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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榆林讯（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

者 符金壮）为了加强社区居民防病保健意识，切

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问题，着力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9月16日，榆林市第一医院对外联络

科组织医务工作人员在绥德县蒙恬广场开展“服

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

义诊活动由该院妇产科、内分泌科、耳鼻喉

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普外一科、

骨一科等8个科室的医务志愿者组成，活动主要

内容有查体问诊、测量血压和健康指导等。

活动现场，医务志愿者们详细询问居民的

日常生活习惯、身体状况，根据前来就诊群众的

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饮食、用药指导，并倡导大

家养成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树立防治

结合的科学养生理念。

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对

于本次义诊活动给予高度的赞扬和肯定。下一

步，该院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开展多种形式、内

容丰富的健康科普活动，将健康服务送进社区，送

到群众“家门口”，践行办实事、惠民有举措，与广

大人民群众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榆林市第一医院开展“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

“植保无人机在农牧业领域广泛

应用已经成为我们这里常态，尤其在

农业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护，这里的

农户认可和使用还是挺高的。”日前，

90后返乡创业青年石磊向记者说道。

今年30岁的石磊是新疆阜康市城

关镇人，2018年他从北京返回阜康市，

和中学同学韩少华、李海洋三人一起

创业，做植保无人机与农业播种喷洒

方面工作，三人团队中韩少华在大学

期间，接触过无人机植保领域技术。

2019年5月项目启动后，三人互

相学习，不断总结经验，仔细琢磨掌握

植保无人机与农业方面使用知识和技

术，通过不断培训学习三人很快就进

入了状态。

“第一年确实很难，那年夏天我们

几乎都在野外奔波，没有回过家，帮助

农民学技术。手把手地教农民无人机

在农业方面的使用技术和应用，同时

还要开发市场。”石磊说。

虽然植保无人机具有诸多不可替

代的优点，但3年多的创业途中他们也

遇到过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石磊回

忆：“刚开始推广植保无人机在农田中

的使用，由于农民对此项新技术不了

解，不接受。所以我们给农民免费使

用植保无人机，费用也在相应增加，对

我们一个刚开始创业的团队，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就是资金短缺。为了得

到农民的认可和信任，那年我们三人

几乎跑遍了周边几个县城的乡村大块

田地。”

第一年石磊团队，在周边乡镇销

售50台植保无人机。2020年春季，石

磊的团队继续奔波乡下田地发展植保

无人机的使用，他们突围了疫情的困

局，去年的销售达到300台。

2020年11月，入冬之前，石磊团

队在阜康市三工河乡花儿沟为当地林草局播撒野生草

籽，对1万亩荒地进行了植被恢复。“今年7月我们和当

地干部一起上山察看，去年播撒的野草长势很好，之前

一些不毛之地，现在都葱葱绿绿的。”石磊说。

由于无人机植保在作业方面有效解决了农药配比、

喷洒不均等问题，还有精准作业、高效、环保等优势，石

磊团队不仅在农业和生态恢复方面使用，今年7月石磊

还在草原灭蝗方面拓展了新业务。石磊团队通过无人

机植保对阜康市白杨沟2万亩草场进行了灭蝗飞行，保

护了天然草场不受虫害侵袭。

三年来，石磊团队销售植保无人机850台，尝试将植

保作业拓展至农田规划、作物监测、农事管理、生态恢

复、草原治理等农牧业各个领域，深入耕耘带动当地农

业提档升级。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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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安徽省怀宁县平山

镇钵盂湖养殖基地，“鸭司令”范群

英接到大量要货电话。“我养殖的

生态绿头野鸭，一只158元，深圳、

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经销商喜欢

买。今年已销售鸭子近21万只。”

范群英大专毕业后先到外地

打工，2001年他回乡创业，在平山

镇承包2000亩稻田，推行稻鸭共

生、鱼鸭共生等生态种养模式，打

造“鸭吃虫子、鸭粪肥田、稻虫喂

鸭”的生物链，实现从雏鸭到成鸭，

不喂饲料、不添加药物。这种以田

养鸭、以鸭促稻，“鸭稻”共生的生

产模式，大大提升了农产品的品

质，促进了循环农业发展。

为迎合市场需求，范群英在

“特”字上大做文章，他运用现代生

态农业技术，将鸭子圈养在稻田

里，与水稻全天候同生同长，实行

稻鸭连作模式，保证绿头野鸭的品

质。他与复旦大学、安徽农业大

学、安徽省农科院签订合作协议，

聘请专家就生态绿头鸭的繁育、养

殖、精深加工等技术开展研究。范

群英还有一系列发明：鸭舍、孵化

箱、鸭蛋笼、鸭肉脯及其制备方法、

竹香板鸭及其制备方法、咸鸭蛋的

制作方法等，均获得了专利。

“绿头鸭野性十足，飞翔能力

强，身体强壮，肉质鲜美，相比与一

般的家鸭来说个头较小，每只出栏

的时候才不过两斤，只有普通鸭子

的一半重。”范群英说，基于绿头野

鸭的生长特点，他对普通的鸭舍、

鸭笼、孵化箱等进行了改良升级，

更能适应绿头野鸭的生长繁育。

范群英养殖的绿头野鸭按只

卖，每只售价158元。刚开始有人

质疑：那么贵的鸭子能有人买吗？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范群英的鸭子

远销深圳、北京、上海等地，每年春

节还没到，冰鲜冻鸭就被预订一

空。为方便运输，范群英还对鸭子

做了粗加工，把鸭子去毛洗净，放

到保鲜袋里冷冻起来保鲜。

他把鸭肉制品深加工和鸭产

品综合利用作为发展的战略方向，

产业链条更加细化和紧密。目前，

范群英基地出产的150日龄绿头野

鸭年养殖量已达到24万只。加工

的系列生态绿头野鸭已贴上二维

码，通过二维码查询，可实现全程

追溯。 （刘刚）

生态种养 6项专利 网络销售

“鸭司令”养鸭有“法宝”

“改妹子，这是我这几天捡的爬

叉皮，比上次多了不少，个头也大，

你快看看。”9月12日，河南省鲁山

县四棵树乡柴沟村村民李群涛一进

入小林农业有限公司院子，就开心

地同收购人员李改打起了招呼。

“这次的爬叉皮品质不错，给

你按325元一斤收，刚好八两，260

元，这是现金，你收好。”李改说。

李改口中的爬叉皮学名叫蝉

蜕，俗称知了壳，金蝉脱壳时留下

的外壳，是一味中药。

据该公司负责人郭青春介绍，

每年7月下旬到9月中旬是收蝉蜕

的旺季，公司收购的蝉蜕辐射四棵

树乡及周边乡镇近2000家农户，群

众每次送来的蝉蜕价值三四十元

到一两千元，除鲁山县本地外，还

有南召、方城、社旗、唐河等附近县

市区的农户，公司平均年收购20吨

左右。今年蝉蜕市场价格高涨，几

乎比往年翻一番，通算下来，不到2

个月时间，小小的爬叉皮能给农户

带来1300万元的大收益。

据悉，公司收购蝉蜕后，先把

蝉蜕按照大小进行初步分拣，再

水洗去除泥土和杂质，然后晾

晒，干的蝉蜕过筛子再次挑拣，最

后按照分类等级进行打包销售到

制药公司。 （乔新强 张梦丹）

“爬叉皮”带来上千万元收益

一排排深蓝色的太阳能光伏

电板整齐排列在大棚顶上，板上是

光伏发电，板下是香菇种植……在

位于山东省平度市蓼兰镇的山东

七河生物智慧化食用菌产业园，工

人们正在阴凉的大棚里采摘新鲜

香菇，一株株蘑菇朵大肉厚、长势

喜人。

“产业园共有301栋智能化恒

温培育棚，我们根据菌菇生长喜阴

的属性，在大棚顶上装上光伏设

备，将4万平方米的闲置棚顶有效

利用起来。这样既不影响菌菇生

长，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地两

用。”山东青岛七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静书安自豪地说。

“光伏+种植”既实现空间综合

利用，又输出了清洁能源。据悉，

该光伏电站装机总容量9.7兆瓦，

年可发电1050万千瓦时，通过“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今年以来共为

产业园节约用电成本275万元。

走进位于济南市长清区的济

南市现代渔业示范园，室内养殖区

有30多个工厂化高密度循环水养

殖池，养殖有鲟鱼、锦鲤、彩虹鲷等

10多个品种，各色鱼儿在养殖池里

游弋觅食。在养殖区的楼顶平台，

光伏电站正源源不断将光能转化

为清洁电能。据悉，该光伏电站日

均发电1200千瓦时，除了满足渔业

示范园每天800千瓦时的生产、办

公等用电需求外，余电全部上网，

每年节约标准煤53吨，年减排二氧

化碳134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

究智库—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

学院)黄河研究院院长黄承梁认为，

“农光互补”借“光”生“金”，光伏发

电与农业种植、渔业养殖“两不

误”，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清洁能源

利用“双赢”。 （据新华社）

“农光互补”一地两用结“双果”

义诊活动现场

医务志愿者为群众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