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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这里全是撂荒土地，
现在都种上了菠萝，这片土地算
是‘活’过来了！”韶关南雄市全
安镇陂头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2021 年初，党总支部尝试在
撂荒地上种植菠萝，一年左右时
间，陂头村引种的菠萝喜获丰
收，南雄人吃上了本地产的新鲜
大菠萝。

用26亩撂荒地试种菠萝

日前的一天早上，陂头村村
民黄云峰来到陂头村党群服务
中心，详细了解种植菠萝的相关
事项。前段时间陂头村党总支
部试种的第一批菠萝成熟上市，
让不少村民看到了在当地种植
菠萝增收致富的希望，纷纷表示
要加入种植菠萝的队伍，黄云峰
就是其中一员。

“我去村委会问过了，咱们
村委会可以在种苗和技术上提
供支持，我们自家养殖的家禽
粪可以当天然肥料，所以种植
菠萝打理起来也比较省心。”黄
云峰告诉记者，以前担心当地
气候不适合菠萝种植，现在村
里的菠萝都上市了，自己的疑
虑也打消了。

据 了 解 ，2021 年 初 ，陂 头
村党总支部希望通过发展特色
产业让村里的撂荒地能发挥效
能。去年 4 月份，该村党总支
部就通过与乡贤对接，引进菠
萝 苗 ，在 陂 头 村 26 亩 撂 荒 地
上，根据不同时间段，分四个
批次试种了菠萝。2022 年 1 月
中旬，第一批菠萝成熟开始采
摘，现在第二批菠萝也进入成
熟期。

昔日撂荒地变身黄金田

原本是热带水果的菠萝，居
然在粤北陂头村种植成功，丰收
的消息让不少村民感到好奇，纷
纷前往菠萝基地一探究竟，黄云
峰就是其中一员。当大家得知
种植菠萝能致富，都想跟着一起
发展菠萝产业。

“第一批我们让村民免费试
种，村委会提供种苗，后续的收
购和销售我们也负责，农户只需
要负责种植和管理。”谈到今年
的打算，陂头村党总支部书记林
发全表示，未来，村党总支会加
强与水果协会的学习交流，争取
更进一步提高种植技术、产量、
果实品质以及果实的良品率，获
取更好的效益，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

“昔日撂荒地如今变身‘黄
金田’，菠萝种植基地建起来
后，既解决了村里部分劳动力出
路，又增加了村民和村集体的收
入，现在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林发全表示，陂头村还计
划从致富技能培育入手，采取

“公司+农户+合作社”模式，逐
年扩大菠萝基地规模，从而实现
村集体经济、农户多赢的局面，
让菠萝变成村民的“致富果”。

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悦，通
讯员粤农轩、实习生郑楠报道：
3月 9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举
行发布会，正式发布2022年广
东省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
术。羊城晚报记者从发布会上
了解到，科技已成为全省农业
农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
力，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到71.3%。

据介绍，2005 年开始，广
东连续 18 年发布农业主导品
种和主推技术，一大批农业新
品种和新技术获得推广应用。
到2021年，全省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 71.3%，水稻等主
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98%以
上，主推技术到位率 98.5%，各
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科技已
成为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力。

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
发布了农业主导品种 114 个、
主推技术 165 项。其中，发布
水稻主导品种25个、主推技术
23项，“菜篮子产品”主导品种
51个、主推技术 94项，强化稳
产保供的关键技术支撑。

“广东的粮食作物占全省
全年农作物种植面积的一半以
上，其中水稻是全省种植面积
最大的粮食作物，只有持续推
出更好的品种，持续扩大推广
节本增效技术，粮食基本盘才
会更稳固更扎实。”省农业农村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斌民表
示，接下来，省农业农村厅将加
快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及示范推
广应用，提升应用水平，筛选更
多农机装备技术来提升种植效
益和效率，提高粮食安全保障
水平。

省农业农村厅发布
2022 年农业主导品种
114个、主推技术165项

良种+技术
广东种出
优质粮

陂头村成功引种菠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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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强
国复兴有我”，在百年奋斗新征程
中，涌现出许多新时代女性的代
表。自新冠疫情袭来，广大女性以

“巾帼不让须眉”的昂扬斗志，特别
是奋战在医疗行业的女同胞们，发
挥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重要作
用，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女性无私奉
献、勤勉作为的优秀品格。她们扎
根在各行各业中,她们拼搏实干、奋
勇争先、勇挑重担、锐意进取。千万
万个“她”植根于千家万户，立足于
各行各业，用拼搏创造奇迹，以奋斗
谱写神话，将个体的价值书写进新
时代发展的篇章。

陈李济副总经理夏湘龙出席活
动并发表致辞。他表示：陈李济是吉

尼斯世界纪录全球最长寿药厂，拥有
乌鸡白凤丸、妇科养坤丸、千金保孕
丸、参茸白凤丸等女科圣药，和衷济
世是我们的企业理念。新时代，女性
光芒愈发耀眼，现代女性化身 Su-
per Women 穿梭在职场和家庭中，
但这样快节奏的生活和压力，也给女
性健康问题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陈李济希望通过“致敬新时代女
性”公益项目的发起，倡导社会各界
将关心、关爱和尊敬送给每一名身边
普通却又伟大的女性，感谢她们为社
会作出的贡献，并以此为榜样，致敬

“女性”力量！同时，借此契机，为呵
护关爱女性的健康理念，陈李济推出
更适合现代女性服用的陈李济妇科系
列用药。未来，陈李济也将联合终端
连锁药店和当地主流媒体，以陈李济

“致敬新时代女性”公益项目为平台，

共同塑造致力爱心公益事业，让女性
群体切身感受到公益活动带来的实惠
和关怀，用实际行动让更多女性受
益，为提升我国女性健康水平作出应
有的贡献。

广州市海珠区妇联主席蒋薇在
致辞中表示，陈李济一直以来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在妇女儿童的公益
事业和慈善事业中奉献爱心，感谢
陈李济公司对妇女事业的重视、关
心和支持。海珠区妇联始终用心用
情用功服务发展、关爱民生，彰显着
服务大局的使命担当，未来将会充
分发挥党和政府服务群众的桥梁作
用，延伸服务女性的手臂，搭建平
台、链接资源，团结引领全区广大妇
女朝着新时代伟大中国梦新征程奋
勇前行，谱写新时代巾帼华章，以优
异成绩喜迎二十大。

拥有多个女科圣药的陈李济
发起“致敬新时代女性”公益活动

为进一步凝聚广大妇女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进一步传递女性奋斗者
敢于追梦、敢于绽放的时代新貌，陈李济
联合海珠区妇联用榜样的力量，传播巾帼
精神，致敬新时代女性先进典型，用实际
行动呵护新时代女性。

在第112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当
天，为致敬新时代女性，由海珠区妇女联
合会指导，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为陈李济）主办的“凤鸣古
今 呵护女人心——致敬新时代女性”公
益项目在陈李济中药博物馆成功启动。
陈李济、海珠区妇联、广州白云山医院、广
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学分会等单
位80多人一同参会。

文/沈钊 图/受访者提供

具有“全球最长寿药厂”称
号的四百余年陈李济，近年来先
后被评为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
教育基地、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教育
基地等，目前已成为一个集中药
历史文化、中药生产工艺、中医
养生、中医诊疗、中草药种植、爱
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为一体的
综合性教育基地。

在国家级非遗“陈李济传统
中药文化”的发源地，陈李济建设
的陈李济中药博物馆与广州市海
珠区妇女联合会携手共建“海珠
区妇女儿童中医药文化教育基
地”。在广州市海珠区妇联的指
导下，陈李济将进一步发挥其历史
文化优势，建设好基地平台，为妇
女儿童群体提供更多中医药文化
学习资源，普及中医药养生知识。

陈李济始创于1600年，至
今已有 422 年历史，是吉尼斯
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长寿
药厂”。陈李济自创立以来，一
直秉承同心济世的经营理念，致
力于关爱大众健康，特别是对妇
女健康的关怀和重视。至今为
止，陈李济记载女性一生用药的
老牌匾仍保留在陈李济中药博
物馆内，时移世易，陈李济呵护
女性一生的初心始终如一。

在陈李济中药博物馆内，
珍藏着一块产品目录牌匾，经
过文物专家鉴定为广州市的二
级文物。斑驳的牌匾从右到左
记录了女性一生的健康需求。
从少女时期月事初至服用养血
调经的乌鸡白凤丸，到少妇时
期怀孕生产服用的保产催生
丸，再到中年时期大补气血服
用的鹿茸固本丸，老年时期祛
风除湿服用的舒筋活络酒等女
性一生的不同阶段都有陈李济
的守护。四百余年陈李济矢志
不渝，守护女性一生健康。

活动现场上，陈李济、海珠
区妇联与广州白云山医院代表
共同开启“擦亮女性一生用药老

牌匾”仪式，陈李济“乌鸡白凤
丸”“妇科养坤丸”等妇科全系列
产品借此全新亮相。陈李济副
总经理夏湘龙表示，为顺应社会
发展及国人体质变化，陈李济守
正创新，秉承“老牌匾”呵护关爱
女性的健康理念，始终如一保持
对女性用药的严谨与专业，时下
推出更适合现代女性服用的陈
李济妇科系列用药，为现代女性
健康保驾护航。

从古到今，国家发展、民族
兴旺、社会进步，都离不开女性
的巨大力量。在脱贫攻坚时的

“她奉献”，征战于新冠疫情前
线付出的“她力量”，以及奋斗
新征程中的“她精神”……每一
位中国女性都代表着一种温暖
而坚定的力量。

3月8日晚，广州塔上“陈李
济 凝聚她力量 致敬新时代女
性”字样环绕塔身，灯光璀璨，形
成独特的广州塔灯景。借助广州
塔作为广州地标的宣传影响力，
陈李济呼吁社会大众要重视关心
新时代的女性，让尊重和关爱女
性成为时代新风尚，向每一位平
凡而伟大的中国女性致敬！

用巾帼榜样激发新时代“她力量”
巾帼绽芳华 建功新时代

海珠区妇女儿童中医药文化教育基地
落户广药陈李济

守正创新 擦亮牌匾
呵护女性一生的初心始终如一

陈李济向白云山医院医护工作者捐赠陈李济名
优产品妇科养坤丸

陈李济记载女性一生用药的老牌匾

“凤鸣古今 呵护女人心——致敬新时代女性”公
益项目陈李济公益项目启动

试种成功！
粤北也有了“菠萝的海”

韶关南雄陂头村利用撂荒地试种
菠萝喜获丰收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李思番 钟艳芳

“百名网红千名主播”
为徐闻菠萝直播带货

“12221”再启航！“一师十徒以百带千”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直播力量

今天今天
消息消息

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悦报
道：3 月 10 日一早，红土芬芳的
广东徐闻“菠萝的海”迎来一场
春日盛宴。来自全国各地的百
名网红主播齐聚徐闻，这次他们
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成为
徐闻千名果农的“老师”，一师十
徒、以百带千，在“菠萝的海”这
一别开生面的田园大学堂，一起
为徐闻菠萝直播带货。作为广
东农产品直播带货的策源地，徐
闻在 2020 年疫情暴发时破釜沉
舟，在广东第一个以“短视频+直
播”的形式走红线上市场。如今
两年过去了，这个宝藏乡村已经
成为“直播第一县”，“百名网红
千名主播”将为当地留下一支带
不走的直播力量，带领徐闻菠萝
继续高光走世界。

培养既会种菠萝又
会卖菠萝的“新农民”

在中国大陆最南端，湛江市
徐闻县是“中国菠萝之乡”、中国
菠萝种植的优势区，种植面积达
35 万亩，年产量约 70 万吨。作
为广东大宗农产品的开门红，徐
闻菠萝产业还关乎徐闻县 15 万
菠萝果农一年的生计。

今年徐闻怎样卖菠萝？2月
15日，徐闻向全国网红广发邀请
信，向全国征集百名网络直播高
手，到“菠萝的海”办田园大学堂，
师傅带徒弟，培养一批既会种菠
萝又会卖菠萝的“新农民”。完成
培训后，“一师十徒”组成百支“菠
萝的海”直播营销战队，3月10日
就在“菠萝的海”举办直播营销大

擂台，现场PK带货。
2020年徐闻菠萝成熟时，恰

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时间采
购商都来不了。在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的指导下，羊城晚报社和
湛江市徐闻县政府联合拼多多，
共同发起县长直播带货活动，当
天直播的 4个小时内，平台累计
订单数量超过 3万单，总计带动
销量超 7.5 万公斤，打响了徐闻
直播卖货第一枪。去年，徐闻菠
萝成了超级网红，“每3个中国菠
萝就有1个来自徐闻”“广东喊全
国人民吃菠萝”等话题网络总阅
读量超过15亿人次。

今天“百名网红千名
主播”齐聚“菠萝的海”

3 月 10 日一早，“百名网红
千名主播”已经齐聚“菠萝的
海”，他们“一师十徒”组成百支

“菠萝的海”直播营销战队，参战
菠萝直播营销大擂台。这批网
红主播有新农人代表“贡柑妹
妹”陈慧、“连山九妹”何少敏、大
连新闻百万流量主播邵宁宁、新
疆广播电视台主播知名网红阿
依努尔·买买提等。

早上10时活动还没开始时，
老师们还在各个分会场抓紧时
间手把手教学。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
让世界关注徐闻菠萝，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新模式，打造广东农
产 品“12221”市 场 营 销 体 系

“2.0”版本，形成广东农产品销售
的一面旗帜。 田间地头，现场教学直播带货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10日，“百名网红千名主播”在“菠萝的海”为徐闻菠萝带货 陈子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