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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3000家企业参展、2万多种展品集中展
示、超5万名专业采购商到会……作为农业农村
领域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展会，正
在举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人
潮涌动。展会上各地“土特产”物美质优，农
业“黑科技”层出不穷，折射出现代农业万千
新气象。

江门新会的展台前，一大缸满满的陈皮惹人
注目，采购商和参展商围坐桌旁，一边沏茶，一
边对接。“我们的陈皮主要来自梅江、东甲、天马
和茶坑这四个产区。”新会好物销售代表诸翠花介
绍，这些产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得天独厚，产出的
陈皮具有特殊香气，品质优良、稳定。

广东的荔枝蜜、广西的螺蛳粉、新疆的奶皮
子、重庆的火锅底料……记者现场感受到，各地
通过不断挖掘“土特产”的多元价值，依托特色
农产品，延长农业产业链，发展出食品加工、农
文旅等新业态，让过去沿街叫卖的“土特产”也
具有了“现代感”。

“我们把刺梨加工成刺梨汁，相较鲜果更便于
运输，附加值也更高。”贵州农业品牌展团执行负
责人忙得不可开交，接待了一批批有采购意向的
商超。他介绍，这次展会，贵州农业品牌展团带
来41家企业、超300种展品，其中不少来自脱贫
地区，带动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提到品牌，参加了多届农交会的展商李先生
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以前农产品以“白牌”
为主，各家各户零售，难以打开市场；现在“土
特产”加工成零食、饮料、调味品，打出品牌，
拓宽销售渠道，让采购商和消费者叫得出名字、
留得下印象，增加了复购率，还卖上好价钱。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目前30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 已建立省级农业品牌目录，涵盖
1186个区域公用品牌、2092个企业品牌、2233
个产品品牌。纳入省级以上农业品牌目录的区域
公用品牌中，拥有注册商标比例为72.2%，品牌
平均溢价率超过17%，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效
果明显。

现代农业少不了科技支撑。农交会上，各类具
有科技感的农业装备成为一大亮点。农业无人飞
机、“虫脸识别”智能传感器、荔枝采摘机器人……
一项项农业“黑科技”彰显农业科技创新的蓬勃
生命力。

中国科学院展位上，一款银灰色的拖拉机
引得观众频频驻足。这款拖拉机不仅看起来颇
具科幻感，还没有驾驶舱，外形似一辆“巨无
霸遥控车”。

“这是一款纯电动的拖拉机，配备智能系统，
无需驾驶员。实际作业中，拖拉机通过田间作业
智能控制系统操作，搭配适当农具，可进行无人

驾驶的耕、耙、种、收等工作。”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工程师毕志强说。

“产得更高效、管得更精准、吃得更放心。”
漫步智慧农业展区，记者感受到，大数据正成为
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驱动力，助力现代农业
快速发展。

屏幕上鱼群密度、健康状况、水温、pH值等
清晰罗列，“智慧大脑”根据数据给出投料方案，
只需轻轻一点，即可完成百亩鱼塘的投喂。广东
联通智慧海洋中心方案经理廖良松说，本次展示
的“元景范蠡渔业大模型”专门面向水产养殖需
求研发，可随时为养殖者提供专业、贴合需求的
养殖策略，“一键智能控制”等功能可极大减少养
殖人员巡塘、设备操作的工作量，提升渔业养殖
生产效率。

据了解，本届农交会期间，农业农村部展示
发布了64个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软件系统，包括
精准种植、智慧养殖、数智全产业、智能管理服
务等4大类，代表近年来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领
域应用软件系统的部分创新成果。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功介
绍，下一步将提升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拓展
重点领域应用，加快推进技术研发推广，强化政
策支持保障，持续提升我国智慧农业应用水平。

（新华社广州11月30日电）

从“土特产”到“黑科技”
——在农交会感受现代农业新气象

●新华社记者 熊嘉艺 张程喆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刘诗平）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1日
启动 2024至 2025 年度冰期输水工
作，预计到2025年2月底冰期输水
结束。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中线公司全面做好冰期
输水运行各项工作，提升预测预报能
力，完善冰期输水调度方案，加强多
层次抢险救灾队伍体系建设，进一步
健全与沿线省市县应急管理部门的联
动机制，确保工程运行安全和效益充
分发挥。

自2014年12月通水以来，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经历了 10 个冰
期，经受住了多次极端寒潮天气的考
验。为做好本年度工程冰期输水，中
线公司增加了18套气象水温监测感
知设备实现实时监测，在工程沿线布
设104道拦冰索、180套融冰设备、
110套扰冰设备、15座排冰闸、4套
液压耙冰机，已完成应急抢险设备维
护调试。

另据了解，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
程将于12月21日启动冰期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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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废为宝 野生芦苇荡里的产业转型
●新华社记者 阮周围 古一平 陈思汗

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湖畔，一簇簇芦
苇随风摇曳。

位于南洞庭湖畔的益阳市沅江市是湖南省
芦苇主产区。近年来，随着我国推进长江经济
带共抓大保护，以芦苇为原料的造纸厂因污染
问题全部退出产能，失去这一重要经济价值的
芦苇，如何“涅槃重生”，创造新的价值？

芦菇产业是当地利用芦苇转向发展现代农
业的第一步。

芦菇是以芦苇作为基质培育出的食用菌。
从2017年开始，益阳当地相关专家开始尝试
栽培驯化野生菌，并在2019年实现突破。当
前，已有胶状鳞伞菇、春生田头菇、大球盖菇
等优势芦菇品种，发展前景广阔。

沅江市目前芦苇种植总面积达45万亩，
年产量大约35万吨，可以生产约30万吨芦苇
食用菌。

当前，沅江市培育起多家芦菌企业，通过
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
所进行产学研合作，以芦苇作基质，实现大面
积种植推广和工厂化量产，研发芦菇米、冻干
菇、芦菇酱等多款生态健康食品。

产业链长、覆盖面广、适合大面积推广……
如今在益阳，芦菇已从芦苇荡里的野生植物，
变成当地开发绿色新产业链的重要资源，带动
许多乡镇的经济发展。

益阳市资阳区沙头镇富兴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基地里，农户正忙着铺设秸秆、播撒菌种、
收获芦菇。随着栽培技术的发展，原本生长在芦
苇荡中的芦菇，如今在合作社大棚里安家落户。
大棚内安装有控温控湿设备，农户能根据芦菇
生长培育所需要的温湿度，进行实时调控。

合作社为周边群众提供了近40个工作岗
位，让村民们可以在“家门口”就近就业。在
合作社工作的村民张莲红说，忙完一天的工
作，她仍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家庭，很知足。

富兴村村委委员黎声波介绍，合作社有8
个温室菌菇大棚和近1000平方米的芦菇高效
生产工厂，发展芦菇、赤松茸、羊肚菌等食用
菌种植，并与益阳洞庭芦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长期包销协议，出菇后，公司会按照约定
价格上门收购。

一些加工板材的企业也从芦苇产业中发现
了经济价值。今年，沅江市与湖南积葭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签约了年产50万立方米芦苇刨
花板项目，总投资约12亿元。公司负责人表
示，该项目建成后，可以将洞庭湖区丰富的芦
苇作为基础原料生产家居制品，不仅可实现芦
苇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有效缓解芦苇秆
和芦苇花腐烂后对湖区造成的污染，还可实现
对芦苇资源的高值化科学利用。

（新华社长沙12月1日电）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对于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提升国家应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政策规划与体制
机制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航空装
备技术显著进步，东北、西北、华北、华中、西
南、东南6个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即将陆续建成，
我国航空应急力量基本实现2小时内到达灾害事
故地域。

强化航空应急救援体系顶层设计

“国家重视与政策支持，强化了航空应急救援
体系的顶层设计与规划引导。”中国灾害防御协会
会长、应急管理部原副部长郑国光30日在北京举
行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研讨会上表示。

郑国光介绍，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国
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6-2020年）》《“十
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等顶层设计文件，将
航空应急救援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
内容，明确了发展目标和方向，从宏观层面推动
了体系的逐步完善。应急管理部于2019年9月印
发了《应急救援航空体系建设方案》，明确了航空
应急救援5种能力和主要担负8项重点任务，提出
构建应急救援指挥平台、完善应急救援航空网
络、建设应急救援航空关键力量和完善应急救援
航空保障条件等重大工程，使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建设的内容更加具象化。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规模壮大

“航空应急救援作为一种高效救援手段进入公
众视野，各级均加大了对航空应急救援的资金投
入，用于购置救援飞机、建设基础设施、开展科
研项目等。”国家消防救援局原助理总监、中国航
空学会航空应急救援首席专家闫鹏对记者说。

闫鹏介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航空
应急救援事业，促进了产业发展。按照《应急救
援航空体系建设方案》规划部署，东北、西北、
华北、华中、西南、东南6个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即将陆续建成，航空应急救援保障基地将随之投
入使用。

闫鹏说，目前，我国开展航空应急救援业务
的省份由19个增至23个，按照《“十四五”通
用航空发展专项规划》，到2025年底，全国开展
航空应急救援的省份数量计划达到25个。全国统
一部署大中型救援直升机数量由2018年70余架
增加至目前140余架。中央航空消防租机补助资
金，已由2019年3亿元提升到2024年10亿余元。

民航局利用民航财政资金持续支持通用航空
应急服务能力提升，支持保险机构积极开发航空
应急、医疗救护等领域的保险新产品，鼓励公益
组织提供资金拓展通用航空应急服务。与航空应
急救援相关的配套设施，如加油设施、维修保障

设施、航材储备设施等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为
救援飞机正常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能力提升

“科技发展推动了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进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吕卫锋在研讨会上表示。

吕卫锋介绍，近年来，航空应急救援力量在
救援装备性能提升、信息获取与处理、创新救援
方式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航空应急救
援体系在应对灾害与紧急情况时更高效、更精
准、更安全、更全面。

我国自主研发了一系列性能优良的航空应急
救援装备，如AG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新
舟”60固定翼灭火飞机、AC313大型民用直升
机、“翼龙”系列无人机等，引进了高原型直升
机，这些装备在不同救援场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
大响表示，应急管理部门、民航部门、军队等相关部
门之间建立了航线快速审批、应急联动等更加紧密
的协同合作机制，在信息共享、资源调配、联合救援
等方面加强了协作，形成了救援合力。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中国航空
学会是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结成依法登
记成立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法人社会团体，于
1964年成立，是民政部AAAAA级社会组织。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我国首型4米级运载火箭长征十二号首飞成功

新华社海南文昌11月 30日电（记者宋
晨 陈凯姿）11月30日22时25分，我国新型
运载火箭长征十二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
火起飞，随后，火箭顺利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
验卫星、技术试验卫星03星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八院抓总研制，火箭全长约62米，采用二级
构型设计，是我国首型4米级运载火箭，也是
目前我国运载能力最大的单芯级运载火箭，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不少于12吨、700公里太阳
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不少于6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专家介绍，4米级
直径设计可实现箭体直径与发动机数量的最佳
适配，一级采用4台推力1250千牛的泵后摆
液氧煤油发动机，进一步提高运载火箭的运载
系数。

“通过积极创新，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突
破了健康诊断管理、牵制释放、液氧相容的冷
氦增压、铝锂合金贮箱等系列新技术攻关。”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专家说，这一火箭实现
了我国在运载火箭领域的多个“首次应用”。

此外，这一火箭在设计中融入产品化思
路，整流罩标配4.2米、5.2米直径，可根据不
同任务进行多尺寸适配。火箭采用“三平测发
模式”，可进一步缩短火箭在技术区和发射区
工作时间，提高发射准备工作效率。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专家表示，长征十
二号运载火箭已做好进入高密度发射状态的准
备，未来将有效提高我国太阳同步轨道入轨能
力和低轨星座组网能力，助力我国航天运输体
系高质量发展。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我国首个商业航天
发射场。本次发射在二号发射工位完成，是海
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发射任务。

在这一发射场建设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采用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模式承担发射区加注供气系统、发射工位部分
建设等工作，并负责智慧发射场系统建设工
作，让发射场测试发射流程更加智慧、高效。

11月30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家佳源车站，一对父子乘坐“邻里巴士”出行（无人机照片）。
近日，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真情巴士集团开通了“邻里巴士”公交专线。“邻里巴士”采

用“社区提供场地+公交提供服务”的合作方式，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公交服务，利
用微巴串联起社区附近的主干公交线路、地铁站、购物中心等场所，居民在小区内即可乘坐
公交车，满足社区居民“最后一公里”出行需求。 新华社发（张进刚摄）

11月30日在重庆市巫山县文峰景区拍摄的巫峡。 新华社发（王忠虎摄）

11月30日，在黎平县肇兴侗寨，一名游客体验侗年巡游活动表演。
11月29日至12月3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举行一年一度侗年活动，各

地游客与侗族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欢度侗年。 新华社发（龙建睿摄）

规模壮大、能力提升
——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综述

●新华社记者 林红梅 王秋韵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徐鹏航）记者
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12月1日，全国医保正式
上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冠心
病、病毒性肝炎、强直性脊柱炎等5种门诊慢特
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这是继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

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5种
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县域可及之后的又
一医保福利。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
作为就医地均能提供10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
用跨省医保直接结算服务。

今年9月，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发布《关

于稳妥有序扩大跨省直接结算门诊慢特病病种范
围的通知》，明确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5种门
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
并于2024年12月底前，由国家组织所有统筹地
区统一上线门诊慢特病扩围病种的跨省直接结算
服务。

据介绍，参保人按照参保地规定完成医保门
诊慢特病待遇认定后，可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在“异地备案”服务专区，点击“查询服
务”下的“异地就医更多查询”－“门慢特告知
书”，了解参保地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政策、结算流程等内容。

新增5种门诊慢特病实现跨省直接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