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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从脚下起步卫生从脚下起步，，
文明自你我做起文明自你我做起。。

“五月五，挂艾蒲”，随着端午佳
节临近，泰山景区大津口乡范家庄村
的艾园里，一垄垄艾草随风摇曳，紫
茎小叶上的白绒在阳光下泛着银光，
浓郁的艾香扑面而来。这片承载着
传统民俗的“安康草”，正成为当地乡
村振兴的“金钥匙”，让古老的端午习
俗在新时代绽放出产业富民的光彩。

泰山野生艾草以“紫茎、小叶、薄
叶、白绒密”闻名，虽出绒率低，却清
香醇厚、药效卓著，是艾灸理疗的上
乘原料。范家庄村党支部敏锐捕捉
到这一独特优势，于2017年领办传
统中草药专业种植合作社，于2021
年正式开启艾草种植之路。

“当时我们组织村民上山采挖野
生艾苗，在山下平整好的土地试种。
挖苗时地还没整好，苗子放了一周才
种，没想到缓苗后蹭蹭长，能长到一
人高。”范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魏传征回忆起试种经历仍难掩
兴奋。

艾草凭借其独特的生长特性，成
为村里的“致富草”。魏传征告诉记
者，艾草每年可收获两茬，无需特殊
管理。第一茬在端午节前后收获，节
前几天，收购方就会派车到村里收
购。此时的艾草品质最佳，正值销售
的黄金时期，论枝论把卖都十分畅
销。第二茬则在秋后收获。两茬收
获让艾草种植的效益得到了充分展
现。“目前，除了野生小叶艾草，村里
还种植了大叶艾草。我们主要与泰
山艾茳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他
们负责生产加工，目前已经有艾条、
艾草香囊等 50 余种产品。”魏传
征说。

随着市场行情逐渐向好，魏传征
看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村里山坡
地众多，除了现有的艾草种植，未来
还可以发动村民利用山坡地、板栗园
等发展林下经济，扩大艾草种植规
模，把野生艾草变成“山坡摇钱草”。
目前，艾草种植已为村集体带来每年
3万多元的增收，虽不算丰厚，但对
于乡村发展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让村民看到了“薄地生金”的希望。

除了艾草，大津口乡的中草药种

植产业也正朝着多元化方向蓬勃发
展。范家庄村从山上移植了金银花、
丹参、药用牡丹等20余种野生药材，
计划将试验田打造成中草药科普研
学基地。“学生可以来这里认草药、采

艾草、做香囊，学习中医药文化。”魏
传征说，道路等基础设施完善后，基
地将成为周边学校的“自然课堂”。

在大津口乡，中草药产业的“破
圈”不止于范家庄村。泰安市泰山景

区无恙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邱增辉站在位于艾洼村的百草园
前，望着141种蓬勃生长的中草药
说：“我们种植了泰山黄精、紫草、四
叶参、何首乌‘四大名药’，还有各种
常见的中草药，让游客能直观感受

‘泛泰山道地药材’的魅力。”该公司
不仅在大津口乡发展中草药种植，还
联合多所学校开展科普教育活动，让
人们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文化，了解
中草药产业。此外，该公司还将生产
加工融入其中，形成中草药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在发展中草药产业的同时，大津
口乡结合本地特色，将中草药研学与
文旅业态相结合，推出中草药研学游
览路线。“游客可以一边欣赏美丽的
自然风光，一边品尝天然健康的素食
和茶饮，感受中医药文化与旅游的深
度融合。这种多元化的文旅发展模
式，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和立体的
旅游体验，迎合了不同游客的需求和
兴趣。”泰山景区大津口乡党委委员、
宣传委员高明成介绍。

数据显示，大津口乡中草药种植
面积约46公顷，带动200余名村民
就业。在立足中草药产业蓬勃发展
的良好基础上，大津口乡正聚力打造

“道地药材+精深加工+康养文旅”全
产业链，通过整合土地资源、培育新
型经营主体、引入现代化加工技术，
推动中药材种植标准化、品牌化发
展，让传统“草根经济”升级为富民强
村的“绿色引擎”。“我们将以中医药
文化为纽带，构建集中草药研学、生
态康养、电商助农于一体的融合发展
模式，让药材变‘财药’、田园变景区，
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草本活
力’。”大津口乡党委书记边立峰说。

当端午的艾香飘向泰山深处，大
津口乡的实践证明：传统习俗不仅是
文化记忆，更能成为产业振兴的“基
因密码”。从单一的艾草种植到多元
化的中草药产业布局，从传统的农业
生产到与科普研学、生产加工相结合
的全产业链发展，大津口乡正以中草
药为依托，探索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
振兴新路径。

□记者 刘小东/文 隋翔/图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刘
小东）记者近日从泰山区林业保
护发展中心获悉，为有效防控美
国白蛾等重大林业食叶害虫，保
障全区林业资源和生态安全，泰
山区决定在全区范围内采用飞机
喷洒药剂的方法，防治美国白蛾
等重大林业食叶害虫（以下简称
飞防）。

据了解，飞防期间（6月1日
至6月10日），飞机每天起飞作
业时间为 5 时 30 分至 19 时 30
分。飞防区域为泰山区境内的片
林及主要道路沿线的林地，主城
区执行全域飞防。飞防用药为无
公害生物制剂，如杀铃脲、灭幼脲
等，对人畜、农作物等安全无害，
但对桑蚕、蚂蚱、蜜蜂、虾、蟹、豆
虫等敏感动物具有一定的影响。
泰山区提醒飞防区域内的养殖户
提前采取防范措施，确保养殖不
受影响。

此外，飞防期间，作业区飞机
飞行高度属安全范围，不会对地
面的人、物等造成威胁。飞防作

业过程中，防治区域范围内禁止
对空鸣放礼炮、燃放烟花，禁止向
空中释放气球和风筝等空中漂浮
物，禁止向飞机投掷石块、绳索，
禁止在飞机作业时间段内架设高
压电线杆、铁塔等高大建筑物、构
筑物，禁止一切可能危及飞行安
全的活动。

泰山区提醒飞防作业区内
的施工单位、养殖场以及其他相
关单位和个人，要自行采取有效
保护措施。例如，桑蚕、蚂蚱、豆
虫养殖户除盖好养殖棚外，所需
饲草要在飞防作业区以外采集；
养蜂户要迁移出飞防作业区进
行放蜂。

飞防期间，因违反规定影响
甚至危及飞防作业安全者，将依
法追究责任，触犯刑律的，将移交
司法机关惩处；未按要求采取措
施，造成自身损失的，责任自负。
如遇特殊情况，市民可联系泰山
区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防控指
挥部办公室，联系电话：0538-
8521965。

泰山区6月1日至10日开展飞防作业

防控林业害虫 保障生态安全

▲范家庄村村民在中草
药种植园锄草。
◀范家庄村艾园。
▼艾洼村百草园。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董
文一）近日，市妇联在北上高村党
群服务中心举办“家庭学法 廉润
万家”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主题实
践活动，倡导科学家教，厚植廉洁
家风。60余户家庭参与活动。

活动现场，家长和孩子共同
观看由市妇联和泰山学院联合设
计制作的《山东省家庭教育促进
条例》知识宣传展板，并参观北上
高村“领航、清风、乡愁、蝶变”四
大主题展馆，通过廉洁家风故事、
老照片、家书手稿等具象化载体，
沉浸式体验“廉洁治家”的传统智
慧与时代内涵，深刻感悟家风故
事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

想、家国情怀、家教智慧。
“这些案例让我明白了科学

教子不是一句口号，好家风就在
身边。”一名家长表示。此次活动
通过“学条例明责、观廉景铸魂、
悟初心践行”的教育模式，提升了
家长科学教子的能力，在家庭成
员心中播下了“以廉养家、以廉润
家”思想的种子。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推进“家风助力”工程，通过
开展家庭悦读、家风宣讲、实地教
学等活动，推动更多家庭成为优
良家风的传承者、廉洁文化的传
播者、社会和谐的建设者，让文明
之花开遍千家万户。

市妇联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

倡导科学家教 厚植廉洁家风

■家长和孩子认真观看知识宣传展板。 记者 董文一 摄

走进位于肥城市的山东农大肥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郭新送正在办公
室看资料。办公室产品柜上存放着各
种肥料样品，墙角处一袋袋中试的产
品整齐码放，白板上板书字迹工整清
晰……处处彰显着科技工作者严谨的
治学态度。

郭新送，山东农大肥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全国肥料与土
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盐
碱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试验站站
长，中国农科院、山东农大专硕校外指
导教师，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库
专家，《肥料与健康》编委，山东省科协
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我家乡是山坡丘陵区，由于土壤
贫瘠、水资源匮乏，乡亲们常年种植花
生、小麦，辛苦劳作一年，收入微薄。”
作为农村考出来的孩子，郭新送心中
始终抱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通过自己
的研究带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改善
农民的生活。

研究生在读期间，郭新送探明了
滨海盐碱地水—肥—盐的互作关系，
发明“滨海盐碱地水—肥—盐调控技

术”，将小麦、玉米周年产量提高30%
以上。

“滨海轻中度盐碱地的小麦、玉米
产量每亩200至250公斤，土地改良
后，产量可以提高300至400公斤，产
能翻倍。”郭新送指着中国地图说，我
们国家的海岸线很长，滨海盐碱地的
面积也非常大，如果能提高产能，对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2015年7月，郭新送从山东农业
大学毕业，到山东农大肥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新型绿色农
业投入品研发与应用推广，以及国家/
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等工作。

“我们把化肥分为4个发展阶段，
1.0氨水过磷酸钙时代、2.0尿素磷铵时
代、3.0复合肥时代、4.0增效复合肥时
代。我的工作就是要在增效复合肥上
做文章，推出4.1腐植酸增效肥料。”郭
新送介绍，腐植酸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的大分子有机物质，主要来源于低品位
煤矿，如褐煤、风化煤等，其在提取和提
高活性方面有很大的难度。

一项研究，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
需要多久？

郭新送的答案是至少3年。
针对腐植酸新型肥料对作物、土

壤的作用和机理不清的问题，郭新送
潜心钻研，最终发现腐植酸调控作物
根系生长机理及对土壤固碳减排作用

机制。研究成果表明，小分子量腐植
酸（≤3kDa）可显著增加作物根系伸
长区的细胞数量；参与创新了腐植酸
的活化方法，较传统方法，活性腐植酸
含量提高30%以上，先后开发出活性
腐植酸肥料产品70余种，与普通复合
肥相比，作物增产5%至15%；同时，
为了提高肥料利用率，降低养分流失，
减少劳动投入，研究适宜包膜硫酸钾
和氯化钾的膜材料及氮钾“双控”包膜
技术，开发出10种作物专用控释钾
肥，并在马铃薯、地瓜、花生上进行大
面积试验示范，肥料利用率提高10%
至15%。这就为粮食增产、节肥增效
提供了新途径。

研究过程中，郭新送还攻克了腐植
酸土壤调理剂低温转化工艺难题，创新
腐植酸活化技术和腐植酸土壤调理剂
节能降本生产技术，在腐植酸活化技术
集成和腐植酸土壤调理剂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其中“新型腐植酸固相活化
技术”和“腐植酸与含钾硅酸盐矿物低
温转化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装备水
平达国际先进，解决了新型肥料生产工
艺装备不匹配、能耗高、效率低的问题。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当时我们
研发了一款化肥，增产提效的效果特别
好，但忽略了产品使用场景，很多老乡
都是肥药、杀菌剂、杀虫剂混在一块儿
用，结果肥料和农药复配在一起产生絮

凝沉淀，降低了机械化作业效率，种植
户也不会买单。”这次经历让郭新送产
生了转换赛道的想法，从技术攻关转向
应用研究，带着农民的痛点找答案，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实验做在农田里。

在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方面，
郭新送创新田间轻简化施用技术，打造

“研、产、推、用、教”五位一体的企业科
研发展模式，通过田间地推等形式进行
技术和产品推广，累计护理土壤480余
万公顷，为企业创效、用户增收作出了
一定贡献。

郭新送始终认为，化肥这个行业是
骗不了人的，产品的好坏产量会说话，
乡亲们的一声“肥料用着不错”，就是对
他最大的鼓励。

参加工作以来，郭新送主持“十三
五”“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2项，参与国际合作专项、山东省重点
研发计划等项目30余项；获授权专利
46件，其中发明专利24件；在国内外
期刊发表论文74篇。眼下，郭新送研
究“光-肥互补”相关技术和产品，预期
创制新型叶面肥，解决作物光合效率
低、叶片养分附着性差、渗透能力低的
问题。

“我将本着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
科研精神，脚踏实地做事，持续开发新
型肥料，为我国粮食增产和粮食安全做
出自己的贡献。”郭新送说。

山东农大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郭新送

根植热土践初心 科技兴农助增收
□记者 冯子凝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刘
小东）记者从泰山森防站了解到，
日前，泰山爱鸟协会会员李文庆在
进行野生鸟类调查时，拍摄记录到
泰山鸟类新记录种——林雕。至
此，泰山野生鸟类达376种。

据了解，林雕为鹰形目鹰科
林雕属鸟类，是一种中型猛禽；通

体黑褐色，眼下及眼先具白斑；
头、翼及尾色较深，两翼后缘近身
处明显内凹；翼指七枚。林雕尾
较长，尾上覆羽淡褐色具白横斑；
尾羽有不明显的灰褐色横斑。虹
膜黄色，脚黄色；爪长且微具钩，
与其他雕类有别。

林雕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多栖息于热带至温带地区海
拔300米至2000米的中低海拔
山地森林，捕食小型兽类和鸟类，
也掠食其他鸟类的卵及雏鸟。林
雕在高大的树木上筑巢，每窝产
卵1至2枚。

近年来，泰山景区通过实施
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如加强栖
息地保护和减少人为干扰等，生
态环境持续优化，野生鸟类种类
和数量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已
记录20目65科376种，其中，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鸟类12种、二级
保护鸟类66种。泰山景区将继
续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发
挥泰山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
作用，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泰山鸟类“大家族”迎来新成员

■林雕。 通讯员供图

本报 5月 29 日讯（记者 徐文
莉）数智赋治，推动社会治理向现代化
迈进。日前，记者从宁阳县了解到，该
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
新开发“民声数智瞭望塔”，打造集“多
渠道集题、小切口破题、大治理解题、
强督办答题”于一体的综合数字平台，
实现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到“多元
共治”、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
从“经验治理”到“数字治理”的转变。

社情民意全链归集。宁阳县建立
横向联通15个职能部门、纵向贯通15
个乡镇（街道、园区）的数据汇集网络，

采取端口接入与手工录入相结合的方
式，集成信访、民生热线等15个民意
表达渠道的数据资源，并通过专属二
维码进行信息的云端收集和汇总，实
现了多渠道信息的归类整合。

平台数据深度分析。宁阳县建立
“AI算法主分析、人工复核再校准”的
双向分析模式，引入Ollama大模型
技术，提取事件关键词，实现智能分
析，同时安排专职工作人员负责社情
民意分析研究。该县定期组织部门会
商分析，由组织部、编办、民生热线等
部门建立集中研判机制，对分析出的

问题进行核实、交办。
民生治理智能参谋。宁阳县致力

打造社情民意“晴雨表”、治理需求“热
点图”。今年运行以来，“民声数智瞭望
塔”每周向宁阳县委、县政府上报《宁阳
县人民意见建议动态感知报告》，对重
点关键词进行区域部门分析与事件分
析。此外，“民声数智瞭望塔”根据系统
反馈情况，精准定位问题发生区域，第
一时间向乡镇（街道、园区）及相关职能
部门下达《宁阳县人民意见建议预警提
醒函》，敦促落实工作责任，推动治理模
式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防范”转变，倒

逼基层治理改善。
目前，宁阳县“民声数智瞭望塔”

已汇集信息8万余条，撰写《宁阳县人
民意见建议动态感知报告》23期，对
56个重点关键词进行区域部门分析
与事件分析，发出《宁阳县人民意见建
议预警提醒函》9期，成功预警并妥善
处理了“小区停车难”“供暖热力不足”
等问题。宁阳县先后部署开展城市社
区分类提升、“红色物业”攻坚等专项
行动，充分实现了社情民意“一网统
管、全域感知”，以数字化手段开辟了
基层治理新路径。

宁阳县建立“民声数智瞭望塔”

以数字化手段开辟基层治理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