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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维生 记者 左其慧 朱雷成

首乌花开富万家
——滨海县科协“村会合作”富民侧记

初秋的阳光明媚鲜亮。在滨海港经济
区的白首乌种植基地，一朵朵白色的小花
绽放在绿叶中，微风过后，绿叶伴随着花朵
摇曳，散发出甜甜的清香。一望无际的绿
波上，一只只白鹭在愉快地追逐飞翔。

滨海县是中国著名的首乌之乡。首乌
是传统的食、药、美容兼用植物，与人参、灵
芝、虫草并称中草药的“四大仙草”。滨海农
民种植白首乌的历史悠久，中国白首乌耳叶
牛皮消95%出产在滨海县。2000年滨海
白首乌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今年三月，市科协在全市科协系统开
展实施“村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为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滨海县科协精
心构思，找准定位，结合滨海县中国首乌之
乡这一独特优势，通过送技术、送经验、送
服务到镇村、到基地，帮助产业突破技术

“瓶颈”，做大规模，实现多元化发展。
滨海港经济区三港村是以种植白首乌

为主的特色村。该村现有土地3950亩，
2018年盐城果老首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道国等种植大户成功流转2000余亩

土地种植白首乌，使滨海的白首乌种植规
模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21年，该村被农
业农村部评为“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目前
滨海港经济区三港、双堆、陶湾三村白首乌
种植面积已超过3000亩，成为名副其实的
中国白首乌之乡。

白首乌相对比较耐旱，田间病害主要
有锈病、褐斑病、根腐病。采访中，滨海县
科协主要负责人表示，为解决白首乌种植
技术难题，县科协多方联系，请来省农科
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家，深入乡村基
地，把脉问诊。与此同时，组织专家“会
诊”，集思广益，通过采用“首乌+水旱轮
作”及改块根种植为实生种植，减少病虫
害，增加种植效益。

白首乌，又名白人参，因其具有补肾益
肝、乌发生发、养血益精、抗衰老之功效，被
历代名家视为摄生防老珍品。因此如何进
一步提升白首乌的营养价值也成为一个重
要的研究课题。提及此话题，张道国满是
感激：以前滨海的白首乌种植基本遵循的
是“春种秋收”模式，为了提升白首乌的营
养价值，滨海县科协积极发挥协会的人才
资源优势，在专家的指导下，基地不断探

索，反复试验，终于培植出2年、3年生的新
品种。“目前正试验5年生的新品种，生长
期长，营养价值、功效成分也明显提升。”滨
海白首乌也先后获得“江苏省十大地理标
志保护品牌”“江苏省特色伴手礼”“长三角
特色伴手礼”“盐城老字号”等一系列荣誉。

“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为把产品优势
化为市场优势，滨海县科协打出了一系列

“组合拳”：在三港村、陶湾村等设立电商直
播间、科普种植基地，送技上门；积极建议
果老首乌科技公司在陶湾村首乌种植基地
兴建1300平方米的体验式消费基地，通过
观景、观摩加工流程、品尝药膳，增加客户
的消费体验；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白
首乌花竞相绽放之时，香气扑鼻。科协引
导种植户采摘花蕾，经过凉摊、杀青、揉捻、
烘焙、提香等工序制成首乌花茶，每斤花茶
可卖四五百元。泡制的首乌酒，更以养生
保健佳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坚持农旅融
合。在县科协的策划帮助下，果老首乌科
技公司在滨海港经济区淤尖村，兴建集吃、

住、娱、购、游为一体的首乌生态园。据悉，
正在兴建之中的首乌生态园占地1300亩，
其中林地400亩，水面180亩，除大面积种
植首乌外，还实施首乌立体观光栽培，并进
行黑羊、毛驴、梅花鹿等养殖，使生态园成
为市民游客了解首乌故事的好去处，实现
富民增收的好载体。

2010年9月3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
准对“滨海白首乌”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白首乌的广泛种植也成为乡村振
兴、富民增收的“助推器”。今年42岁陆
春雷是滨海港经济区首乌村三组村民，
头脑活络的他在基地从事管理、种植及
初加工业务，一年收入四五万元。在滨
海港经济区，为首乌产业打工的村民多达
百余人。

首乌花开，面朝大海。取材于滨海县
种植白首乌实现脱贫致富的现代淮剧《首
乌花开》，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鼓舞人
心的精神力量，今年7月获得市第九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全市科协系统村会合作 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滨海篇

本报讯（常昌荣）为进
一步提升我市机械行业铸造
装备水平，推广使用节能高
效的铸造设备和先进工艺，
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
性能，增加经济效益，9月6
日，市机械工程学会在大丰
区西团镇举办铸造企业中
频感应电炉业务实践培训
班，来自西团镇 50多家企
业的130多名铸造加工企业

技术人员和一线操作人员参
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由市机械工
程学会邀请周德利、董绍俊
两位专家主讲。培训班重点
围绕铸造企业在实际生产过
程中，经常遇到的对产品性
能影响较大的设备改进和操
作工艺问题，从理论和实践
两个方面入手，系统进行现
场解说和视频演示。

市机械工程学会

举办中频感应电炉业务培训

本报讯（季长清）9月4
日，盐城市成品油流通行业
协会召开2022年理事会议。
会议由顾亚平会长主持，市商
务局相关负责人应邀出席，协
会会长、副会长、理事和监事
单位代表参会。

顾亚平围绕当前形势任
务，就协会的下一步工作提
出提高站位守底线、服务发
展保供应、丰富职能增活力
的三点意见。顾亚平表示，
成品油供应是国计民生，体现
了行业的作用和地位，作为理
事单位要共同扛起社会责任，
自觉发挥好市场保供的生力
军、主力军作用。作为从业
者，首先必须守底线，要依法

合规，诚实经营。他同时指
出，各理事单位要主动而为，
坚持讲政治、保安全、促稳定，
推动市场整治，引领全行业依
法合规经营，围绕行业转型发
展，不断提升协会活力。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对
协会在规范行业自律、反映企
业诉求、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
在近年来加油站安全专项整
治、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和加
油站疫情防控工作中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根据副会长单位提议，会
议一致表决通过，由钱伟同志
代表所在单位担任盐城市成
品油流通行业协会副会长。

市成品油流通行业协会

召开2022年理事会

□卞红春 记者 左其慧

“如果没有市、县农牧部门不断为我
们提供养殖一揽子科技服务、一系列政策
支持，我的养殖场不会发展成可存栏母
猪1500头、生产育肥猪达10000头的规
模……”9 月 6日，在射阳县四明镇新港
村举行的全国科普日活动暨新港村“村
会合作”项目现场观摩推进会上，当生猪
养殖户王高嵘看到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为
绿色种养循环示范基地揭牌时，由衷地感
激道。

市畜牧兽医学会是“村会合作”行动的
实施单位。在市科协的领导下，该学会把
开展“村会合作”行动列入2022年度学
会重点工作，专门成立“村会合作”项目
工作小组，联合市植保站、县科协和县农

业农村局等科技推广部门，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制定工作措施，扎实推进新港村

“村会合作”项目。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则
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确保该项行动取得
实效。

作为受益者代表，王高嵘对这项工作
赞叹不已。他说，新港村有很多养殖户，但
规模都不大。在相关部门指导下，他积极
参与“公司+农户”发展模式，帮小散户
开展生猪养殖技术指导、品种改良、科
学饲喂、生猪销售等，显著提高农户抵
御风险的能力、生猪养殖的效益。而他
的养殖场自创办以来，除累计带动发展
15 户规模养殖户，还为当地解决近20
个低收入农户就业创收问题，每年为工人
提供工资报酬100多万元。另外，有6对
夫妻到他的猪场工作，实现“家门口就

业”。王高嵘
的养殖场因
此先后荣获
省畜禽生态
健康养殖示
范基地、省动
物防疫达标
先进单位等称
号。

“项目实
施以来，通过
积极协调利用
各级部门现有
绿色种养循环
相关政策扶
持，帮助新港
村畜禽养殖场
和种粮大户争

取项目优惠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种养大
户参与‘村会合作’项目积极性。”市畜牧
兽医学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已在新
港村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基地、盐城
市绿色防控区和江苏生猪产业技术体系

示范基地建设等三个省市项目合作，合
力打造高标准的绿色种养循环推广
示范基地，助力新港村产业振兴和
乡村发展。

新港村是“村会合作”行动的生
动缩影。近年来，市科协主动对接
明确市、县两级17个学会与23个
行政村结对实施“村会合作”助力乡
村振兴项目，重点组织8个学会（协
会）结对10个村。目前，各级科协、
相关学会（协会）通过实地走访、线

上交流、电话沟通等方式，与结对村
磋商，了解掌握村发展现状、短板瓶颈、

问题需求等情况，签订合作协议，全面进
入落地推进阶段。下一步，市科协将牢固
树立“再接再厉，勇为善为”的意识，坚定

“为我所用，助我发展”的决心，切实把好事
做好、实事办实。

① 推进会场景
② 科普会现场
③ 揭牌仪式

记者 黄海峰 摄

本报讯（祁敏 记者 朱雷成）秋日的
盐城大洋湾姹紫嫣红，叠翠流金。9月7
日，亭湖区科协第六次代表大会在美丽的
大洋湾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亭湖区科协第
六届委员会主席、兼职副主席、秘书长、常
务委员。王慧当选为新一届委员会主席。

近年来，亭湖区各级科协组织紧紧围
绕中心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推动科技
创新、普及科技知识、开展科技服务、加强
自身建设，累计组建科协组织183个，建成
省市各级各类科普示范基地（村、社区）、科
普教育基地、科普惠农服务站29个，2021

年亭湖区科协先后被中科协、省科协表彰，
全区崇尚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的氛围
越来越浓。广大科技工作者扎根基层、立
足本职、潜心钻研，在各自领域、不同战线
辛勤工作、默默奉献，取得了一批又一批科
技成果，清华李俊华团队获2020年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南大盐城环保研究院荣
获首届江苏省科技创新发展奖。

亭湖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参加了大
会开幕式，并对上一届的科协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面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孕育兴起、蓄势待发，科技竞争日趋
激烈的态势表示，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
大科技工作者要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聚焦建设绿色低
碳发展示范区，展现“国际湿地、沿海绿城”
的生态魅力、发展活力，大力推进科技进步
和创新创业，为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排头兵积蓄创新动能。

市科协主要负责人与会，对亭湖区科
协以“四服务”为工作主线，团结带领全区
广大科技工作者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多项
工作获得中科协和省科协表扬给予褒奖，
并对新一届委员会提出“把好政治引领‘方
向舵’、当好科技人员‘娘家人’、做好科技

创新‘生力军’、建好科学普及‘主阵地’”的
殷殷寄语。

会上，与会代表通过了《扛起光荣使
命，广聚科创智慧，为“锚定首位追求、拼出
首席地位、打造首选环境”贡献科协力量》
的工作报告。就今后五年的科协工作，王
慧表示，亭湖区科协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紧扣“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
发展排头兵”目标，围绕“打造开放合作的
产业重地、人才荟萃的创新高峰、亘古通今
的文化名片、城乡融合的品质标杆、绿色低
碳的示范样板”任务，以政治引领强化桥梁
纽带作用，以改革创新激发科协内生动力，
进一步强化“四服务”职责定位，主动担当、
奋楫争先，努力做到“四新”：强化引领，聚
才汇智实现新飞跃；致力创新，成果转化实
现新突破；加强协同，全域科普实现新高
度；求真务实，服务质效实现新提升，为“锚
定首位追求、拼出首席地位、打造首选环
境”贡献科协力量。

亭湖区总工会代表群团部门致贺词，
来自亭湖区的161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
会通过了《亭湖区科学技术协会实施〈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章程〉细则的决议（草案）》。

聚焦中心 服务大局 创新奋进
亭湖区科协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新一届委员会

本报讯 （高洁）日前，
盐城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获评 2021 年度 4A级社会
组织。

9月2日上午，市民政局
主要负责人到学会检查指导
工作，并充分肯定了学会工
作，同时指出，综合交通运输
学会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
基础工作扎实、规范化程度
高、工作实绩突出，特别在党
建工作创新、重点课题研究、
高级人才培训、科普基地创
建、新冠疫情防控等方面作出
了积极贡献，经评估授予学会

4A级社会组织牌匾。希望市
综合交通运输学会总结成功
经验，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自 2019 年成立以来，开展
重点课题研究，充分发挥智
库作用；开展高级研修培
训，着力打造人才队伍；开
展科技创新大赛，不断提升
创新能力；开展科普基地创
建，认真履行科普职能；开展
全面战略合作，高度重视资
源整合；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多次获
市科协示范学会组织称号。

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获评4A级社会组织

本报讯 （王青华 姜
恒）近年来，响水县科协结合
响水湿地的自身特点和优势，
进一步提升黄海湿地科普工
作质量和水平，推进科普文化
和生态旅游的融合发展，并在
日前召开的盐城湿地科普研
讨会上作经验介绍。

响水湿地位于黄海之
滨，是由黄河夺淮入海所带
来的泥沙淤积延伸而成。由
于海陆的交互作用，响水湿
地形成了多样独特的生态环
境，具有自然资源种类居多、
蕴藏量大、海陆交通运输便
捷、可利用岸线长、深水港优
势突出、开发利用价值高等
特点。

强化组织协调。为让更
多大众认识自然、尊重自然，
进而保护自然，提高保护自然
意识，经县科协推荐，县全民
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组织
3家单位参加盐城黄海湿地
科普共同体。此外，县老科
协、陈家港镇等下属学（协）会
和镇区，也积极开展各类黄海
湿地科普宣传活动，全县上下
合力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综合开发利用保护建设的良
好态势。

加强宣传引导。通过科
普宣传周和“国际湿地日”等
活动，开展湿地科普展示，为
周边群众、中小学生介绍黄海
湿地丰富的环境资源、景观资

源、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人文资
源。同时，通过设立专栏、宣
传展板、画册、电子屏等载体，
宣传区域内物种种类、地质条
件、气候条件等知识，宣传《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
的湿地科普教育活动，提高大
众保护和守法意识，形成全民
参与自然保护的良好局面。

倡导绿色低碳。响水湿
地地处海州湾渔场南部，由于
灌河直排入海，为湿地生物提
供了丰富的营养，已形成潮间
带、潮下带立体养殖模式，具
有多元化、多品种、多层次的
养殖特点。县科协围绕“竞逐
绿色低碳发展新赛道，勇当沿
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的
目标定位，积极组织科技专
家，通过开展“科技下乡”等活
动，科学普及湿地养殖新技
术，引进新产品，发展新产业。

推进生态旅游。响水县
“网红海滩”面积约3000亩，
人流量每天 2000 人左右。
为此，县科协在“网红海滩”周
边悬挂保护珍稀鸟类和濒危
物种的科普宣传标语，设立盐
城黄海湿地世界自然遗产科
普宣传栏，让游客们充分了解
周边鸟类的生活习性，也为市
民提供一个温馨而愉悦的亲
海休憩学习空间。

响水县科协

提升湿地科普工作质量水平

会议场景会议场景 记者 朱雷成朱雷成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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