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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4 月 5 日电(记者褚晓亮、段续)总去农村的人
都有这样的经验：常年的风吹日晒和田间劳作可能让农民看起
来比较“显老”。可近日记者在吉林省吉林市大荒地村采访时，却
发现这一经验“失灵”了，在这里遇见的农民看上去大都比实际
年龄“显小”。现代农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也提高
了农民生活品质，重塑着农民的精神面貌。

工作环境之变：

收起镰刀进厂房，监控室里抢农时

“总有人问我，皮肤咋这么好？看起来比十几年前还年轻。”
村民麻钢英告诉记者。

麻钢英今年快 50 岁了，看着却像 40 岁，从里到外透着一股
精气神。为何变年轻？麻钢英笑着说：“现在不用整天踩泥巴，少
了风吹日晒，人自然年轻了。”

冯巧霞住在麻钢英家附近。虽然孩子都已上班，可她看着也
就 40 岁左右。“这里的村民真是越活越年轻。”记者不禁感叹，引
来不少附和。

以种植水稻省内闻名的大荒地村，如今稻田里却鲜见人影，

倒是铺设了不少传感器。监控室里动动手指，就能精确遥控田
间的农业设备浇水施肥。“指标监测和智能温室配合，可以缩
短育秧时间，抢农时。”农民乔明儒说。

大荒地村与村上致富带头人刘延东创办的东福米业实行
了村企共建，企业集中流转土地，农民进入企业工作，既挣工
资，又拿分红。

穿靴子、踩泥巴在田间劳作已是历史。麻钢英收起镰刀，
变成生产备料员，为各地块配备化肥农药。“种地是脑力活
喽。”她说，“我们现在是不穿靴子的种稻人。”

生活环境之变：

园区物业样样齐，村里享受城市生活

走进大荒地村的农民新居，小楼鳞次栉比，马路干净整
洁，空气清新，白天老人们在广场上聊家常、晒太阳，小朋友们
嬉笑打闹，夜晚静谧祥和。

房间里整洁光亮，上下水通畅，天然气入户，统一供暖。在
冯巧霞家，地砖上一尘不染，卫生间里也很敞亮，温暖舒适。向
窗外望去，田间阡陌纵横，小区物业管理井井有条。冯巧霞丈
夫王海生在物业公司上班，三名保安 24 小时轮岗巡逻。

大荒地村所在的孤店子镇党委书记米栋军说，农民在这
里享受着很多曾经是城里“专有”的福利，都由村集体来承担。
村集体参与东福米业分红，每年能收入 300 多万元。

王海生每月 2000 元的工资，来自村集体支付的物业费。

村集体还能为村民们垫付 50% 的新农合保险，支付养老院费
用。村里有考上大学、添人进口……也能拿补贴。

向城市看齐，村里基础设施严格按规划布局。如村里一个电
源改造项目，就是与吉林市城郊供电分公司一起规划，电缆入
地，线径加大，完全符合城市配电网标准，为远期发展打下基础。

生活品质之变：

智能电器成新宠，告别炊烟更爱美

“村里 80% 的劳动力都在东福米业上班，每户年均收入
十万元。”大荒地村委会组织委员汪晶说。

麻钢英现在已学会用电脑做采购表格、做计划，每月工资
三千多元。自己种地时，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现在呢？
节假日休息，加班有补助。

冯巧霞如今是东福米业的后勤主管，初中没毕业的她如
今能熟练操作会计软件，像城市白领一样身着工装上下班。

灰头土脸的生火做饭、烧炕取暖，面朝稻田背朝天、早出
晚归辛苦劳作，这些都一去不返。没那么多苦活累活干，村民
们气色越来越好。

许多人家洗手间镜前摆着护肤品，有的还是知名品牌，大
家都喜欢打扮漂漂亮亮地出门。有的村民用上扫地机器人，有
的买了智能电视，智能手机人手一部。傍晚时分，冯巧霞在微
信群里喊一声，楼下的秧歌队、舞蹈队渐次集合，热闹起来。

“生活好了，心也宽了，人也爱美了。”麻钢英说。

这里的农民为何越来越年轻？
吉林大荒地村发展现代农业见闻

5 日凌晨 4 点，平时正是他读书
看报记笔记的时候，今天却成他出殡
的日子，永远地离开这个他为之奋斗
18 年的小区。

“居民好书记，党员好楷模！”“向
申老致敬！”“老书记走好！”尽管他的
家人遵守他的遗言，早早出殡，不想打
扰居民，一些知情的居民还是更早地
来到小区门口，扯起横幅，手捧鲜花含
泪为他送行。

今年 90 岁的申传兴是辽宁省丹
东市一名离休干部，自 2001 年以来长
期担任振兴区头道桥街道标牌小区党
支部书记。“离休不离党，学习不断档，
为民再上岗，奉献写人生”，这是他给
自己离休生活明确的奋斗方向。他带
头在最基层宣讲党的理论，带领小区
党支部为民分忧解难，吸引大批群众
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在居民心中树立
起一面基层党支部的旗帜。

声音洪亮、精神矍铄的他笑称自
己是“90 后”党员，他常说：“只要身体
允许，组织和居民需要，我就一直干下
去。”

4 月 3 日上午，申传兴突发疾病
去世，小区居民一直不愿接受这个事
实。当天早晨，他还来到党员活动站准
备党课讲义。桌上的老花镜、剪刀、胶
水和散放的报纸、刊物以及没有写完
的讲稿，好像在告诉人们他刚刚走开，
一会儿还会再回来。

一批又一批，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有刚放学回家的孩子，他们或到殡仪
馆最后再看一眼老书记，或到党员活
动站在老书记的遗像前久久不愿离
去……

一组数据彰显这名老党员对党的
无比忠诚：他自掏腰包订阅 8 种报纸、
12 种刊物用于小区党员学习；18 年
来，他编写讲义 120 余万字，累计为全
市党员群众讲党课 1200 余场；他带领
小区党支部自办了《党员天地》等 5 种
小报，《创先争优》等 100 期学习专页，

《核心价值观》等 3000 余张学习卡片。

他说：“我一生得益于学习，学懂
弄通，工作才能干到党要求的点子
上。”

一个故事透露出这名老党员浓浓
的为民情怀：标牌小区是老旧小区，多
年来脏乱差没人管，在他当上党支部
书记的第二天，他就带领支委利用一
周时间走访了 103 户居民，归纳出“房
子漏雨、暖气不热”等 15 个生活难题，
他暗下决心就算把“鞋底磨破了，嘴皮磨薄了”，也要把百姓
最关心的问题解决好。

为了解决房子漏雨问题，他跑房产、跑物业，一次不行
就反复去，找工作人员不行就找领导。在第 8 次去物业的路
上，突然下起了大雨，他被浇了个正着，看到浑身湿透的老
人，物业负责人感动地说：“您别再来了，我们一定把事情办
好！”

申传兴用 9 年的时间，把小区的生活难题全部解决，为
小区建设争取资金 153 万元，建了 250 平方米的健身广场，
改造了 23 个下水井……标牌小区由最初的脏乱差小区一
跃成为丹东市“文明样板小区”。

他说：“我认准一个理，小区党支部只要帮群众把事办
好了，群众就会拥护党。”

一句评价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这名老党员高尚的品
格：“他说的话我们喜欢听，他讲的理我们愿意信，他就是我
们的主心骨！”这是记者在当地听到群众对申传兴最多的评
价。

在送别申传兴的人群中，30 岁的孙美丽哭得最厉害：
“他就像我的亲爷爷一样呵护我，他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领路
人。”2007 年，出身农村的孙美丽大学毕业后，到标牌小区
自主创业，可因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她的创业困难重重，
申传兴知道后，一趟趟为她跑手续、跑场所，让这个外乡姑
娘感受到了温暖，申传兴写给她的“在逆境中找自信”的字
条，更是给了她无穷的力量。2009 年，她郑重地向申传兴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品格的力量是巨大的，很多人开始聚集在申传兴的周
围，像他一样义务为小区服务，在他的周围也涌现出了一批
优秀共产党员……

他说：“我在最基层的‘无品、无权、无钱’的‘三无’岗位上
一干就是这么多年，快乐充实，就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入党时
的誓词，我要一辈子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

(记者于力)新华社沈阳 4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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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4 月 5 日电(记者张超群)记者 5 日从四川省
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当地森林公安机关勘察，木里森林火灾
的起火点和雷击树木均已找到，确认火灾原因为雷击火。

四川凉山州森林公安局介绍，3 月 30 日 18 时许，木里
县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目击雷击引发森林火灾的报警，公安
人员历时 3 天组织拉网式排查找到该处雷击点，经过对雷击

痕迹点的勘察、取证，并与目击证人拍摄的照片比对后确
认山脊处的一株高约 18 米、树围约 250 厘米的云南松为
此次木里森林火灾主火场的起火痕迹点。

四川凉山州森林公安局负责人介绍，雷击位置在树干
上部，遭雷击后树干被撕裂，闪电经树干传导至地下，引燃
地表腐殖层。

勘察确认：雷击火引发木里森林火灾新华社长沙 4 月 5 日电(记者白田田)国网湖南电力防灾减
灾中心的山火监测预警系统上，显示着电网输电线路和杆塔密
布。工作人员介绍，一旦有黄色和红色的点闪动，表明监控范围
内出现火点，系统会第一时间发送警报给线路运维人员……

每年清明节前后，是山火高发期，而山火极易影响输电线路
的安全运行。记者了解到，国网湖南电力防灾减灾中心运用“卫星
遥感+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山火进行实时监测，目前监控范围覆
盖到国家电网在全国的 22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

据了解，当卫星过境“扫描”地面时，山火监测预警系统实时
接收遥感信息，自动进行图像识别，并与海量的线路坐标匹配，

及时发现、定位距离输电线路 1000 米以内的火点。除了卫星遥
感监测，重要线路上同时部署了分布式监测装置。

此外，针对山火发生随机、预测难的问题，技术人员分析了
近 15 年 100 多万个火点的大数据，得出“山火分布规律表”，并
且通过与气象因素、地理信息的量化关联分析，开发了山火预报
模型，可对 3 至 7 天时间内山火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预测。

国网湖南电力防灾减灾中心灾害预测组组长冯涛说，过去
山火监测预警完全靠人的经验，现在依托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可
以让山火的监控、处置更加精准。近几年在山火高发时段，这一
监测预警系统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运行效果。

湖南：“卫星遥感+大数据”预警山火

（上接 1 版）“丧事大操大办，并不能体现多少对逝者的
缅怀。我们提倡‘孝悌’文化，引导群众在老人生前尽孝、逝后
礼办丧事。”沂水县委书记薛峰说。

院东头镇关帝庙村村民姚在京的父亲前年去世，全民
惠葬政策为家里省下不少钱。“这样就有更多的钱孝敬 80
多岁的老母亲了。”受良好家风影响，姚在京的子女也都积
极行孝。

“逝有所安”要靠“制度化”

“殡葬领域移风易俗不能只刮一阵风，要靠制度形成长
久之效。”薛峰说，以公墓选址为例，他们在充分尊重民意的
基础上做到“三符合”：符合村庄发展规划，符合全县公墓布
局规划，符合土地规划。

公墓的建设和管护也有一套详细的标准。记者实地
走访几处公墓发现，墓园环境幽雅、植被茂盛、管理有
序。

沂水的殡葬改革不是就某个环节的单项改革，而是对
全链条改革，为此，当地还对殡仪馆进行改制，对运尸车辆
统一管理，并统一火化、骨灰盒标准。

随着新逝世人员进公墓率达到 100%，沂水开始引导
群众自愿将量大点多的散葬老坟迁入公墓。沂水县政协的
一名领导干部将老家墓林让出来，交给镇里建设公墓，并带
头将家族的十几座祖坟迁到新公墓，周边群众积极响应，纷
纷效仿。

老坟地的让路，为美丽村庄建设、村集体增收和村民致
富腾出了发展新空间。去年 5 月，诸葛镇下梭峪村的 65 座
老坟集体迁入当地新建公墓。下梭峪村黄桃、麻椒、苹果等
林果资源丰富，村里正盘算着用三块老坟地腾出的 12 . 1
亩土地建设林果交易市场。

“下一步，我们将对公墓进行升级完善，更加精细化管
理。”院东头镇副镇长李朝阳介绍，为了方便群众，他们将在
辖区内的公墓配套建设停车场、新增祭祀用的焚烧炉、购买
鲜花供祭拜者使用。

新华社济南 4 月 4 日电

新华社北京 4 月 5 日电(记者张泉)记者日前从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第十一研究院获悉，该院自主研发的彩虹-4 无人机近日
在西北某地圆满完成航空物探试验飞行。

试验飞行结果表明，彩虹-4 无人机速度快，效率高，使用劳
力少，能在短期内取得大面积区域的探测资料；并能克服不利的
地理、地形以及气候条件的限制，了解地球物理场随高度的变化
情况，为解释地质构造现象和找矿提供更多的信息。

彩虹-4 航空物探团队负责人王超表示，此次试验为彩虹-4
无人机以后执行航空地球物理领域相关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我国增添了一款新的航空物探利器，并有助于中国的航空物
探技术走向世界。

据介绍，此次飞行为彩虹-4首次物探飞行，是中国自然资
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航空磁场
测量技术系统研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彩虹-4 无人机航空物探成功首飞

▲经排查，森林公安民警发现木里县森林火灾主火场起火痕迹点为一株遭雷击的高约 18 米、树围约 250 厘米的云
南松(4 月 3 日摄)。 新华社发(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提供)

新华社拉萨 4 月 5 日电(记者周锦帅)“美女下巴再抬一点！
注意看镜头！”在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桃花园内，一对新人
在摄影师的“导演”下拍着各种姿势照片。

嘎拉村是 2019 年第十七届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所
在地，今年的桃花节从 3 月底持续到 4 月中旬。在桃花园里卖甜
茶的村民米玛普赤对记者说：“桃花节是我们村一年里最大的事
儿。今年摊位都改为集体经营了，更规范、更卫生，游客更多，我
们干得更起劲儿了。”

去年林芝桃花节期间，只有 152 人的嘎拉村共接待游客超
过 10 万人次，仅门票收入就超过 280 万元。扣除成本及集体发
展资金后，全体村民参与利润分红，最高的 8 口之家分到了 10
万元，最少的也分到 5 万元，远远超过以往种地放牛收入。“今年
这个数字肯定更高。”村支书边巴信心满满地说。

嘎拉村只是林芝市“桃花经济”不断升级的一个缩影。

由嘎拉村沿 318 国道向东驾车 200 公里，是林芝市波密县古
乡嘎朗村。这个只有 82 户人家的小村庄，紧临西藏嘎朗国家湿地
公园和全区最大的桃花谷——— 波密桃花谷，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35 岁的村民德青旺姆经营着全村首家、目前规模最大的家
庭旅馆“旺姆客栈”。占地 2000 多平方米的院子里，坐落着三幢
建于不同时期的房子。最新的四层楼房 2018 年建成，拥有 21 间
客房，最多能容纳 46 位游客同时入住，每间都有独立卫生间、
24 小时热水和 WIFI。天气晴好时，窗前桃花绽放，远处雪山绵
延，所有房间“一到旺季，天天爆满”。

“那个老房子，最早游客来我家借宿就住那里。”德青旺姆指
着院子西边的一幢二层石木结构的房子告诉记者，“东边这 4 间
客房是 2011 年建的，没有独立卫生间，已经跟不上游客的要求
了，所以我们才筹资建了北边的新房。”

新客房建设耗时 1 年多，一共花了 230 多万元，为此德青旺
姆家借了不少钱。但她非常有信心：“客房升级之后，客源和利润
都会更好，这个投入很快可以赚回来。”

林芝桃花以野生为主，在林芝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由于海
拔自东向西不断升高，每逢初春，漫山遍野桃花次第盛开，数月
时间里与蓝天白云、雪山冰川交相辉映，成为独特景观，吸引国
内外游客慕名“追桃”而来。

德青旺姆和弟弟先后参加了波密县里组织的酒店业服务
技术培训，“我们在培训班上收获非常大。”德青旺姆说，“我们
的服务员大多是乡亲们，最早的时候去客人房间都没有先敲
门的习惯，现在不会这样了。”

目前，旺姆客栈请了三位乡亲帮忙，都来自相对困难的家
庭。在旅游旺季，她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 4000 元左右的工资。
“我们希望能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德青旺姆说。

而 200 公里外的嘎拉村，边巴也很感谢各级政府搭建的
平台。2015 年，当地政府给嘎拉村拨付 900 万元用于建设“小
康示范村”，发展当地旅游业，为桃花园修建了景观步道、观景
台、景区公厕等基础设施。“当年，游客数量就上升了 50%。”边
巴说，“最受益的是村里的老百姓。”

边巴说：“现在，我们村家家吃上‘桃花饭’和‘旅游饭’，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我真的很理解了。”

用好“摇钱树”，林芝“桃花经济”再升级

▲一对新人在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桃花园内拍摄婚纱照（3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锦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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