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5日，南昌县市监局三江分局及三江镇食安办联合
县疾控中心，上门为辖区相关企业从业人员进行健康体检、
办理健康证，助力企业发展。 通讯员 李建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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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探民生之农事

气候品质认证气候品质认证，，让农产品好看又俏销让农产品好看又俏销
本报记者 曹诚平 文/图

“天线摆放的位置，决定遥控器与植保无人机之
间的信号强度。作业时，需要注意无人机桨叶上是
否有附着物，必须保持桨叶干净，确认每一个机臂的
套筒是否拧紧，否则容易造成安全隐患。”3月 18日，
潘劲东借着难得的好天气，带着几名村民来到村里
的田地上，他一边调试着植保无人机，一边向村民讲
解操作要领。潘劲东俨然是一名操作无人机“飞
手”。在他的指导下，村民初步掌握了植保无人机的

操作要领。
今年 26 岁的潘劲东，是樟树市经楼镇湾头村农

民。小时候，潘劲东跟着父辈一起种田。十几亩田
地，耕田、育秧、栽插、除草、收割等各个环节全部是人
工。父辈的辛劳，在童年的潘劲东脑海里烙下了深深
的印记。高中毕业后，潘劲东和村里的同龄人一起外
出务工。2017年，潘劲东回到家乡创业，说服父亲，把
村里闲置的田地全部承包下来，开展机械化水稻
种植。

说干就干！潘劲东购置了 2台旋耕机、2台收割
机、3台植保无人机，农业机械总计投入50余万元。如
今他承包了1000余亩田地，利用机械化作业开展粮食
种植，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土地产出率。他承包的田
地还拓展到了相邻的高安市新街镇。

“目前我承包的田地，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耕

田、收割有‘铁牛’，稻田喷洒农药有植保无人机。”潘
劲东说。去年，潘劲东又与人合伙办起了粮食烘干
厂，实现了粮食生产、收割、烘干、收购一体化。

在一次参加樟树市农业农村局培训课上，潘劲
东得知工厂化育秧，禾苗成活返青快，产量高。去年
底，潘劲东在自家承包的田地开始试行工厂化育秧
模式。今年，他想将工厂化育秧向村里其他种粮大
户推广。

“以前在外务工，每月工资也就三四千元，除去生
活开支，一年攒不了几个钱。如今，我承包的 1000余
亩田地，只要不受灾，一年收入可达 50万元。”潘劲东
如是说。几年下来，潘劲东的名声在该镇渐响。他购
置了私家车，建起了小洋楼。目前，在经楼镇像潘劲
东这样的种粮大户有 30余户，他们抱团发展，加快了
全镇农业现代化进程。

95后农民种田全程机械化作业——

在田野上播撒梦想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文/图

潘劲东正在演示植保无人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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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馆
连办3场惠民演出活动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日前，江西省文化馆开展 2021年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惠民演出活动，让百姓在家门口
乐享文化大餐。

省文化馆下基层文化文艺小分队分别走进都昌县三汊
口镇、上高县南港镇和南昌市东湖区扬子洲镇。活动现场，
演员们以舞蹈、歌曲联唱、戏曲串烧等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给观众送上一场场精彩演出。

据介绍，省文化馆还将持续在全省各地举办文化进万家
惠民演出活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
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接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48小时后可献血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3月 29日，省血液中心转发国家
相关部门印发的《血站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引》，
明确接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48小时后可献血。

据了解，目前我省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接种
人数稳步增加，安全性得到有效验证，本着稳妥推进的原则，
省血液中心根据《血站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引》，
参考现行《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和国际做法，将接种新冠病
毒灭活疫苗后的献血间隔调整为48小时。

同时，我省参考《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结合新冠病毒
感染者的实际情况，规定新冠病毒感染者治愈后 6个月内不
可捐献全血和血小板。省血液中心还要求全省各血站告知
献血者，在其献血后如发现捐献的血液存在安全风险时，应
第一时间将有关信息通知血站，以便对其捐献的血液及时作
出相应的处置。

我省首家帕金森病
一站式诊疗专病中心成立

本报讯 （记者钟秋兰）3月 28日，我省首家及唯一一家
帕金森病一站式诊疗专病中心暨中国帕金森病诊疗培训基
地启动及揭牌仪式在南昌举行，专病中心落户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据悉，帕金森病（Parkinson s disease，PD）是一种常见的
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老年人多见，平均发病年龄为60岁左右，
我国 65岁以上人群PD的患病率大约是 1.7%。专病中心落
户后，将致力于优化我省帕金森病医疗资源的配置，有效提
高帕金森病的疾病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帕金森病管理的分
级诊疗体系建立，推动江西省帕金森病诊疗专科化、分级化
和全程化管理，让更多的病友获益。同时，也为帕金森病早
期筛查、治疗和症状的改善带来新的突破。

南站街道
敬老服务暖人心

本报南昌讯 （记者宋思嘉）3月 28日，南昌市西湖区南
站街道铁路二村社区邻里中心洋溢着欢声笑语，一场主题为

“百善孝为先、慈笑感党恩”的敬老志愿服务活动，在这里热
闹开场。社区19位一季度过生日的90岁以上高龄老人与家
人参加了活动，对于 38名不能来到现场的高龄老人，社区干
部和志愿者把寿礼逐一送上门。

南站街道位于南昌市中心城区，老旧小区多，辖区共有
330名90岁以上的老人。为给予他们更多精神关怀和物质保
障，让尊老敬老在辖区蔚然成风，街道党工委每季度推出一
场敬老活动，由区人大代表爱心帮扶协会募集“高龄老人生
日关怀基金”，用于开展尊老敬老服务活动。下一步，南站街
道将逐步扩大服务范围，让辖区更多老人切身感受到来自社
会各方的关爱。

3月28日，铅山县河口镇居民正在制作“清明果”。清明
节，该县素有包“清明果”、吃“清明果”、用“清明果”祭祀祖先
的习俗。 通讯员 丁铭华摄

近日，瑞昌市气象局组织气象专家，来到位于范
镇的九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对该公司 1600亩茶场
进行现场调查，采集有关气候数据。专家评估后，将
为该公司发放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证书。取得证书
的茶叶将有“气候好产品”这一新的“身份证”。这是
该市气象部门继2019年对碧盛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稻
米进行气候品质认证后，第二个进行气候品质认证
的农产品。

碧盛农业专业合作社种植水稻 1 万余亩，多年
来，瑞昌市气象局一直为合作社提供精准气象服
务。2019年 8月 1日，气象行业标准《农产品气候品
质认证技术规范》正式实施，市气象局主动上门服
务，组织专家为合作社产的稻米进行气候品质认证，
并颁发了我省首个气候品质认证标志。

气候品质认证很快开始产生品牌效应。合作社
将气候品质认证标志印制在商品包装上，产品一投
入市场，立即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九江市一家大型
连锁商超派人上门，洽谈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许多
机关单位、学校、企业食堂也纷纷与合作社签订长期
供货协议。品质提升了，价格也涨起来了，稻米批发
价从5元/公斤，提高到5.9元/公斤。

打开微信，扫一扫气候品质认证标志上的二维
码，碧盛农业专业合作社稻米的产地环境、灌溉水
源、气候条件、管理措施、认证结论等信息，一清
二楚。

瑞昌市气象局副局长石勇告诉记者，气候条件
的优劣与农产品的品质好坏密切相关。在对碧盛农
业专业合作社产的稻米进行气候品质认证时，气象
局在认证的种植点建了一座农田小气候自动观测
站，昼夜监测土壤水分、气温、地温、湿度、风速、雨
量、光照等要素。综合分析各项数据后，再得出农产
品的认证结论。同时，气象专家通过分析稻米的历
史产量、品质与气象因素的关系，确定影响稻米品质
的主要气候条件，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种植户作业。

石勇告诉记者，《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技术规
范》主要涉及粮食作物、茶叶、特色林果等。民以食
为天，老百姓对优质农产品有较大的需求。气候品
质认证，它就像农产品的“身份证”，农产品品质好不
好，消费者一眼就能看明白。“优质的农产品需要良
好的气候环境，农产品产地气候条件是影响其品质
的重要因素之一。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从气象学角

度对农产品品质进行评价分析，不仅涉及农产品品
质指标，而且考虑到同期气象条件对农作物生长发
育和品质形成的影响。”

瑞昌市气象局局长郑昌江告诉记者，气候品质
认证既是对农产品品质的认定，也是对当地保持优
美生态环境最好的肯定。今年 1 月，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推进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助力江西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建设特色农业气象服务基
地，认证一批“气候好产品”，提升我省农产品的质
量，促进农产品提质增效，增强品牌效应。“气候品质
认证为农产品注入了新的气象科技元素，也打造了
气象部门为农服务的品牌。随着更多的农产品加入
气候品质认证中来，将进一步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
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可靠保障。”

3 月 26 日，吉安市
吉州区长塘镇东家庄村，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连日来，当地农民抢抓晴好
天气培育秧苗，为春耕做
准备。

通讯员 李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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