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瞰丰县·
走进丰县首羡镇，连片的洋葱田泛起

翠绿色的波浪。种植大户刘红旗在为洋
葱浇水的同时检查着即将采收的洋葱长
势。

今年是他转型洋葱种植的第三年，也
是他深耕洋葱产业的第十六个年头。“今年
是个暖冬，加上技术到位，亩产预计能到
16000斤，产量相比往年有提高，收益也是
比较可观的！”望着长势喜人的洋葱田，这
位皮肤黝黑的庄稼汉脸上露出笑容。

刘红旗是当地知名的“洋葱专家”。
2010年起，他从事洋葱收购、储藏生意，足
迹遍布山东、河南、甘肃等主产区。“以前
天天和农户打交道，最清楚种洋葱的痛
点。”他回忆道，传统种植模式劳动强度
大、抗风险能力弱，市场价格波动常让农户
陷入被动。

近年来，丰县推进土地流转规模化经
营，刘红旗抓住机遇分别在常店镇和首羡
镇承包土地共 350 亩，开启从“中间商”到

“种植户”的转型。依托十多年积累的市场
经验和人脉资源，刘红旗建立起“种植+仓
储+销售”的全产业链模式，带动周边农民
加入合作社，共同致富。

“科技种田，不仅提高了效率，更保证
了品质，让我们这些‘庄稼人’有了更多底
气。”在刘红旗的种植基地，科技元素随处
可见。整齐划一的起垄覆膜在阳光下泛着
银光，滴灌管网如毛细血管般深入土壤，植
保机、无人机在田埂旁随时待命。

“我们采用起垄、覆膜、铺管、打药‘四
合一’种植法，效率比人工提升好几倍。”
他指着今年在山东采购的起垄、覆膜、铺

管、打药一体化机械介绍道。
在技术应用上，刘红旗充分学习外地

的优秀种植经验：育苗期使用无人机精准
施药，节省药剂；生长期启用植保机，两人
三天即可完成 350 亩作业；通过智能滴灌
控制水量，将灌溉用水量降低 50%。“以前
雇 30人都忙不过来，现在核心团队就 2个
人。”技术员小李展示手机上的智慧农业
App，土壤湿度、病虫害预警等数据实时更
新。

品种选择同样体现专业眼光。刘红旗
种植的国外“珍星”品种具有抗病性强、个
头均匀、耐储运等特点，市场收购价每斤高

出 0.1 元。“这种黄皮洋葱挖出来锃亮，表
面几乎没有泥土，在地头就能卖上好价
钱！”刘红旗得意地说。通过引进优良品
种，他的洋葱不仅产量提升，品质也大大提
高，深受市场欢迎。

农业扶持政策也为刘红旗的现代化种
植之路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丰县积
极推动农业现代化，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
施，包括提供农业技术培训、资金支持以及
税收减免等，为像刘红旗这样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政府免费提供地膜，每亩节省成本好
几十元，让我们这些种植户更有底气。”刘

红旗感慨道，加上农机补贴，总成本降低数
万元。明年他计划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
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种植效益。

作为丰县传统的农业大镇，首羡镇也
是丰县主要的洋葱种植区，今年全镇洋葱
种植面积达2.5万亩。此外，首羡镇政府还
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与外地客商联系，拓宽
销售渠道，将洋葱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出口
到国外。

首羡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计划
由乡镇政府牵头做好洋葱深加工产业，进
一步提高洋葱的附加值，帮助农民实现持
续增收。通过引进先进的洋葱加工技术和
设备，将洋葱加工成各种附加值更高的产
品，如洋葱酥、洋葱酱等，以满足市场的多
样化需求。同时，首羡镇政府还将加大对
洋葱产业的扶持力度，提供技术培训、资金
扶持等方面的支持，帮助农民提高种植技
术和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
争力。

来源：徐州日报

味道辛辣日子甜
首羡镇：富民增收“葱”满希望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

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灭菌乳》第 1号修改单（以下简

称“1号修改单”），其中明确了9月 16日起，生产灭菌

乳只能以生乳为原料，不再允许使用复原乳。

灭菌乳只能以生乳为原料复原乳被禁用
一直以来，我国乳制品市场都以液态奶为

主，其中纯牛奶主要包括巴氏杀菌乳（俗称鲜
奶）和灭菌乳。灭菌乳俗称常温纯牛奶，是以生
牛（羊）乳为原料，经过超高温瞬时灭菌或保持
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态乳制品，最大特点是保
质期可达到6个月以上。自2010年 12月 1日起
实 施 的《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灭 菌 乳》（GB
25190—2010）规定，允许在灭菌乳生产中使用
复原乳。

1号修改单亮点：
1 号修改单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

医研究所奶业创新团队起草。该团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此次修订不涉及灭菌乳安全指标，主
要变化是明确了灭菌乳只能以生乳为原料，不
再允许使用复原乳（复原乳又称“还原乳”或“还
原奶”，是指将干燥的乳制品与水按比例混匀后
获得的乳液，即用奶粉加水复原而成的牛奶）；
使用复原乳生产的乳品不得标注“纯牛（羊）奶”
或“纯牛（羊）乳”，而是将作为调制乳管理。

事实上，乳业的相关政策标准频频提及鼓
励企业采用生鲜乳生产液态奶。国务院于2005
年发布的《关于复原乳标识标注有关问题的通
知》提出巴氏杀菌乳中不允许添加复原乳，鼓励
使用生鲜乳。2024年 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完善液态奶标准，规范复原乳标识，促进
鲜奶消费。

来源：央视新闻 中国消费者报

全面禁用！事关纯牛奶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
相冉 马强）在顺河镇边庙
村，丰县金环家庭农场历经十
一年的积累与发展，通过科学
养殖、精细管理和精准销售，
实现了年出栏 400 余头羊的
亮眼成绩，走出了一条绿色高
效、降本增收的特色发展之
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村民刘
国强夫妇敏锐地捕捉到养羊
产业的潜力，毅然投身养羊事
业，这一做便是11年。起初，
他们从 50 余头羊起步，凭借
不懈的努力和对技术的钻研，
引入品种杂交技术，成功提升
了羊群的繁殖率。如今，他们
的羊群规模已稳定在 600 余
头，年出栏量达到 400 余头。
这一创新技术显著增加了养

殖收益，为市场提供了更优
质、更丰富的羊肉产品，成为
当地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生动
实践。

在养殖管理方面，刘国强
夫妇精心探索出了一套“每日
两餐定时投喂+动态健康监
测”的科学模式，精准把控饲
料投放时间与数量，促进了羊
群健康生长。此外，夫妇俩每
日都会仔细巡查羊群状态，严
格执行“早发现、早隔离、早
治疗”的防疫措施，最大程度
确保羊群的整体健康，为养殖
效益稳步提升筑牢了根基。

为有效降低饲养成本，农
场创新性地开展“种养一体
化”循环模式，通过自主调配
营养均衡的饲料配方，实现了
种植与养殖的有机结合，不仅

显著降低了喂养成本，还通过
科学配比膳食纤维与蛋白质，
使羊肉质地更加鲜嫩紧实。
这种循环模式充分利用了种
植业产生的秸秆等副产品作
为饲料，同时将养殖产生的废
弃物作为肥料回归农田，实现
了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记者手札：
金环家庭农场作为乡村

振兴的生动实践，通过技术、
管理和模式的三重创新，不仅
实现了自身健康发展，更为传
统养殖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
复制的经验。这种"科技+生
态+市场"的融合探索，为乡
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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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犟小伙面包房里
演绎精彩人生

乡 村 振 兴 好 声 音

科技赋能生态养殖
乡村振兴“羊”帆起航

新型养殖育出“金翅膀”

顺河镇肉鸭产业“振翅高飞”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

相冉 刘亚翔）“ 鸭 子 出 栏
喽！”在顺河镇张口村的现代
化肉鸭养殖基地，出栏现场一
片热火朝天。工人们手法娴
熟地将肥美的肉鸭捆抓、装
筐，不一会儿，数千只鸭子被
陆续装运上车，驶向佳合鸭
业。

近年来，张口村通过创新
合作模式、科学养鸭方式，不
仅让环境焕然一新，更让村集
体和村民的钱包鼓了起来。

走进现代化养殖厂房，
“ 环保养鸭”黑科技惊艳亮
相。鸭舍“改头换面”，水鸭变
旱鸭，住上“小洋楼”。粪便分
离至下层，自动清便机 24 小
时“上岗”，随时把粪便铲走，
化污为宝，生成清洁沼气、优
质有机肥，为绿色农田“ 加
油”。

鸭舍内空气清新，鸭子们
在舒适空间自在嬉戏，疾病风
险大幅降低。丰县佳合鸭业
化身“贴身导师”，从鸭苗“选

秀”到饲料“配餐”，从疫病
“坐诊”到成品“兜底”，全方位
技术护航，稳定收购，让养殖
户吃下“定心丸”。

如今，不单是张口村，周
边数个村庄也接续加入到科
技养鸭的行列中，随着一批批
鸭子顺利出栏，顺河镇肉鸭养
殖产业升级成效显著。村集
体增收、村民致富，绿色环保
的养殖模式成为联农带农、加
快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杨进博 黄浩）在不同短视频
平台，账号“阿星有面包”以充满生命力的短视频，吸引了
众多网友的关注。视频的主角，是自称 90后“犟驴”的优
尚西点烘焙面包店主理人阿星，他不顾父母反对回到家乡
丰县创业，通过工作Vlog展示对烘焙行业的执着与热爱，
在小小的面包房里，演绎着创新与坚守的消费新故事。

走进阿星的面包店，麦香与烘焙的焦香扑面而来。阿
星端出一盘新出炉的碱水辣条，将其摆放上架。满满的特
色烧烤料均匀覆盖在面包条表面，混合着孜然的香味，十
分诱人。

“这是我们店的爆款！”阿星笑着介绍，“面团经过柔和
发酵，再加上家乡烧烤风味的调料，深受年轻人喜爱。不
少在外的游子都让我给他们寄去，说能吃出家乡味。”

阿星对烘焙的热爱，体现在每一个创新的想法中。曾
经辗转外地打工的他，因对烘焙的热爱踏上回乡开店的创
业之路。在他眼中，烘焙不仅是门手艺，更是创意的载
体。他说：“美食背后是一个个人与人的故事和对家乡的
热爱，我想把家乡味道融入到烘焙产品的研发中，让外地
人透过食物了解到我们本地的特色‘丰’味，让本地人吃出
家的味道。”

阿星的短视频记录着面包店的日常，却不仅仅是为了
宣传产品。“拍视频，是想和社会建立一种链接。”阿星说，
他希望通过镜头，传递自己对县城和生活的热爱，给大家
带来正能量，让更多人看到家乡的美食，感受县城的发展
变化。

在流量至上的时代，阿星却有着清醒的认知。在他看
来，流量能红极一时，却不能长久。阿星反复强调：“不能
为了商业而商业，线上平台不是主要销售渠道，实体店的
真诚服务和高品质的产品才是根基。”他曾跨越千里，亲自
为其他城市的粉丝和客户送去面包，只为让顾客感受到面
对面交流的真诚，体会到食物背后的人情味。

在瞬息万变的消费市场中，阿星也会敏锐地观察行业
风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对饮食安全、健康和身材
管理越发关注，健康食品成为消费趋势。这与阿星坚持用
好食材、制作高品质食品的理念不谋而合。

近期，他推出少糖 0添加的五谷代餐大满贯面包，以
粗粮为面团，加入陈皮、芝麻、蔓越莓等原料，搭配高品质
淡奶酪，完美契合当代人的健康需求。

阿星拿起试吃样品，“我自己先试吃了半个月，还不断
收集顾客反馈，就是想把最好的产品端上大家的餐桌。”

·AI消费新观察·
在算法追逐流量的时代，“阿星们”正在用面团揉出消

费新叙事。“不要瞬间膨胀的‘泡打粉’，只要时间赋予的真
实口碑。县城面包房的突围密码不仅是烧烤料与碱水包
的味觉碰撞，更在于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可咀嚼的情感符
号。当健康代餐面包成为人们的自律图腾，当跨越千里送
货重构了“人货场”的交互逻辑，这场消费革命正从流量深
水区浮出水面——商业的本质回归到用好产品讲好人的
故事，用温度对抗数字时代的原子化生存。烘焙坊的麦香
里，藏着县城经济最真实的酵母。

小城新青年小城新青年

新增29种本科专业！

教育部 22 日发布 2024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全国高校共新增专业点 1839 个，

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157个，停招专业

点 2220 个，撤销专业点 1428 个，专业调整优化力度进

一步加大。

教育部同步更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2025年）》，增列29种新专业，纳入2025
年高考招生。新目录包含93个专业类、845种专
业，进一步强化专业设置对国家战略急需和高质
量发展的快速响应。

此次增设的 29 种新专业，充分体现国家战
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牵引：

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增设了区域国别学、
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与技术、健康与医
疗保障等专业。

面向科技发展前沿，增设了智能分子工程、
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时空信息工程等专业。

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增设了国际邮轮管理、
航空运动等专业。

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增设人工
智能教育、智能视听工程、数字戏剧等专业。

为更快响应国家战略，教育部首次建立了战
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对于中央最新部署、
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相关专业设置即时响
应“绿色通道”。瞄准低空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突
破集中申报限制，指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
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

目前，全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点共有6.28
万个。教育部将进一步强化专业设置与就业工
作的联动，指导高校持续调整优化存量专业，加
强各领域人才需求预测分析，不断增强高等教育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

来源：交汇点新闻

消费新“丰”向

凤城街道黄堤口村实现美丽蜕变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吴

尘 薛清芯）暮春时节，春暖
花开，草木葱茏。走进凤城街
道黄堤口村，村头巷尾干净整
洁，房前屋后整齐有序，一派
清新宜人的乡村风貌映入眼
帘。连日来，黄堤口村村两委
从细节入手，深入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进一步美化乡村
环境，让乡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

一户一风景，一院一画
卷。走进村民黄明奎的小院，
首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一 方 菜
园。黄明奎正在施肥，他笑着
说：“现在俺村的环境越来越
好，我也想把自家院子收拾得
整洁美观。看着干净又漂亮，
心情也舒畅。”

近年来，黄堤口村以环境

整治提升为抓手，以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为支撑，
推动从“一处美”向“处处美”
转变，以“小家美”带动“全村
美”，切实解决了农村人居环
境脏乱差的问题。

在黄堤口村的观背青鳉
养殖基地，养殖户张晴晴正在
鱼 塘 边 忙 碌 地 挑 选 观 背 青
鳉。她将这些精心挑选的鱼
儿打包后，通过电商平台发往
全国各地。据张晴晴介绍，如
今基地的订单络绎不绝，平均
每天能接到300多单。

电商不仅拓宽了销售渠
道，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家门口
就业。鱼池中，“星光”“白
金”“三色锦”……色彩斑斓的
观背青鳉在水中欢快地翻腾
跳跃，形成一片片绚丽的色

彩。这里是一个集种苗繁育、
成鱼养殖和销售为一体的综
合性产业中心，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链。

在黄堤口村一隅，曾经的
废弃坑塘如今已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暮春时节，这里
郁郁葱葱的树木环绕四周，勾
勒出一幅迷人的乡村画卷。

黄堤口村因地制宜，在充
分保留坑塘原有地貌、水系等
自然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实施
水系连通、微地形处理、艺术
景观植入等措施，让这片废弃
坑塘成功转型，变身为兼具生
态功能与景观价值的“生态公
园”。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村
庄的生态环境，还为群众休闲
游玩增添了一个好去处。

从庭院“小美”到产业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