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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30 日电（王伟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邱晨辉）
中国长征火箭 2021 年宇航发射收官了。12 月 30 日 0 时 43 分，长征

三号乙遥八十四运载火箭（以下简称“长三乙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九号送入预定轨道，发射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中国航天全年宇航发射任务画上圆满句号。

2021 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宇航发射开启“超级模式”，年发

射次数首次达到历史最高的“40+”，中国长征火箭 48 次发射，成

功率 100%，将上百颗 （含搭载） 航天器送入太空。

此次发射是长三甲系列火箭今年第 12 次发射，12 战 12 捷。在

这 12 次发射任务中，长三乙火箭完成了 11 次，将 60 余吨载荷送入

距地球 3.8 万公里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十一

室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张涛介绍，执行本次任务的长三乙火箭主要有

4 项技术状态变化，均为可靠性增长及产品化项目，比如，优化一

级伺服机构泵主轴结构，提高其抗疲劳强度和寿命，箭上口盖首次

采用整体挤压成型工艺，后续该工艺可用于火箭壳段生产，替代当

前的“蒙皮+桁条”铆接工艺，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48发100%成功！

2021年中国航天宇航发射收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农业这条路，真是走对了！”隆冬时节，寒

风呼呼地刮过皖北大地，34 岁的安徽阜南县苗

集镇种粮大户邵庆狼心里却是暖洋洋的，“因为

今年有个好收成。”

站在自己承包的 430 亩麦田前，邵庆狼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粗略算了一笔账——今年，

种小麦的纯收入就有 25 万元左右，稻谷收入大

概 18 万元，加在一起突破了 40 万元。

农 闲 时 ，邵 庆 狼 还 要 忙 着 给 20 亩 梨 树 剪

枝。果园的后面整齐摆放着农业合作社的拖拉

机、播种机、旋耕机、收割机等机械。“俺这儿还

有 两 架 植 保 无 人 机 ，都 是 用 卖 粮 挣 的 钱 购 置

的。”放在几年前，这样的生活，邵庆狼“想都不

敢想”。

他的信心和底气源自阜南县实施的优质粮

食工程。近年来，安徽省阜南县实施“良种示范

种植－建设粮源基地－就地加工转化”策略，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龙头企业以工

补农，探索粮食产业集群发展，合作社、大户抱

团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前些年，当地可不是此番光景。阜南县是传

统农业大县，曾是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皖北贫

困地区和沿淮行蓄洪区“三区叠加”的脱贫攻坚

主战场。小麦品种杂乱，品质上不去，粮价始终

处于“洼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2012 年，在外省建筑工地务工的邵庆狼决

定返乡找点儿事做，但家里只有 6 亩地，于是就

流转了一部分土地，还接过邻居家的荒地，凑了

七八十亩种小麦，加上平时为农户做些农技服

务，一年勉强挣个八九万元。“但土地零散、不连

片，管理起来特别麻烦”。

邵庆狼吃过卖粮难的苦。“以前，都是各品

种混着种，哪个产量高就种哪个，每斤售价大概

只有 1.1 元，能卖给粮食经纪人、小贩子就不错

了。”有一年，他尝试自己拉着一车粮食去粮站

卖，没想到排了整整 3 天队，算了一下，仅“压车

费”就得付上千元。

赤霉病、稻曲病、黑腐病等病虫害也曾让他

一筹莫展。尤其是赤霉病，发现时，往往已错过

最佳防治时机，麦田坏死一大片。“每亩地打药

至少需要 30 元，舍不得，打了也治不好。”

转变出现在 2017 年。当年，阜南县在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帮助下，对土壤、

品种、气候进行分析，发现当地特别适合种植弱

筋小麦。专家又从 100 多个品种中优选出 6 个，

实施“一镇一品”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2018 年，阜南县引进中粮贸易安徽有限公

司试点种植 1.5 万亩优质小麦，实现产量、品质

双提升，迈出良种示范种植第一步；2019 年，引

进中化农 业 安 徽（粮 谷）有 限 公 司 ，示 范 构 建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利益联结机

制，优质小麦订单种植扩大到 30 万亩，亩产增

加 100 多斤，并盘活当地闲置粮仓进行分品种

储存。

同时，中化农业公司建成占地面积 4000 平

方米的 MAP（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平台）中心，为

合作社和农户提供统一土地组织、统一技术措

施、统一机械作业、统一金融保险、统一烘干收

储、统一品牌打造的“一站式”标准化服务。

2019 年 ，邵 庆 狼 参 加 镇 里 组 织 的 参 观 学

习，被农业机械化模式和企业服务理念吸引，与

中化农业公司签了种粮订单。2020 年，他集中

流转 430 亩地，种上统一品种——淮麦 22。

“企业统一帮着种植、施肥、销售，让农民省

心了，我们不用再琢磨哪家农资质量好、哪家便

宜了。”邵庆狼说，“企业的技术员下地的频率比

我都勤，手把手指导测土壤配方和元素，告诉我

作物得了啥病、该用什么药。”每年，中化农业公

司、中粮贸易公司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大户

的粮食。两家央企已带动阜南县 87 家合作社和

近 20万名农户参加合作种粮。

“ 我 们 将 粮 食 拉 到 企 业 ，只 要 相 关 检 测 合

格，立马就卸货，粮食烘干、后期加工都不用管

啦。今年每斤卖了 1.26 元，每亩产量 1100 斤。”

邵庆狼介绍，他还种了 60 亩红薯，农忙时，每天

雇 50 多个农户做工，包括不少脱贫户，大家帮

助装袋、分拣、捡拾、装车。

他观察到，种植大户防治病虫害的意识增

强了。每年，政府进行统一无人机飞防洒药后，

一些农户会自费再追加 1 次植保服务。“最近，

不少大户都找我咨询情况，表示想加入优质粮

食‘种植联合体’，抱团发展”。

“我们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

赚，将成本降下来、质量提上去。除示范种植、技

术指导外，今年还给全县提供了 60 万亩优质小

麦种子。”中化 MAP 粮作苏皖省区总经理彭江

南介绍，公司组建高学历、年轻化、技术精的技

术服务团队，引入农业遥感监测、精准气象、精

准植保、农机作业实时管控、产品质量溯源等智

慧农业服务，农民拿着手机就能了解农作物长

势。目前，每亩地可降本增收 200 多元。

彭江南分析，只有品种统一了、地方农业结

构改善了，才能吸引更多加工企业共同开展订

单种植、委托收储和品牌共建等合作，让产业链

上的各环节都能分享价值增值，让小农户加入

现代农业大家庭。

2020 年 4 月，阜南脱贫摘帽。随后，该县又

有大动作——引进中裕食品公司，建设年产 30
万吨小麦精深加工项目、面粉生产线及 10 万吨

现代化粮仓，最终实现优粮优产、优购、优储、优

加、优销“五优联动”，提升粮食产品附加值。当

年，阜南县粮食总产量 86.62 万吨，粮食加工业

产值突破 16 亿元。

“过去，农民种原粮、储原粮、卖原粮，模式

相对粗放，收入相对固定。”阜南县委书记李云

川介绍，在传统粮食大县转型过程中，通过生产

组织、田间管理、农事服务、引入工商资本实现

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再挖掘粮食附加值，打造

供应链、品牌链，延长粮食价值链，让农民种出

好品质、卖出好价钱。

在他看来，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龙头企业

为了稳定原料供给，会提高收购价格，农户种粮

收益必然不断提升。

老百姓不再只享受土地流转的恒定租金及

帮工的零散收入，可以通过种粮，持续享受全产

业链不断增值的收益。这种“造血”模式更能促

进农民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日前发布的《沪苏浙城

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明确，苏州

市结对合作帮扶阜阳市。为此，阜阳市党政代表

团迅速赴苏州开展对接工作。

刚参加对接活动归来的李云川

向记者感慨道：“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皖北融入长三角进程

中，优质、绿色、丰产的粮食产

品前景无限，阜南这一优质粮

仓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安徽阜南：种下优质粮 结出致富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黄 博

选聘大学生贾翠萍说完自己的故事，又叫

来了选聘大学生张海舰。张海舰刚说完自己的

故事，又说起了另一个选聘大学生常帅。

贾翠萍、张海舰、常帅都是就职于民营企业

榆林上河实业集团的“选聘大学生”。上河实业

集团董事长李小平骄傲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仅上河集团一家民营企业，目前就有十几

名选聘大学生。

“选聘大学生”，在陕西榆林指的是由市委市

政府公开选聘到民营企业就职的优秀高校毕业

生，是榆林市培育企业人才队伍、破解民营企业人

才难题的一项创新举措。

据统计，从 2014 年以来，榆林市已先后有

2250 名选聘大学生入职数百个民营企业，其中

仅 2021 年，就选聘了 500 名大学生进入上百家

民营企业工作。

此 项 工 作 在 榆 林 有 着 实 实 在 在 的 补 贴 激

励，有严格的选聘录用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办法。

先由各县市区上报企业用人需求，市里统一组

织招录选聘，再由企业和大学生双向对接。选聘

对象为 30 周岁以下榆林籍未就业的全日制大

学应、往届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应聘大学生

一经录取，企业即与大学生签订 3 年劳动合同，

按企业标准发放基本工资；榆林市财政在 3 年

内再给予受聘生每人每月 2000 元的薪酬补贴。

上河集团董事长李小平说：“我们企业不仅

能通过政府平台选择合适人才，还能享受政府

的工资补贴，降低了企业用人成本。”

常帅 2020 年毕业后就进入这家企业，从一

般技术员干起，目前已升为育肥厂分厂副厂长。

贾翠萍 2020 年 9 月进入三农养殖公司，今年 8
月升任综合部主任。

“我们企业完全建成后可年出头 15 万只湖

羊，所产羊肉还将开拓国际市场。我所学的国际

经济与贸易将会学有所用。”毕业于西安工业大

学的贾翠萍兴奋地说。

为了奖励并更好地留住选聘大学生，很多

民营企业努力改善大学生住宿、伙食条件；一些

企业还专门建起了健身房、唱歌房；很多企业积

极支持大学生外出培训、学习。

榆林市市长张胜利说，选聘优秀大学毕业

生到民营企业工作起到了 3 方面的作用：“一是

缓解民营企业的人才短缺困境，促进了民营企

业的发展；二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题，促进受聘

大学生的锻炼成长；三是促进大学生转变就业

观念，带动更多高校毕业生到民企工作。”

榆林市委书记李春临说，选聘优秀大学毕

业生到民营企业工作，既是榆林社会发展转型

的需要，也是经济结构发展升级的需要。对于榆

林这样的资源经济大市，最长远的大计是吸引

和留住人才。今后，榆林还将进一步加大政策力

度，吸引更多更好的大学生来榆林就业创业。

陕西榆林选聘优秀大学毕业生进民企
2021年已选500名进入上百家民企

本报北京 12 月 30 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先藕洁） 今天上

午，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在民政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 ， 2022 年 1 月 1 日 起 ，《养 老 机 构 服 务 安 全 基 本 规 范》 生 效 实

施，意味着全国所有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将受到强制性国家标准

保护，所有的养老机构将受到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约束。

会上，民政部还发布了 8 项养老服务行业标准，包括 《养老机

构老年人跌倒预防基本规范》《养老机构膳食服务基本规范》 等。

“8 项行业标准可以为养老机构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提供支撑，促进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益，也可以让老年人和社会各方

了解机构服务，实现服务信息的有效传递，保障知情权和自主选择

权 。” 李 邦 华 说 ， 8 项 行 业 标 准 将 与 《养 老 机 构 服 务 安 全 基 本 规

范》 同步实施，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又迈进了一大步。

李邦华说，今后将不断完善相应配套标准，持续推进养老服务

安全工作。如加强行政检查，确保强制性标准生效落地，将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实施情况专项检查，督促指导各地以自评和专项检查为

主要手段开展强标实施监督等。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明年1月1日起实施

扫一扫 看视频

北京东城区与本报达成深度战略合作
（上接 1 版）

“此次双方的深度战略合作，将助力东城文化宣传平台深入拓

展，文化创新氛围日益浓郁，文化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共谱‘崇文争

先’篇章。”赵海英说。

中国青年报社党委书记张坤表示，中青报的媒体深度融合之路

植于青年、耕于服务、博于文化、约以精品，此次合作正当其时。双方

将务实推进文化领域的品牌化、项目化、社会化、产品化，共同为“崇

文争先”迈出实质性的一大步。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中国青年报手机

客户端将推出可视化全媒体栏目——“温暖的 BaoBao”，做出“关注

青年”“青年关注”特色，与东城区委宣传部共同策划一批叫得响的栏

目，闯出一条可复制的合作路径，将“可视化”融入更好“业态”、更美

“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