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4月1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左其慧 编辑：朱雷成
电话：88312111
Email:yfdzjyzk@163.com

政企

7

本报讯（薛鹏志 孙国跃）近年来，响水县科协立
足“四服务一加强”工作，通过优质的服务，助力乡村
振兴，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

大力推行课堂建在基地的培训做法，举办科普讲
座，推广普及实用技术，每年通过田头、现场、线上进
行业务培训3000余人次。组建微信群，及时发布农
业知识，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现场技术指导，
全年指导农业生产500余人次，为全国西兰花第一镇
(南河）种植大户现场解决技术难题百余个，使大批种
植西兰花农户得到更大实惠，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的
普遍欢迎。

项目是农业发展的助推器，县科协全年帮助评审
验收各类项目实施方案百余个，推动浅水藕、黄桃等
一批规模特色产业落地。做好西兰花产业发展服务
工作。共有各类协会、农民合作组织项目12个，带动
周边千余名农民在项目基地务工，人均增收3000-
5000元。农业项目的建立为稳定农户收入的增长提
供了必要的保障。

依托省农科院、南农大、扬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在
西兰花大道建立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核心示范基
地；做好“响水西兰花”江苏省特色优势区的申报争取
工作。新发展西兰花种植加工企业8家，育苗中心6
个，催生出苏北首家“博士服务工作站”和全省第一家

“西兰花产业研究院”。全县目前共有300余户分包
种植西兰花8000余亩，亩均收入5000元以上。

响水县科协

助农致富受赞誉

本报讯 （程子谦）今年2月，中石油江苏销售公
司下发了《关于开展“巾帼建功新时代 企业发展显
担当”主题系列活动的通知》，为积极贯彻落实通知
精神，引导广大女职工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积极投
身到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等工作实践中，中石油盐
城分公司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按期推进，造浓氛围，
引领广大女职工在公司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发
展。

编写《盐城分公司“巾帼建功新时代 企业发展
显担当”主题活动方案》和《主题活动计划推进表》。
开展学习身边先进典型活动，通过对金牌教练、特级
客户经理王雪梅，全省非油销售能手马玉芬等一批
先进典型的学习，在女职工中营造学赶先进的良好
氛围。主题活动精彩纷呈。盐城分公司现有女员工
257人，占比84%。3月上旬，公司组织开展以女员
工为主体的趣味运动会、观看爱国影片；“三八”妇女
节，公司组织女员工开展手工绘画活动，领导给每一
名女员工亲手送上鲜花和节日礼品，并寄语浓浓的
节日问候。与此同时，四个党支部也开展了手工制
作饼干、摘草莓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积极开展关爱女员工活动。东台党支部组织女
员工收看心理健康讲座，去图书馆开展读书活动；
青墩党支部为特长女员工录制短视频，组织女员工
走进社区和福利院开展志愿帮扶活动；盐北党支部
组织女员工开展植树活动，向员工征集摄影作品。
至日前，分公司组织开展的18项主题活动已全部结
束。

中石油盐城分公司

开展巾帼建功主题活动

科普惠民 科技兴农
市科协实施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本报讯（顾云峰）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振兴。近年来，市科协通过实施公益性科
普活动资助项目、吸纳“四长”（县级以下医
院院长、中小学校长、农技推广单位负责
人、科技企业负责人）进入科协组织等举
措，组织引领医技人员、科技教师、农技人
员和企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社区、学校家
庭和企业等生产生活一线，大力开展“富脑
袋”“富口袋”的科普惠民、科技兴农等活
动，在服务健康乡村、提升青少年科学素
养、推动科技兴农等方面发挥作用，助力乡
村振兴行动。

服务健康乡村建设。健康乡村需要更
多的健康“守护人”。大丰区科协兼职副
主席柏正群牵头组织开展“医务工作志愿
者进社区”活动，为群众进行体检、诊疗，
开展医疗保健宣传、日常急救演示等活

动，累计服务社区居民2万多人次。阜宁
县科协兼职副主席张驹优选36名医技人
员，组建阜宁县中医院医疗科技志愿服务
队，开展健康科普进村居（社区）、进学校、
进企业、进机关等“四进”活动，为群众送
医、送药，普及健康知识。市中医院科协
组建“博士志愿者服务队”，2021 年开展

“中医进校园”系列活动，引导中小学生了
解中医药文化的重要价值，培养青少年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市药学会走进郭猛
镇、大冈镇等新冠疫苗接种点，向群众宣
讲新冠疫苗接种的必要性、接种禁忌和注
意事项。

服务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为给孩子
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东台市科协兼
职副主席卢惠斌坚持把提升青少年科学素
养贯穿教育全过程，推动建成江苏流动科

技馆东台分馆、防震减灾科普馆、机器人工
作室等，建设一支理念新、干劲足的科技
教师队伍，带领学生组建天文、机器人等
科技社团。近年来，东台中学学生有100
多人次获省级以上科技类竞赛项目奖
励。阜宁县科协兼职副主席周文斌选择
人工智能教育作为突破口，开设了人工智
能与编程教育、STEAM创客教育和机器
人教育等三类课程，在学生中组建了科学
幻想画、电脑编程、3D打印、动漫制作等
30多个兴趣小组，让人工智能学习成为孩
子们的“家常便饭”。2021年，市机器人学
会、江苏思睿科协等积极承办市青少年机
器人竞赛、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
赛等活动，有20多万名中小学生参加，在
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根植了

“创新的基因”。

服务科技兴农富农。乡村振兴靠产
业，产业兴旺靠技术。响水县科协兼职副
主席孙国跃带领农技团队，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现场技术指导。近年来，协助成功申
报“中国西兰花之乡”，有力助推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建湖县科协成立农技科技志愿
服务大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农技推广服
务，开设慧智助农“云课堂”，邀请省农技专
家讲授“一稻一虾生态种养关键技术”等培
训讲座。射阳县科协组建科技志愿服务
队，开展“常见兔病的防治”“畜禽粪污无害
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等专题培训活动。
盐都区郭猛镇科协委员、江苏博拓新型建
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军与孙
英村签订村企联建协议书，建立农业农村
人才培训基地、孵化基地，招聘48位村民
到企业工作，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身残志坚、笃行实干，躬行向善、乐施好
舍，这是他的人格魅力。20多年来，他用一
只手，在基层科协岗位上勤勤恳恳，默默付
出，用残疾之躯书写了新时代的奉献之歌。
日前，在2021年度江苏省学雷锋志愿服务
先进典型推选活动中，经择优推荐、集中评
审，他成功入选。

他就是中国好人、省自强模范、盐都区
大冈镇原科协副主席杨长春。

身残志坚

四月的乡村满目苍翠、生机盎然，金黄
的油菜花在微风吹拂下清香四溢。

今年70岁的杨长春是盐都区大冈人，
沿着宽敞的乡村大道，我们来到了他的家
——一幢灰白瓷砖外墙的三间两层楼房。
见客人上门，杨长春热情地为我们倒茶让
座。

1996年4月24日，时任大冈镇科协副
主席的杨长春因去盐城科技部门和林业站
联系落实果树培训事宜，途中遭车祸不幸失
去了右手。“失去了一只手，我成为一名残疾
人，但我的心不能残疾。没有右手，还有左

手，我要用一只手干两只手的事。”躺在病床
上的杨长春暗暗地对自己说。为了练习左
手，住院半个月，他忍着疼痛用左手练习写
字，有时练得满头是汗，甚至晕倒在病床上，
也不言弃，出院时写的练习簿就有10多本。

命运的打击没有使他的生活因此消沉
颓废。出院后，他继续在科协岗位上奋力工
作、自强不息，先后3次获得省科协表彰。

科普助残

2012年，杨长春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科
协岗位，按理说他可以像常人一样含饴弄
孙、颐养天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要
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助残帮困，发挥
余热。”成为杨长春退休后的唯一心愿。

第二年，在征得家人的支持后，杨长春
腾出自家房子，拿出5万多元伤残赔偿金，
购买健身器材、娱乐设施，创建一个为周边
残疾人健身康复、文化娱乐、培训学习、自立
服务的躬休乐园。接着他又成立了躬休乐
园科普助残志愿服务队。提及躬休乐园名
称由来时，他笑着说：“身体弯曲为‘躬’，

‘休’字是‘体’字少一横，‘躬休’代指残疾人。”
2015年9月，在盐都区科协、残联的支

持下，杨长春创办了《躬休乐园》内刊，每月
一期，为更多的残疾人提供一个学习交流、

传递信息、增长知识的平台。多年来，除了
内刊、网络、展板外，他每年还请专家和技术
能手，为残疾人举办水果种植、养鸡、养羊等
技术培训班，引导帮助残疾人实现自立自
强。常年开展“银发生辉、科普助残”活动。
85岁的老党员胡兆信做的小榨豆腐远近闻
名，杨长春便牵头为残疾人举办“传承胡老
技艺、学做小榨豆腐”技术培训。针对倒春
寒、雾霾天、虫害、涝害等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和人体健康的现象，他多方联系，请专家走
进残疾人家庭，送技上门。10余年来，志愿
服务队开展科技志愿活动 200 多项次，
4500多小时，受益16000多人次。

乐于奉献

2019年，杨长春联合10余名党员成立
了躬休乐园残疾人之家党支部。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中，他带领党员和志愿者走进社
区，走到残疾人家中送防疫知识、送防护用
品。身为党支部书记，他通过盐都区红十字
会向武汉灾区捐款1000元，奉献一片爱心。

多年来，杨长春走村串户为残疾人送技
术、送服务、送温暖，用一只手干两只手的善
事。联合村肢体残疾人茆仁春水面养鱼32
亩，有时为缺乏养鱼技术发愁，杨长春知道
后经常去送技术资料。扶持38户残疾人家

庭饲养黑羽番鸭，每次分发鸭苗时，杨长春
都组织一次饲养技术培训，平时他一有空就
到各户鸭场巡查并技术指导，有什么突发性
的事，他总是第一时间到场帮助解决。

“感谢杨主任，要不是他，我也没这么快
过上幸福生活。”40多年前，大冈镇吴港村
五组杨中怀因病致残，家属是个聋哑人，一
家人仅靠三四亩地维持生活。2016年，在
杨长春的帮助下，杨中怀开始饲养黑羽番
鸭。“黑羽番鸭成长期快，一般100天就能出
栏，开始养三四十只，一次能赚几千元。后
来胆子大了，最多养了350只，一次收入就
赚1万多元。”

大爱无垠。他通过多种途径，为周边
60余位残疾人联系小布擦、宠物窝、装饰
花、折叠防护衣等外贸小产品加工业务，并
负责销售，一年销售外贸小产品500多万
件。

多年来，杨长春先后荣获“中国好人”，
省“自强模范”，省“学雷锋优秀志愿者”“全
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省科技志愿服务
先进典型”“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科普助残 与爱同行
——记盐都区躬休乐园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杨长春

本报讯（侯爱芳）针对近期国内疫情防控面临的
新形势，连日来，东台市科协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从严从紧抓好防控工作，落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

核酸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进一步加强全
员核酸检测能力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事件迅速反
应能力，东台市科协积极响应，迅速组织科技志愿服务
队，参与包保片区吕港村的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科协
主要领导亲自过问，认真制定挂钩片区疫情防控工作
详细工作方案，积极采取管控严、细、实的工作措施，守
牢城市南大门。在核酸检测现场，科协科技志愿者提
前做好采样点布置、现场登记采样、现场消杀等环节。

敲门行动，当好疫情防控守门员。对辖区居民和
企业进行疫情防控摸排登记，查清辖区内人员是否有
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做到不漏一人，最大限度阻断
疫情输入。对入户排查时没有在家的住户，认真做好
记录，以备通过电话征询、再次上门核实。充分发挥

“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的作用，按照“入户敲门、敲
门见人、见人问事”的要求，做到全覆盖、无死角，确保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党员干部、科技志愿者下沉社区、深入商超，推广疫

情防控“场所码”使用，在小区商铺、大型商业体推广“场
所码”，采用点对点宣传，挨家挨户推广使用“场所码”。

卡口防控，筑牢疫情防控坚实堡垒。为有效应对
当前疫情形势，东台市科协全面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
任，班子成员全部到现场一线，主要领导任驻溱东镇
服务指导组组长，24小时坐镇指挥督查，进一步压紧
压实社会面防控责任，守护东台西南大门。两名班子
成员和1名工作人员全天候在G15东台高速出入路
口、东台服务区设置疫情防控检测点执勤，切实扎紧
扎牢“防输入、防扩散、防反弹”防线，全力守好东台市
区的东大门。

东台市科协

全力筑牢“防疫墙”

本报讯（王庆艳 刘媛媛）日前，
2021年江苏省青少年科普科幻创作
活动获奖结果公布，阜宁县687名中
小学生在本次活动中获佳绩，其中小
学组一等奖17名，中学组一等奖49
名。有12名中小学教师获得优秀辅
导教师奖。

阜宁县科协积极组织全县各中

小学校参与科普科幻创作活动，对前
期征集的科普科幻作品进行初评。
初评环节主要对作品的科学性、幻想
性、文学性进行评判，选出的优秀作
品推荐参加省赛。为鼓励更多的青
少年投入到科普创作中，营造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阜宁
县科协还在“科普阜宁”微信公众号、

《阜宁日报》开辟“科幻少年之星”专
栏，刊登优秀科普科幻作品。

青少年科普科幻创作活动为广
大中小学生搭建了科普科幻创作平
台。通过科普科幻作文创作，也大大
激发了阜宁县广大中小学生对科学
和文学创作的兴趣，培养了中小学生
科技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阜宁中小学生在省科普科幻创作中获佳绩

本报讯（王萌）日前，由市委宣
传部、市住建局、市科技局、市科协等
联合举办的盐城市第一届防震减灾
科普讲解大赛在市科技馆落幕。

为建立防震减灾宣传教育长效
机制，提高公民防震减灾救灾意识，
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和应对自然灾害
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升社会综合
防灾减灾能力，3月初，市委宣传部、

市住建局、市科技局、市科协联合举
办了盐城市第一届防震减灾科普讲
解大赛。

为积极贯彻落实大赛通知精神，
市科技馆高度重视、精心筹备，积极
组织此次科普讲解比赛。经过赛前
的认真筹备，广泛动员，来自我市15
所中小学、幼儿园等单位的57位参
赛选手采取视频录播的方式，在市

科技馆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云
讲解”。

整场比赛，选手们紧扣“防震减
灾 科普同行”主题，以质朴的语言、
真挚的情感、鲜活的事例和饱满的精
神，对地震灾害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科
普讲解，讲解内容涉及地震监测、地
震预警、应急救援等多方面，赢得了
评委的一致好评。

市第一届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收官

为准确掌握在田
小麦生育进程，精准
开展后期田间管理，
打赢夏粮丰收第一
仗，4月 8日，盐都区
科协组织科技工作者
到盐龙街道种田大户
孙加云的田头调查小
麦苗情，指导大户根
据当前小麦生长情况
追施穗肥，减少小花
退化，搭建丰产架子。

马贤兵 摄

新闻速递

科普小常识

在常人看来心血管疾病最大的诱因就是体内的脂
肪含量过高，沉积在血管里，血液黏稠度增加、血液的流
速减缓，从而诱发一系列心血管疾病，而花生中又有脂
肪和蛋白质，这种食物不是会影响血管的健康？

事实上，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花生中的脂肪更多
的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这类营养物质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增加好胆固醇、改善血脂状况、预防
心血管疾病。

根据哈佛大学研究的摄入适量坚果与心血管疾病
风险结果显示：在平常的饮食中加入花生作为零食代替
其他的精制谷物，虽然不能明显地改变血糖血脂的参
数，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代谢综合征者发生心血管
疾病的风险率。

此外，在2021年，美国心脏协会也发表了一篇对于
这方面研究的文章，文章中显示花生中所含的不饱和脂
肪酸、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可以增加我们对血糖、血脂、
血压的控制，从而起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每天吃
4—5颗花生的人要比不吃花生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降低13%，中风的风险降低20%。

由此看来，花生对于心血管疾病的作用不容小觑。
其实，花生可不止这些作用，还有益智健脑、延缓衰老、
增加饱腹感，利于减肥、降低患大肠癌和直肠癌的风
险。不过花生有用也是在吃对的前提下。根据《中国膳
食指南》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包括花生在内的坚果
的摄入量在10克左右，大约是12颗花生左右，不宜过多
食用。

来源于“科普中国”（整理）

更健康？

花生怎么吃

在万物蓬发、百花争艳的美好时节，盐阜大众报《政企》版带着春的期盼，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是一个集新闻性、指导性、服务性为一体的版面。《政企》版开设“聚焦”“一线传真”“新闻速递”“画说新闻”“科普盐城”

“科创行动”“科技人物”“学会风采”等栏目，力求以鲜活的文字、图片全力服务广大读者。
读者的需求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未来的日子，我们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读者带来更多富有内涵的鲜活报道，

以此唤起公众积极参与科普的热情，培育新时代公民的科学素养，展现“创新驱动”在盐阜大地上徐徐铺展的生动画面。
前行的征程，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我们为之耕耘，也诚挚欢迎热心读者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针对栏目踊跃投稿，

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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