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4日，在湖
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井
字镇铜梁村，农民驾
驶农机收割中稻（无
人机照片）。

处暑时节，农作
物逐渐成熟。农民忙
碌在田野，收获劳动
果实。

新华社发

处暑时节
收 获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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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记者25日从商务部获
悉，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
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明确各地自主确定补贴

“8+N”类家电品种，每件最高补贴2000元。
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使用中央与地方资金，对

个人消费者购买2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
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吸油烟
机8类家电产品给予以旧换新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
最终销售价格的15%，对购买1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
的产品，额外再给予产品最终销售价格5%的补贴。
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
2000元。

通知提出，各地自主确定上述8类家电的具体品
种。鼓励地方结合当地居民消费习惯、消费市场实际
情况、产业特点等，对其他家电品种予以补贴并明确相
关补贴标准。

根据通知，各地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做好政策答
疑，并开通投诉举报监督渠道，依托本地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等建立咨询服务专线。

家电以旧换新补贴“8+N”类

每件最高补20002000元元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记者从北京首旅集团获
悉，北京将举办大型中秋国庆彩灯游园会——“京彩灯
会”。届时，逾200组大中小型创意灯组、约10万件彩
灯挂件将亮相北京园博园，该灯会预计在部分灯组规
格、部分灯组设计等方面创下北京灯会的多个“历史之
最”。

据介绍，自贡灯会历史悠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本次灯会将创新融合自贡灯会与北京文
化，九大主题区将创新演绎老北京风物、佳节风俗以及
时代新貌等内容，让游客在欣赏璀璨华灯的同时，能够
沉浸式感受北京特色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灯
会将于9月14日正式亮灯，其第一阶段将展出至10月
31日闭幕。

北京中轴线、老北京胡同、北京传统民俗文化……
自贡彩灯行业协会会长沈宏跃说，本次灯会灯组的制
作工艺精湛，由数百名彩灯工匠精心创作和制作，其
中约有七成的灯组题材源自京味文化。京剧等极具
北京特色的文化符号将以创意灯组为载体在灯会上
闪耀，科幻等元素将为灯会增添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新
场景。

北京首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本次灯会将涵盖赏、
游、秀、吃、购、玩等方面，观众们不仅能欣赏到非常漂
亮的彩灯，还能参与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

据介绍，为了丰富大众的赏灯游园体验，本次灯会
将设立包括老字号餐饮、非遗项目体验、国风旅拍等在
内的150余家特色商铺，同时开展歌舞、戏剧、国潮文
化等20余场各类主题活动以及非遗手工制作、猜灯
谜、诗词挑战等互动活动。

北京将举办
大型中秋国庆彩灯游园会

新华社兰州8月25日电 茫茫戈壁，骄阳如火，岩
体与山脉层层堆叠。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孩子们
仰望东方红卫星发射塔，聆听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辉
煌历程，灿烂星辰与求知渴望在他们的眸子中闪闪发
光……

这个暑假，得益于独特的地形地貌与深厚的航天
历史底蕴，河西走廊地区成为全国各地学生开展研学
活动的热门目的地。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离心机，这次我只体验了两
个G的重力加速度，就已经感到头晕目眩、手抖脚软，
可见我国宇航员平时训练的艰辛程度，让我对他们更
加敬佩。”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林心怡
日前在甘肃省金昌市的“火星1号基地”研学时说。

位于金昌的“火星1号基地”，是一处通过火星生
存场景模拟、实体建筑仿制、科幻造境等方式打造的火
星主题实景体验基地。近年来，针对青少年航天研学
游，基地主打“火星未来生存力”主题，将自然、物理、化
学、生物中关于太空和火星的知识点融入研学课程，打
造“小小航天员培训课程”体系，激发青少年探索未来
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

研学游作为一种融合教育、旅游、文化等多领域的
新型经济形态发展迅速，为相关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
点和动力。据介绍，“火星1号基地”通过不断完善提
升内容及服务品质，打造了线上线下文化数字融合的

“航天文旅”全新模式，今年暑假基地已接待研学团队
达20余个，总人数接近一万人。

在距离“火星1号基地”数百公里的大漠深处，是
我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这个暑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研学游热度
同样居高不下。

“50多年前，在环境恶劣、技术薄弱和设施简陋的
情况下，中国就是在这里，把我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太空。”无垠戈壁上，讲解员正在
向学生们讲述着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

8月初，这个由全国各地40余位学生及家长组成
的研学团队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实地体验、感悟中
国航天精神，激发科学探索兴趣。在短短几天的行程
内，研学团参观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东
方红一号”点火升空时的地下控制室、东风革命烈士陵
园、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控制大厅以及举行航天员
出征仪式的问天阁，孩子们雀跃着与航天员照片墙合
影，探索太空逐梦银河的种子已经悄悄种在他们心中。

今年以来，酒泉市着力拓展航天旅游市场，“神箭
凌月 逐梦九霄”神十八观礼、“探千年飞天丝绸路 访
九天揽月铸魂地”等主题研学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学子
走进航天城，感受航天文化。

业内人士表示，到河西走廊“揽月逐日”、探索科技
魅力，如今已成为备受青少年青睐的“新时尚”。

河西走廊
“变身”科技研学游热土

“中国草”：送给世界的礼物
过去半年，年逾八旬的林占熺出了四趟国。

龙年元宵节，这位中国菌草技术发明人站在斐济的菌草田边，给学员们授课。夏初，他先后重访自己工作多年的巴布亚新几

内亚和菌草技术首获国际奖项之地瑞士，带去对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最新思考。8月初，他在卢旺达同年轻的种植户一起迎接

收获，每人捧起一大朵蘑菇，满脸笑意；中旬，他向埃及农业部长介绍应用菌草技术治理荒漠化的优势，双方交流了合作前景。

“他们都非常高兴，没想到我都80岁了，还能过来帮助他们。”林占熺说。

在这条国内国际双线的战贫之路上，“老兵”林占熺坚守三十余载。在他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办公室中

摆放着的地球仪上，标记着菌草技术的“全球足迹”——如今已覆盖106个国家和地区。菌草技术从国内扶贫“生力军”发展为支援

国际减贫“奇兵”，“最根本是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技术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林占熺感慨。

为扶贫而诞生

历时数十年，林占熺带领科研团
队选育出一类草本植物，高产、优质、
根系发达、耐瘠薄、耐旱耐盐碱，最早
替代木材用于食药用菌的栽培，故名

“菌草”。由于其富含蛋白质、生长快、
适应性强，也广泛用于牲畜饲料。

6月底，林占熺赴日内瓦参加第九
届“促贸援助”全球审议大会。在发言
中，他特别回忆起一个细节：新世纪之
初，正是在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
推动和支持下，全球首个菌草科学实
验室在福建农林大学创建。

“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扶贫真是
满腔热忱地支持，高度重视如何让菌
草技术为扶贫工作和生态治理发挥积
极作用。”参会期间，林占熺向记者回
忆起菌草技术走向世界的起点。

1992年10月，林占熺第一次走出
国门，就是到日内瓦参加第20届日内
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览会。

那年7月，《摆脱贫困》首次出版，
集纳了习近平同志聚焦闽东地区脱贫
和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深刻思考。摆脱
贫困的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
路的‘贫困’”——开阔而务实的论断
最能引起实干家的共鸣。

菌草技术就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一
条新思路。林占熺出生在解放前的闽
西山区，家中代代务农，年少时没少尝
过贫困之苦。“为穷人做事、为人民服
务”，成了他日后从事科研工作的初
心。

令林占熺惊喜的是，菌草技术这
门全新的交叉学科，在日内瓦一举获
得高度认可。“最合理”“最经济”——
当时国际评委如此看待这门新技术的
应用优势。人还没回到福州，已有海
外来电，要求引进技术。林占熺有自
己的信念：“菌草技术是为扶贫而诞
生，要服务扶贫”。

菌草技术从福建走向全国，又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离不开习近平总书
记多年以来的持续关心和亲自推动，
离不开中国科研工作者勇于开拓，甘
于奉献。

1997年，习近平赴宁夏扶贫考察，
支持菌草技术成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项目。接到任务，林占熺立即带上团
队和草种、菌种，从“海这边”直奔“山
那边”，抵达“苦瘠甲于天下”的宁夏西
海固，因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从头开始
攻坚克难。

此后，凝结山海情深的“闽宁草”
陆续推广到全国31个省份，为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0年，习近平会见来访的巴布
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
时，向对方详细介绍了菌草技术。是
鼓舞，更是责任，林占熺带着团队在巴
新偏远地区干劲更足、扎根更深。

跨越更广阔的山海，“中国草”陆
续在亚太、非洲、拉美等广大全球南方
国家扎根、开花、结果。

“菌草援外”所到之处，林占熺亲
眼见证发展中国家深陷的发展困境：
初到巴新东高地省的鲁法区，当地部
落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在卢旺达，
贫困户没有牛、更没有拖拉机，农妇翻
地仅靠锄头，浑身是泥；在中非共和
国，内乱之后百废待兴，频闹饥荒……

“菌草援外”之路筚路蓝缕，备尝
艰辛：在异国遭遇抢劫，林占熺被人用
枪指着脑袋；被蚊虫叮咬感染疟疾，
他一度以为自己“快不行了”；因高
原反应，他血压飙升，把周围同事

“吓坏了”；工作站没电没水，最多时
三人搭伴、最少时一人独守，一守就是
五年半……

为什么守得住？“我们去的都是最
贫困的地方，是真心实意去帮助老百
姓，就要跟老百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同鱼和水一样。”林占熺说。

因扶贫而传播

今年8月初，在卢旺达举办的非洲
地区菌草技术培训班上，林占熺见到
了自己的学生、卢旺达第一位菌草项
目协调人阿涅丝·阿因卡米耶。2007
年，阿因卡米耶从大学毕业，在第一次
见到中国菌草专家后，她找到了发展
方向。

“中国专家超级勤奋，工作节奏特
别快。”在学习和实践中，阿因卡米耶
逐步适应了“中国节奏”，每天同中国
专家并肩工作让她感到“格外振奋”。

“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是，我们能帮到很
多人，”她说，菌草技术大受欢迎，特别
是妇女、青年在接受培训后找到生计
和出路，有人收入翻了不止一倍。

8月15日，在开罗，埃及农科院教
授法西带着17岁的儿子去看望林占
熺——对法西来说“像父亲一样的导
师”。法西1995年到福州参加了第一
届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成为海外第
一批技术骨干。林占熺此次到开罗考
察，埃及农科院积极表示要继续深化
合作。

至今，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已举
办了约350期，培训1.4万余人。菌草
技术被翻译为18种文字在全球持续
传播。在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菌
草不仅帮助个人成长，也作为新兴产
业不断发展”，这是最让林占熺欣慰的
事。

林占熺坚持以“JUNCAO”作为这
项中国特色技术的英文名称。起初，
有人担心这名称叫不响。如今，

“JUNCAO”早已成为与发展中国家数
以万计家庭息息相关的中国符号。

前巴新劳工部长曾登报宣布，把
女儿名字改为“JUNCAO”。“我问他为
何要登报，他回答说，就是要让大家记
住中国人、中国菌草对他们的帮助。”
林占熺说。

2月，在斐济举办的太平洋岛国菌
草技术培训班上，巴新学员乌基也是
中国专家的“老朋友”。从2000年结
缘至今，乌基一直在巴新推广菌草技

术，见证了很多农户因为菌草增加收
入、改善生活。他很自豪地告诉其他
国家学员：就是在巴新，优秀品种巨菌
草曾创下每公顷年产鲜草853吨的世
界纪录。

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菌草技术援
助巴新、访问巴新时见证菌草技术新
合作协议的签署，中国菌草专家常年
扎根巴新，这让乌基充满感动和感
激。“菌草为巴新人民带来新希望，”他
相信，发展菌草技术同联合国2030可
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能为发展中国
家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实实在在
的助力。

2017年5月，中国－联合国和平
与发展基金菌草技术项目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启动。“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
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
家人民的‘幸福草’！”习近平主席
2021年在向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
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时强
调。

8月初，在非洲地区菌草技术培训
班举办期间，联合国官员和使团代表
团专程赴卢旺达考察菌草技术和产业
在非洲地区的发展。“我很高兴同其他
联合国官员一起，亲眼见证菌草技术
以实际行动造福民众。”联合国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考特尼·拉特雷说，菌草技
术具有“可负担”的突出优势，“对非洲
大陆所有发展中国家很有价值、非常
适用”。

为落实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宣布的“八大行动”，林占熺赴
中非共和国实施菌草技术援外项目。
2019年12月，图瓦德拉总统为他和中
国菌草专家颁授荣誉勋章。这是认
可，更是期待，那一晚让林占熺“难入
眠，泪不止”。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
愈多。“菌草是‘幸福草’，是中国送给
世界的礼物”，林占熺说。

在扶贫中发展

在6月底日内瓦的会议现场，来自
斐济奈塔西里省的塞鲁瓦伊娅·卡布
卡布坐在林占熺身旁。她是菌草技术
的受益者，也通过菌草技术造福更多
人。

早在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
近平在出访途中过境斐济，在会见斐
济领导人时向对方推荐了菌草技术。
当年11月，两国政府就菌草援外签署
相关文件。如今，斐济已发展成为太
平洋岛国菌草产业发展的区域中心。
过去十年来，超过2400人在斐济接受
菌草技术培训，斐济菌草种植面积累
计超过2000公顷。

“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
成”——林占熺反复强调菌草技术在
海外落地要降低技术应用门槛，“让最
贫困的农户也能参与”。

2019年，卡布卡布带领12名当地

妇女参加了菌草技术培训班。学成
后，她办起一家小型农场。从购置锅、
食品、洗衣机，到为家里修厕所浴室，
再到花钱报名参加奶制品培训班，她
每收获一次，就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
一些直观改善。她还把钱捐给社区清
洁饮用水项目，“水源已通到了路边，
再努努力就能进入每家每户了”。在
她的帮助下，从十来岁到年过六旬，不
少女菇农靠菌草迈出了自立的第一
步。

不仅“小而美”，更要“见效快、惠
民生”。菌草技术在因地制宜推动发
展的同时不断创新，从“以草代木”栽
培食用菌拓展到生态治理、饲料和肥
料生产、生物质能源等领域。

2016年，坦桑尼亚前总统基奎特
访问福建农林大学时对林占熺说，希
望菌草技术能为坦桑尼亚发展作出贡
献。8月上旬，在坦桑尼亚又见面时，
基奎特欣慰地告诉林占熺，菌草技术
近几年在坦桑尼亚发展得很好，他自
己的牧场也种植了菌草，“我相信菌草
还会在这里取得更大成功”。

坦桑尼亚畜牧和渔业部部长阿卜
杜拉·哈米斯·乌莱加为林占熺颁发感
谢状，赞赏菌草技术促进坦桑尼亚畜
牧业的可持续发展。“菌草作为饲料投
入少、产出大，节省了成本，还提高了
牛奶产量和质量。”当地农户塔希亚·
马萨维欣喜地告诉记者。

“水土流失问题不解决，卢旺达会
没有土地可以耕种”，卢旺达官员在交
流中流露的担忧让林占熺一直记在心
上。

12年前在卢旺达的实验数据，林
占熺至今还能脱口而出。“10月30日
那天，两个半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1.4
毫米，雨水全被巨菌草篱住，蓄水固土
效果非常好”，18个月前种下去的一株
巨菌草已经长成一大丛，挖出根系称
重“足有148公斤”。

菌草科研团队把实验结果带回国
内，继续投入防风固沙、荒漠化治理的
科研实践，十余年来已探索出“绿色治
沙屏障”的技术体系。

林占熺记不清自己三十年来走出
国门的次数，“可能有一百多次”。结
合在海外的最新观察，林占熺常常思
考如何更好地应用菌草技术，推进菌
草产业发展，以巩固扶贫成果。

今年2月，林占熺去斐济授课时，
还带去一项科研任务——将菌草技术
应用于盐碱地治理，为包括太平洋岛
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探索更多解决方案，“实验结果很理
想”。

“菌草技术所走过的路，是人民摆
脱贫困的路，是中国贡献世界的路，也
是人类在现代化道路上进行新探索之
路。”林占熺在日内瓦面向世界各国与
会者时这样说道。

“总想着在这条路上继续做下
去”，这是一位心系人民、步履不停的
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心声。

（新华社基加利/福州8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