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
道，在北京冬奧會倒計時500天之際，
昨日上午，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與北京冬
奧組委簽署《相約北京系列冬季體育賽
事轉播工作框架合同》和《北京冬奧會
電視轉播科技創新應用及科技冬奧重點
專項技術協同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標
誌着雙方冬奧宣傳轉播報道、科技創新
引領合作進入新階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

記、北京冬奧組委主席蔡奇，中宣部副
部長、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總編輯
慎海雄出席簽約儀式。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編務會議成員薛繼

軍與北京冬奧組委專職副主席兼秘書長
韓子榮簽署合作協議。薛繼軍在致辭中

表示，北京冬奧會是展現國家形象、促
進國家發展、振奮民族精神的重要契
機，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對奧運有着特殊
的情懷，與北京有着親密的聯繫，12年
前北京夏季奧運會就曾展開緊密合作。
當冬奧會再次來到北京，總台已經擁有
國內最具影響力的體育傳播平台和經驗
最豐富的賽事轉播製作團隊，具備多項
國際國內大賽主轉播經驗、頂級體育傳
播能力和全媒體傳播理念。
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冬奧組委執行副

主席張建東致辭說，此次簽約是開啟北京
冬奧組委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進一步深化
合作、爭取更大成果的新起點。他表示，
冬奧組委將全力支持總台充分發揮專業和
資源優勢，通過賽事轉播，加強宣傳報

道，助力冰雪運動普及發展；深入落實科
技冬奧行動計劃，推動先進技術在相約北
京賽事和冬奧會示範應用。北京冬奧組委
將竭誠提供優質服務，與總台緊密合作、
精誠團結，共同為舉辦一屆精彩、非凡、
卓越的奧運盛會貢獻力量。
根據協議，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與北京

冬奧組委將形成緊密高效溝通協作機
制，確保相約北京系列冬季賽事整體轉
播工作順利進行。將「5G+4K/8K+
AI」等先進科技成果轉化到冬奧音視頻
內容生產過程中，有效提升中國冬季運
動項目轉播報道製作水平，為高質量、
高效率完成重要時間節點重大活動的宣
傳推廣、開展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電
視轉播內容製作奠定基礎。

「相約北京」預演冬奧：

中央廣電總台與北京冬奧組委簽約合作

9月22日是中國農民豐收
節，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在

烏蘭浩特市義勒力特鎮舉行第三屆「興安盟大米」豐收節活動，演員在第三屆
「興安盟大米」豐收節開幕式上表演。近年來，興安盟通過品牌培育與產業化經
營，打造「興安盟大米」這一品牌，大米相關產業成為當地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
途徑。 ■圖/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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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于海江 佳木斯報

道）「今年，我們合作社大豆種植面積共1.7

萬畝，如果未來持續晴好天氣，預

計畝產可以達到380斤，比去年每

畝預計增收50斤，合作社預計大豆

產量將增加近85萬斤。」剛剛獲得2020年

黑龍江省大豆生產大王榮譽稱號的黑河市愛

輝區嘉興現代農機專業合作社理事

長蓋永峰溢於言表，興奮地對香港

文匯報記者說。

高質量大豆讓農戶嚐到甜頭
生產大王蓋永峰：用科技築牢防風牆 增收近 85萬斤

■■農民兄弟手捧沉甸甸的稻穗農民兄弟手捧沉甸甸的稻穗，，臉上洋溢着豐收的喜悅臉上洋溢着豐收的喜悅。。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攝

■■ 20202020年黑龍江省大豆生產大王蓋年黑龍江省大豆生產大王蓋
永峰永峰。。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 佳木

斯報道）黑龍江作為產糧大省，水稻
的生產加工一直備受矚目。在2020年
黑龍江省農民豐收節上，來自齊齊哈
爾市泰來縣雲橋米業有限責任公司董
事長劉鳳雲獲得黑龍江省2020年脫貧
致富農民帶頭人榮譽稱號。
劉鳳雲是齊齊哈爾市泰來縣雲橋米

業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她出生於農
村，成長於農村，跟很多人一樣，都
是地地道道的農村人。她的企業是一
家集稻穀收購、精加工、銷售為一體
的綜合企業，現在也是被國家地理標
誌保護產品標識和地理標誌證明的
「泰來大米」標識的首批授權使用企
業。

舉債升級設備提高品質
劉鳳雲說，我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出

身，從小過苦日子。那時老父親重病
在身，老媽一人養活全家5口人。15歲

時我大哭一場，然後就退學開始幹活
掙錢填補家用，也是從那個時候起，
就總想着怎麼徹底改變這種生活。18
歲時，我就借錢開辦了掛麵廠，35歲
時又開辦稻米加工廠，後來轉型成為
現在的雲橋米業。
劉鳳雲印象比較深的是，最初為了

跑市場、拿訂單，自己開着小貨車，
拉着大米，帶着電飯鍋，跑了全國34
個城市，每到一個地方，她就現場給
客戶燜飯，讓他們品嚐。為了提高大
米的品質，她還舉債升級加工設備，
並逐漸引入現代企業管理體系。
這樣，越來越多的客戶認可了劉鳳

雲的大米，她的企業也從小做到大，
目前固定資產7,000萬元人民幣，自有
綠色水稻種植基地5萬畝、有機種植基
地7,000畝，年加工能力20萬噸，產品
暢銷全國20幾個省、市、自治區，還
在全國23個城市開設了「黑龍江泰來
大米直營中心」。

帶電飯鍋跑市場
品牌大米銷全國

金秋 九
月，大豆

搖 鈴 ， 稻 穀 飄
香。第三個中國農民
豐收節22日如期舉辦，
中國億萬農民同慶豐收。黑
龍江省農民豐收節則選擇在佳木斯
富錦市長安鎮永勝村「萬畝水稻公園」
舉行。

合作社生產大豆銷售多地
喜獲大豆生產大王稱號的蓋永峰，是土生
土長的四嘉子滿族鄉人，長期從事糧食種
植、收購、倉儲與銷售工作。「目前，大豆
價格每斤2.2元，如果今年能維持這個價格，
每畝地可掙260元左右。」
能被選為大豆生產大王，蓋永峰說，「主
要是在今年這樣一個特殊天氣的情況下，我
們種植的大豆沒有出現倒伏，並且可以增產
豐收。秘訣其實很簡單，主要就是我們全部
按照綠色發展理念，採用綠色高質高效栽培
技術，進行合理的輪作，進行秸稈還田深鬆
翻埋技術，進行秋整地秋起壟，選用優良的
大豆品種，進行大壟密植，壟三栽培技術。
這樣可以起到抗旱排澇，壯秧抗倒伏，在今
年這樣雨水大風惡劣天氣下，我們的大豆沒

有出現倒伏，並且大豆可以增產豐收。」
創業初為打開市場，蓋永峰背着大豆在全

國參加各種展會，他說，黑龍江的大豆與南
方大豆比較出產量可能略低，但品質和質量
特別高，深受市場歡迎。目前，合作社生產
出來的大豆，全部供給大豆豆製品加工企
業，分別銷售給本地及珠海、徐州、鄭州、
深圳等地。

從「種啥賣啥」到「賣啥種啥」
蓋永峰說，這兩年我們的大豆非常受市場

歡迎，今年僅珠海的大豆定單就有3萬噸，
特別是每斤大豆比當地市場價高出1角錢
（人民幣，下同）左右，高質量大豆讓我們
嚐到了甜頭。
以前是「種啥賣啥」，現在是「賣啥種

啥」。除了選擇優質品種，高品質種植還要

求控制農藥
化肥用量，蓋

永峰說，「我們
還要選擇使用合適的

有機肥替代化肥。我們這
幾年化肥用量相比前些年至

少下降了五分之一。」
從當年單一小農戶，簡單的傳統農業

種植，逐步發展成現在機械化、標準化、規
模化、現代化的農機專業種植合作社，當年
耕地僅2,000畝，經過幾年的運行發展，現愛
輝區嘉興現代農機專業合作社，規模經營土
地面積達到2.45萬畝，固定資產達到2,300萬
元，合作社表現出較強的發展活力，呈現出
逐年壯大的趨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中也獲悉，黑龍江

省是中國最大的大豆生產、商品供給省。近
10年來，平均種植面積仍保持在4,912.4萬
畝，佔全國大豆種植面積40%至45%，每年
的大豆年平均產量是455.3萬噸，佔全國大豆
總產量的40%至50%。國家農業農村部9月
22日披露的消息也顯示，在「十四五」期
間，將考慮依託黑龍江大豆良種繁育基地大
縣，建設國家級大豆種子生產基地，繼續開
展大豆良種聯合攻關，提高國產大豆單產和
品質，促進國產大豆競爭力提升。

昨日，第三個中國農
民豐收節如期舉行。這
個 國 家 層 面 的 主 場 活
動，也首次走出北京，
在山西省運城市舉行，

主題是「慶豐收、迎小康」。今年是中國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之
年，但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在這樣一
個特殊年份，中國農民豐收節的重要意義
更加凸顯。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許多國家
限制了糧食出口。與此同時，統計數據表
明，中國夏糧豐收已成定局，產量為1.43
億噸，同比增加121萬噸。雖然自然災害
對秋糧生產造成了一定影響，中國糧食生

產仍連續五年產量穩定在 1.3 萬億斤以
上。國家糧油信息中心的預測也顯示，
2020、2021年度中國三大穀物仍將供大於
需，小麥、稻穀口糧品種庫存為歷史上最
充裕時期。

多位參加這次豐收節慶祝活動的農民
也表示，不會為糧食問題感到擔憂。農業
農村部副部長于康震亦指出，辦好今年豐
收節，就是要充分展現抗擊疫情中「三
農」領域表現的穩健力量，為經濟社會恢
復發展提振信心、凝聚力量。

如期舉辦的中國農民豐收節更是向全
世界表明，中國口糧絕對安全，14億中
國人有能力將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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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豐收節
向世界展現中國糧食安全「底氣」

9月22日，第三個中國農民豐收節主場
活動在山西舉行。今年的主場活動首次走
出北京，設在了山西省運城市。運城的主
場活動以「一主兩副三會場」的形式舉
辦，在山西省運城市萬榮縣舉行2020年中
國農民豐收節啟動儀式和文藝演出。主場

活動在山西省運城市萬榮縣舉行。
萬榮縣委副書記、縣長李永輝表示：

「萬榮是華夏農耕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共
同體驗厚重綿長的農耕文明，共同體驗綠
色生態的現代農業，共同體驗農旅融合的
大地景觀。」 ■圖：新華社 /文：央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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