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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10 月以来，漳州高新区南山文
化生态园内的天鹅湖喜添新“丁”，这对于
已落户南山文化生态园 2年之久的“天鹅
家族”来说，可谓幸福而难忘——13 只黑
天鹅宝宝陆续安全“破壳”，它们在自然环
境下孵化出生，长势喜人，萌态十足，吸引
很多游客驻足围观拍照。

据天鹅湖管理人员魏少渊介绍，为了
13 只天鹅宝宝的到来，天鹅“夫妇”不分
昼夜，轮流“值班”，充分保障了自然孵化
所需的适宜温度、湿度及良好的生态环
境。经过 45天的耐心孵化，一只只活泼可
爱的小天鹅陆续破壳而出。“小天鹅出生
时全身呈灰黑色，近一周以来，它们已经
开始挥舞着小翅膀初试水性，并和天鹅爸
爸妈妈一起嬉戏玩耍，逐渐适应了南湖的
生活环境。”魏少渊说，天鹅宝宝面对游客
拍照也不再闪躲，昂首游弋之间透露出浓
浓的主人翁气息。

据了解，2 年以来，漳州高新区专业
技术人员给予了天鹅出生、成长所需全流
程精心的照料。他们为天鹅搭了木屋、装
上大灯泡，确保“屋子”温暖适宜；他们还
给黑天鹅宝宝吃的饲料里加了餐（维生
素、胡萝卜和鱼粉等），帮助一批批天鹅宝
宝健康长大。“此次 13只天鹅宝宝已经是
南湖天鹅湖‘孕育’的第四批了。”魏少渊
告诉笔者，当前，“天鹅家族”成员已达到
62只，其中成年天鹅 49只。

“观赏小天鹅最佳的时间是每日早晨
8点到 9点及下午 4点到 5点，这两个时间
段它们会在天鹅湖里嬉戏游玩。”魏少渊
说，市民游客在管理员在场的情况下可以
与天鹅宝宝适当互动，但是观赏过程中要
做到不干涉“天鹅家族”的自然生活，不向
它们投喂食物，确保天鹅宝宝在健康安全
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洪乐敏 林晖 文/图）

漳州高新区南山文化生态园：

““天鹅家族天鹅家族””喜添喜添 1313只小宝宝只小宝宝

▲市民与天鹅宝宝互动拍照

◀萌态可掬的天鹅宝宝

▲龙文区防震减灾中心深
入龙江社区传播地震科普知识

▲芗城区上街分发防震
减灾宣传材料

▲平和等县地震办进入校园
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长泰县地震办走进元吉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开展防震减
灾宣传

▲华安县通过班班通组织学
生收看收听防震减灾视频

我市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如火如荼
近日，为切实做好国际减

灾日的宣传工作，全市地震系
统围绕“提高灾害风险治理能
力”主题，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深入开展第 31 个“国际
减灾日”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六
进”活动。 （林玲玲 文/供图）

本报讯（章政）10月 16日上午，
全市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现场推进
会在芗城区金峰开发区召开。副市
长兰万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加快推进工业（产
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是落实市委市
政府“大抓工业、抓大工业”决策部
署、落实省、市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的具体行动，是把园
区打造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要
平台和支撑、促进园区进一步提质
增效的重要措施。各地要提高认
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相
互学习借鉴经验做法，强化示范引
领和典型带动。要采取有力措施，
促进企业向开发区集中，业态往开
发区集聚，要素在开发区集约节约
利用，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要做大

做强园区经济，加大项目招商，加快
项目建设，完善工业园区的基础配
套设施建设，积极争取工业园区专
项债等资金，有效化解园区融资需
求难题；要强化要素保障，着力推进
工业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抓好
统筹协调，强化政策落实，发挥叠加
效应，形成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合
力。同时，各地要持续抓好工业技改
投入、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深入开展

“减停产”企业帮扶、“难、硬、重、新”
问题解决等工作，加快推进我市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前，与会人员实
地参观了金峰开发区铁塘、金安片区
棚户区改造和安置区建设项目，金塘
路综合管廊项目，大唐·幸福里人才
公寓、北斗工业园邻里中心项目等工
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10 月 17
日，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在漳州
古城举办“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研
讨会与第八场闽南文化沙龙。本次
沙龙邀请漳州、龙岩、赣州的专家学
者作为主讲嘉宾。同时，来自福建
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及江西、浙
江的政、企、学各界人士共 150 余人
雅集文化沙龙。

据悉，此次文化沙龙的主题为闽
南文化与客家文化，主要探讨闽客移
民史、建筑、方言、风俗、民间信仰等，

探究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异同
点。会议期间，闽南师范大学教授汤
漳平，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教
授林晓平，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员、龙
岩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原主任孙国
亮和漳州文管办原主任文博研究员
杨丽华，分别发表了《河洛文化与闽
南文化、客家文化的关系》《闽南民间
信仰与客家民间信仰的关系》《闽南
民俗与客家民俗的联系和区别》《浅
谈闽南土楼与客家土楼在建筑上的
共性与个性》主题演讲。

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 通讯员
李晓艳）10 月 17 日上午，“畅行中
国·福建村村美——2020 融媒助农
行动”采访活动在福建高速漳州兴
泰服务区正式启动。

漳州兴泰服务区以“花开高速·
乡约兴泰”为主题，开启此次融媒助
农行动及首场带货直播。来自全国
各地的主播、记者化身“推荐官”，为
漳州特色农副产品、花卉水果、漳州

三宝等进行带货直播。此后，还将
在三明高速贡川服务区、南平高速
武夷山服务区等开展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
合会、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中
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福建省
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广
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共
同主办。

强化产业支撑
突出绿色发展
我市召开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现场推进会

激荡思潮 文化交融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举办第八场文化沙龙

融媒助农行动启动

如何提升技术,提高成品粮出品率，成为节
粮减损的重要课题。

如今，现代化储粮技术应用为我们排忧解
难。漳州岱山国家粮食储备库是我市第一个现
代化粮库，自 2016 年开始装备智能充氮气调储
粮技术。“智能充氮气调储粮技术无毒无害，能延
缓储粮品质陈降。在春夏季进行抑虫作业，防止
害虫大规模爆发，有效降低了虫害造成的储粮损
失。”漳州市岱山国家粮食储备库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利用空调控温、轴流风机、谷物冷却机等
技术设备，能控制粮食水分。并通过传感器监控
粮仓各层温度，防止储粮发热。”

“智能化储粮技术应用，能保持粮仓通风和
均温均湿，创造理想的储粮环境。”漳州岱山国家
粮食储备库负责人认为，“尽管技术升级需投入
资金，但如果我们每减损一吨，就能节约损失
2000多元，一年能增加几十万元的经济效益。”

记者了解到，一般 100斤的原粮能产出 60斤
的大米，而余下的 40 斤稻壳和碎米一般用于饲
养动物。

而如果能运用先进的设备把碎米从饲料级
提升至食品级，用于生产饼干等副食品，就能有
效节粮减损。

今年，兴浦米业新购置了 4 台色选机，在高
效清理杂质的同时，能有效避免好米误加工。张
荣明说：“今年 100 斤的原粮可以产出 61 斤的大
米，产出效率提高了 1%，每天能增加 6000 元的
产值。”

此外，线上零售也成为粮食零售新趋势。漳
州品冠米业总经理谢家盛说：“单身青年或年轻
夫妇等年轻消费者他们日常的粮食消耗量较
少。传统 10 公斤装大米常常吃不完就发霉，因
此我们在线上零售中主推 2.5 公斤的小包装大
米，减少粮食浪费，销量见长。”

揭秘水稻变米饭的成长历程

每颗稻谷 吃干榨尽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眼下，正值水稻丰收。然而，从田间地头的稻米变成居民

餐桌上的米饭，仍需经过储存、加工、零售等环节，发生粮食损失也不可避免。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显示，我国粮食在经过储藏、运输和加工等环节后，每

年损失量可达700亿斤以上。

在收获环节，粮食受天气情况、作物成熟度、农户
收获作业形式等因素影响较多。而其中，粮食储藏、干
燥过程、储粮设施和技术是储粮损失的主要影响因
素。同时，在粮食加工和包装零售等环节上，加工工
艺、粮食包装、运输也是减损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市发改委（粮储局）行业管理科工作人员介绍，
漳州是粮食主销区，节粮减损的工作方向在于储粮、加
工和零售等环节。“在储粮环节中，虫害、高温和水分是
三大要点。”

害虫啃食减损粮食不必多说。传统方法是使用磷
化铝片剂等化学药品进行消杀，但化学药品的使用会
影响储粮品质，按储粮技术规范，每年只能在夏季虫害
高发期使用一次。

粮食也有呼吸，在正常储存过程会产生水分聚集，
俗称“结露”。因此，储存粮食面临着高温、水分的难
题，需要做好夏季控温，保持干燥和通风，避免粮食发
热霉变。

碎米变饼干？

产出效率提高1%，日增加产值6000元

一朝吐穗酬耕作，稻浪金黄
风拂过。近日，在南靖县书洋镇
上坂村，千层梯田绵延万重山，滚
涌着金色稻浪，秋色连波，浓淡相
宜，与不远处的世界文化遗产田
螺坑土楼群相映成趣。

简慧玲 谢 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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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粮食会呼吸？

虫害、高温和水分
是三大储粮关键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本报讯（洪锦城）10 月 16 日上
午，一场蔬菜（大葱）机械化移栽现场
演示会在漳浦县赤湖镇山油村上演。

此次活动由漳浦县农业机械服
务中心主办，由漳浦县合帮胜农机
专业合作社协办，参加人员包括漳
州各地农机站推广负责人、农机合
作社、蔬菜种植大户以及创业贫困
户等，共计 100 余人。当天活动内
容主要包括室外现场观摩大葱机械

化移栽作业演示和室内开展蔬菜机
械化移栽技术培训。

据漳浦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负
责人介绍，通过在田间地头展示蔬
菜（大葱）移栽机、起垄机、旋耕机等
新式农机机械化作业，以及举办蔬
菜机械化移栽技术培训会，可以让
大家深刻感受机械化耕作生产的高
效与便捷，以此提高生产效率，实现
增产增收。

漳浦：

蔬菜种植“机”不可失

☉本报记者 蔡楠楠

工人查看稻谷抛光机中大米。 本报记者 蔡楠楠 摄

航拍福建漳州岱山国家粮食储备库
航拍福建漳州岱山国家粮食储备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逸帆陈逸帆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