

省宁乡市花猪产业文化园，

记者看到，几头花猪崽挤在

一起取暖，憨态可掬，受到

参观者的喜爱。

湖南省流沙河花猪生

态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述初告诉记者，宁乡花

猪肉质细嫩、鲜美，富含不

饱和脂肪酸，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历史

上，宁乡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

上世纪末，成本低、生长快的瘦肉

型洋猪在我国推广普及，宁乡花猪因为

吃得多、长得慢渐渐受到养殖户“冷

落”，一度面临绝种风险。作为宁乡本

地人，李述初坚信宁乡花猪的价值。为

寻找纯正的宁乡花猪，他多方寻访，找

到7头种公猪、50头种母猪，保住了这一

珍贵的物种基因。

“种子”留下来了，如何扬长补短，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活下去乃至“开花

结果”，仍需要科技助力。

“通过找到高瘦肉率基因的宁乡花

猪，进行选育和提纯复壮，我们团队显

著提高了宁乡花猪的瘦肉率和生长效

率。”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龙告诉记

者。印遇龙的团队是湖南省流沙河花

猪生态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

伙伴，利用公司提供的实验猪和场地进

行科研攻关，这家公司则将院士团队科

研成果转化为产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发生改变，

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得营养健康”。

因此，瘦肉率高、繁殖快的猪更受市场

欢迎。

在保留原始优质风味的基础上，提

升了瘦肉率的宁乡花猪越来越受到市

场的认可。湖南省流沙河花猪生态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乘势而上，不断扩大规

模，拉长产业链条，研发生产的猪肉产

品被摆上“北上广深”大型商超的货柜，

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美味，带动养殖户

增收致富。

公司统一提供猪苗，养大后还按约

定的价格统一回收，养殖户收入得到保

障。“去年每头猪可以赚400多元。”宁乡

市沙田乡石梅村养猪大户何艳军告诉

记者，“现在猪舍又有 1000 多头花猪等

待出栏，养殖花猪有赚头，我打算明年

继续扩大规模。”

曾经风雨飘摇的地方猪“种子”正

茁壮成长……据统计，2023 年，宁乡市

花猪出栏 49.35 万头，全产业链综合产

值超47亿元。

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加强地方猪

种质资源保护是保障种业安全的重要

举措。生猪养殖大省湖南正开展系统

性和前瞻性工作，构建完善的地方猪种

遗传资源库，确保地方猪种的遗传多样

性的同时，为未来育种工作提供丰富遗

传素材。

记者近日从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

今年开展全省古树名木抢救复壮工作以来，通过

“一树一策”保护方案，共抢救复壮濒危衰弱古树

19株，让古树重焕生机活力。

经过摸排调查发现，全省共计19株古树存在

不同程度的生长衰弱等问题。吉林省林业和草

原局采取多项措施抢救复壮古树名木，聘请专家

“把诊问脉”，按照“一树一策”制定了相应的修复

方案，包括生境治理、土壤改良、有害生物防治、

树洞防腐修补、树体支撑加固等。

在吉林省汪清县红日村有一株老白榆树，树

龄大约200年，由于土壤贫瘠、立地环境较差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枝叶稀疏，整体长势衰弱，病虫危

害严重。“今年在省林业和草原局的资金扶持和

技术指导下，我们邀请相关专家对这株树进行

‘会诊’，制定了详细的复壮方案。首先，在古树

名木树干 3米外设立大理石保护围栏，防止古树

名木遭受人畜破坏。其次，进行地上和地下生长

环境改良，包括树洞修补、清理腐烂木质部及对

蛀干害虫灭杀、更换透气铺装、挖设复壮沟、铺置

透气管等，还对树体安装支撑架进行加固，排除

了安全隐患。同时，我们加强了日常巡查和养

护，定期进行病虫害防治、枯枝修剪、施肥等养

护，确保其健康生长。”汪清县林业局生态修复科

科长洪正日说。

据了解，下一步，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将持

续增强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力度，继续加大力度

保护古树资源，持续开展古树日常巡查工作，重

点检查古树生长状况，定期开展古树名木体检，

确保古树名木资源安全。

去年以来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对口援疆工作

及新疆医改工作不断取得显著成效，带动新疆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持续提升。记者从 11
月 27日举办的 2024年卫生健康系统援疆和医改

工作座谈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103个

县域医共体，有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去年以来，19个对口支援省市持续加大援助

资金投入，逐步补齐新疆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短

板，大力改善了受援地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公共

卫生服务能力和信息化等多个领域建设水平。

同时，新疆大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任于爱平介绍，目

前，新疆已建成 21 个医疗集团、39 个专科联盟、

103个县域医共体、74个远程医疗协作网。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是将县级医疗机构和乡

镇卫生院通过建立一定管理和运行机制，形成责

任、管理、服务、利益等多方面共同体，以更好地

优化资源整合和下沉，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获得更

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

于爱平说，去年以来新疆持续加大医共体建

设改革，推进以县带乡、以乡带村的县乡村一体化

改革，推动区域内医疗资源有效共享，方便患者就

近享受到连续优质诊疗服务，目前新疆已有74个

县域医共体基本达到紧密型建设标准。同时，新

疆组织自治区三级医院托管帮扶40所县医院（含5
所县级中医医院），受援县医院县域外转诊率不断

下降，急危重症患者抢救成功率稳步提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介绍，新疆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逐步提升，乡村医生中

具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人员占比30.72%，较上

年提高1.34%。

娇艳欲滴的大花惠兰、红红火火的

冬青……在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斗南

花卉市场里，花商徐雪丽 11 月底就把

80%的上架货品替换成了年宵花，比往

年提前了至少半个多月。

近日，我国花卉主产区云南迎来年

宵花产销旺季。位于滇池东岸的斗南花

卉市场，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

被誉为我国花卉的“市场风向标”和“价

格晴雨表”。

“随着年宵花陆续上市，如冬青、腊

梅、雪柳等观赏期较长的品类迎来热销

期。”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企划负

责人朱琦说，最近鲜切花价格指数整体

也呈现上涨态势，大类综合均价为 1.38
元/枝，较去年同期上涨50%左右。

同时，随着年底婚礼集中，“年味”造

景和酒店用花需求增多。在色系方面，

红色系、香槟色系玫瑰热度仍然保持高

位；在花型方面，用于酒店美陈、餐盘装

饰的多头玫瑰等受到市场欢迎。

记者走访发现，冬青、五代果等新奇

品类逐渐成为年宵花市场新宠。在云南

新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忙着分

拣、打包从云南宣威、楚雄等地种植基地

运来的北美冬青，随后发往全国各地。

“冬青具有色泽艳、花期长、多子多

福的美好寓意，近年来备受市场青睐。”

新桉农业鲜切花销售经理李鹏飞介绍，

该公司在云南已有 3 个冬青种植基地，

种植面积达2000亩，从今年10月到明年

1月底预计出货约 300万枝，其中 20%将

出口至新加坡、泰国、阿曼、俄罗斯等国

家和地区。

传统年宵花品类蝴蝶兰、大花惠兰

的种植基地也进入了集中备货期。

位于昆明市晋宁区的大花惠兰种植

基地里，昆明金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沈宗平在各个大棚间穿梭，指导工

人给花卉做造型。

“从 11 月初开始，基地就进入了出

货最繁忙的阶段，每天出花在3000盆左

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沈宗平说，

集中出货将一直持续到春节前10天，预

计出花20万盆。

传统上，大花惠兰以大株型的红色、

黄色为主，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

购花主力，今年该基地一半以上面积改

种了更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粉色、绿色

等素雅色系小株型品种。

近年来，消费者对年宵花的偏好、需

求不断细分，这也对种植端的品种多样

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来到位于晋宁

区上蒜镇的云南芳菲花苑，该基地的多

层温室里种植有 40 多种不同品类的蝴

蝶兰。

“品质做好不愁卖，11 月已经出货

4000多株，还有几个订单只能往下月排

了。”该基地负责人闫照春说，结合市场

需求，明年他准备扩建基地以满足鲜切

花蝴蝶兰的市场需求。“鲜切花蝴蝶兰单

价是盆花的2至3倍。”

晋宁区花卉种植气候优势明显，有

较长的种植历史，部分花卉品牌广受市

场认可。当地年宵花多销往北京、上海、

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品类还远销俄罗

斯、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等国家。

“传统年宵花市场以前只是国内俏，

现在国外也‘香’。”云南晔顺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刘克宁说，该企业独立种

植、加工的高端花材银扇草以克为单位

进行销售，今年已与国外客户达成 200
万克的订单意向，第一批产品54万克已

于11月中旬出口日本。

据了解，银扇草果荚形状酷似银币，

有金钱花、大金币草之称，长期以来国内

市场的银扇草花材依赖于从欧洲进口，

高昂的价格令许多消费者望而却步。云

南晔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1 年从

国外引进银扇草的种子，经过两年精心

培育，今年秋天收获了第一批银扇草。

记者在该公司位于中国（云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的一座厂房内看

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新一批银扇草进行

染色、固色，开发金色、粉色的银扇草。

“过去年宵花给人的印象是‘论斤卖

’‘论盆卖’，现在我们实现了‘论克卖’。”

刘克宁说，希望通过技术投入和创新，不

断增强花卉的附加值，让云南的品质花

卉全球共享。

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27日

明确，将携手构建京津冀职业技能培训一体化平

台，推动职业技能培训资源共建共享。

这是记者从当日在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举

办的京津冀康养产业职业技能大赛上了解到的

信息，大赛由三地人社部门共同主办。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

长杨燕伟表示，近年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签

署合作文件 22项，推动京津冀社会保障卡“一卡

通”协同立法，联合发布《人力资源服务京津冀区

域协同地方标准》2.0版，启动实施拓展京津劳务

市场专项行动。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围绕职业能力

建设举办多场联席活动，共享技能培训公共服务资

源，构建三地职业技能培训一体化平台；整合三地

专家资源，打造京津冀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专家

库；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推进三地技工教育

创新升级；联合举办京津冀职业技能大赛，发现、培

养服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优秀高技能人才。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

会近日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在首

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智能汽车链、数

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和

供应链服务展区——“五链一展区”的

基础上新增先进制造链展区。该展区

展现全球先进制造领域从前端设计到

终端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众多中外智

能制造及先进装备领域的企业通过实

物展出、动态演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

式，让观众切身体验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技术的前沿成果和深度应用。

香飘四海 聚香成链
——广西玉林香料产业发展见闻

“花都”昆明年宵花产销一线扫描

宁
乡
花
猪
逆
袭
记

上图为11月27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

进博览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拍摄的中国中车展台。

右图为11月27日，在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

的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展位上，参展商整理利用废旧

纺织品生产的高性能防护手套。

先进制造链引领新质生产

吉林：抢救复壮古树名木
“一树一策”见成效

京津冀推动职业技能
培训资源共建共享

新疆已建成103个县域医共体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有效下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