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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评论员 周泽中

5 月 23 日上午，2023 年湖南省科

技 活 动 周 暨 科 技 潇 湘 行 启 动 式 在 宜

章 隆 重 举 行 。作 为 科 普 的 重 要 载 体 ，

湖南省科技活动周经过多年发展，已

经 成 为 内 容 丰 富 、持 续 时 间 长 、公 众

参 与 度 高 、覆 盖 范 围 广 、社 会 影 响 力

大的重大科普品牌和平台。在现场的

科普主题展和校园科普讲座上，钱学

森、袁隆平等一大批科学家的事迹通

过 陈 列 、口 述 等 方 式 呈 现 ，触 动 人 们

的心弦。

5 月 22 日，是被科学家“刷屏”的一

天。两年前的这一天，袁隆平、吴孟超

两位院士离开了我们。两年后的这一

天，中宣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万步炎

同志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

号 。不 论 是 已 经 离 去 的 袁 隆 平 、吴 孟

超，还是在科技前沿不懈奋斗的万步

炎，都有着铭刻春秋的感人事迹。以他

们为代表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足迹遍布

祖国大好河山，在矿山、田垄、高山、深

海中寻找利国利民的“宝藏”。科学家

是国之脊梁，他们才是真正的偶像，是

值得追逐的“星”。通过科普活动周，科

学家们的故事得以在线上线下多次传

播，受众范围广、传播效果优。

在校园科普讲座上，中国发明协

会中小学创造教育分会会长谭迪熬老

师用小游戏调动受众积极性，为宜章

六中的学生们讲述了“爱国、创新、求

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

引导他们树立科技报国志向。一场生

动有趣的科普讲座，让更多的孩子们

了解到，科学家并非高不可攀。比如，

袁隆平常称自己是“90 后”资深帅哥，

还养了一只名叫“花花”的小猫；工作

之余的万步炎懂乐理、会拉琴，是正儿

八经的“文艺青年”……褪下光环，科

学家也是平凡人，也有喜怒哀乐，他们

只是将一件事做到极致，才成为那个

群体中最耀眼的一份子。

万步炎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一提到他，最有感触的当属

湖南科技大学的学子。得知来自母校

的教授荣获“时代楷模”称号，不少校

友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讲述与

万步炎教授相识相知的故事，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这就是榜样的力量。科技

活动周同样富有感染力，在你一言、我

一语的探讨中，在一个接一个的趣味

故事里，科学家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

发展的两翼，科学家是科学知识和科

学精神的重要承载者。科学家将理想

追求与祖国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讲

好科学家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科学

普及就会更加生动、更有温度。

讲好科学家故事，让科普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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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兵

全国大范围小麦跨区机收即将由

南向北梯次展开。农业农村部近日对高

质量推进“三夏”小麦跨区机收和机械

化生产进行部署，全力确保夏粮丰收到

手，坚决打牢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小 满 之 后 麦 粒 渐 满 ，通 过 跨 区 作

业，可大幅度提高农机利用率、提高农

机手效益，同时满足农民对农机作业的

需求，大幅度提高机械化水平，有利于

解决“有机户有机没活干、无机户有活

没机干”的矛盾。通过跨区作业，可在生

产方式上实现规模化经营，开辟小规模

农业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进行规模化、集

约化、现代化生产的现实道路。

“农机跨区作业”需要当地政府的

支持和配合。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组织

人员外出考察落实跨区作业市场，及时

和相关省市农机部门联系，切实调查、

核实其他地区农作物收割的具体时间

段、基本收割价格、地理环境、收割田地

的面积等情况，同时充分整合跨区作业

资源，周密制订作业路线，为顺利开展

跨区作业创造良好条件。

缺 少 农 机 的 地 方 ，应 建 设 农 机 服

务 站 ，有 计 划 地 接 收 、疏 导 、分 配 外 来

机 械 ，为 外 地 机 手 提 供 市 场 信 息 、技

术 指 导 、机 具 维 修 等 配 套 服 务 。同 时

密 切 配 合 相 关 管 理 部 门 ，制 止 随 意 上

路 拦 机 、截 机 行 为 ，为 拖 拉 机 、联 合 收

割 机 等 农 机 的 安 全 转 移 和 作 业 创 造

有利条件。

从 前 ，农 民 起 早 贪 黑 人 工 收 割 麦

子、稻子等作物，效率十分低下。当下，

应积极鼓励和扶持各类农机服务组织

从事跨区作业的经营服务活动；规范中

介服务，严格跨区作业证的申请、发放、

登记、管理制度；注重引导跨区作业队

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鼓励开展合同

作业、订单作业和一条龙作业，推动跨

区作业又好又快发展。

杨朝清

近日，浙江慈溪大剧院迎来了一群

视障人士。对于视障群体而言，电影世

界是遥不可及的梦，但通过无障碍观影

解说员娓娓道来，演员面部表情、无声

的转场等画面都变得“可见可感”。

伴 随 社 会 进 步 ，人 们 对 无 障 碍 理

念 的 认 识 不 断 深 化 。每 个 人 都 有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与 追 求 ，残 疾 人 也 不 例

外。在物质生活日益丰盈、残障人士权

益 保 障 不 断 完 善 的 当 下 ，残 障 人 士 和

普通人一样，对“精神食粮”有更直接、

更 强 烈 的 渴 望 。“ 无 障 碍 观 影 ”做 到 了

“ 想 视 障 人 士 所 想 ，急 视 障 人 士 所 急 ，

应视障人士所需”，受到视障人士的肯

定与欢迎。

残疾人并非孤独的鲁滨逊，他们也

渴望融入这个社会，而不是“躲进小楼

成一统”。“无障碍观影”让残疾人从私

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有了更多与他人

交流、互动的机会，不仅得到文化浸润

和精神滋养，也感受到自己被社会尊重

和接纳。“无障碍观影”饱含制度善意和

人文关怀，让视障人士得到温柔以待。

衡量社会文明程度，不仅在于高大

的建筑、穿梭的车流，更关键的是要看

其能否让不同群体找到价值实现的渠

道，让不同群体感受到善意和温暖。“无

障碍观影”犹如一束光照进视障人心的

内心，让他们对生活更有希望、对未来

更有期待。

建 设 无 障 碍 社 会 ，不 仅 要 在 升 学

就 业 、交 通 出 行 等 方 面 发 力 ，还 应 该

注 重 精 神 层 面 。残 疾 人 的 精 神 诉 求 也

是 一 种 刚 需 ，同 样 不 应 被 漠 视 。丰 盈

残 疾 人 的 精 神 家 园 并 不 需 要 多 高 成

本 ，关 键 在 于 设 身 处 地 、将 心 比 心 地

发 现 他 们 的 需 求 ，体 谅 并 成 全 他 们 的

期盼。

张玉胜

人 们 在 日 常 生 活 消 费 中 ，

常 常 会 遇 到 商 家 在 格 式 条 款 、

通 知 中 写 有“ 最 终 解 释 权

归××所有”“××享有最终解

释权”等字样。殊不知，商家这

样做已经涉嫌违法。日前，河北

秦皇岛市就有一家企业因在格

式 条 款 中 使 用“ 最 终 解 释 权 归

该 公 司 所 有 ”字 样 被 依 法 处 罚

5000 元。

或 许 基 于 对“ 我 的 活 动 我

做主”的朴素性理解，商家对自

家 推 出 的 商 品 、服 务 或 活 动 拥

有“ 最 终 解 释 权 ”似 乎 无 可 厚

非，消费者大可“愿者自来”。其

实 是 一 种 错 误 认 知 ，毕 竟 售 卖

商品、美容服务或“体验”活动，

最 终 的 买 单 者 是 消 费 者 ，而 经

营者将最终解释权归属于自家

所 有 ，存 在 拒 绝 消 费 者 合 理 要

求 的 意 图 ，进 而 达 到 限 制 消 费

者权利、保障自身权益的目的。

商家祭出“最终解释权”，就是

要 堵 消 费 者 的 口 ，是 公 然 剥 夺

消费者知情权、话语权、选择权

的霸道行为。

商 家 推 出 、消 费 者 参 与 优

惠 促 销 活 动 ，实 际 上 是 双 方 达

成 市 场 交 易 的 合 同 行 为 。合 同

之所以需要“解释”，是因为合

同中所使用的文字词句可能有

不 同 的 含 义 ，不 经 解 释 不 能 判

明其真实意思。对此，商家单方

面的理解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

被视为“解释”，唯有法院才拥

有 对 合 同 的 最 终 解 释 权 ，而 经

营 者 所 谓 保 留 最 终 解 释 权 ，是

不能算数的。

根 据《合 同 法》的 规 定 ，商

家 在 商 品 促 销 广 告 中 所 附 的

“最终解释权”条款，违背了公

平 原 则 ，违 反 了 合 同 法 的 强 制

性规定，是无效条款。因此，商

家的“最终解释权”条款并不能

免 除 其 应 当 承 担 的 法 律 责 任 ，

不是想用就能用。

近日，家住广州的杨女士在某健身房

办理会员卡后发现，该店要求会员必须使

用人脸识别，才可以进入。杨女士认为，健

身房侵犯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要求健身房

提供除人脸识别以外的其他认证方式，并

就此向当地消费者委员会投诉。经调解，该

健身房及时调整顾客认证方式，提供了前

台登记认证等方式供会员选择。

“刷脸”之所以不宜作为唯一个人身份

认证方式，除了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之外，

更为重要的在于“刷脸”的特殊性。作为生

物识别信息，人脸与手机号码、密码等信息

不同，具有唯一性，一般情况下无法更改，

这对信息采集者和管理者提出了更严格要

求。这些信息如果得不到妥善保管，用户个

人隐私就有可能处于“裸奔”状态。因人脸

等身份信息泄露导致隐私权、名誉权被侵

害外，“被贷款”等问题也时有发生，甚至有

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人脸信息制作成

动态视频，实施犯罪行为。

因此，即便消费者愿意采用“刷脸”认

证方式，经营者仍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

和诚信原则，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充分保障

个体的信息自决权利，充分保障用户的隐

私权和自主选择权，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

个人信息安全。 图/王铎 文/关育兵

推动跨区作业 助力农民增收

尊重视障群体的精神诉求

新闻 漫画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曾炜煜 陈福亮

【“伯乐”推荐】

曾建新，湖南祁东新丰果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在 20多年时间里，曾建新

率领团队，翻山越岭走遍了祁东大大

小小的山头，在石漠荒山上种植祁东

酥脆枣，改变了南方不产高档鲜枣的

历史。

曾建新还走出祁东，将祁东酥脆

枣树引种到云南、贵州、广西等 10多个

省区，引导当地农民种植祁东酥脆枣，

涉及 2万多农户，年产值约 20亿元，使

南方 15 万余亩石漠荒山披上了绿装，

被誉为“南方枣王”。

——祁东县委书记雷华

【兴业故事】

5 月 21 日，湖南祁东新丰果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曾建新，来到白地市镇凫

鸭塘村的兴荣农业酥脆枣基地，察看

枣树生长情况。

曾建新拨开了一棵枣树的枝条，

仔细观察枝条疏密程度，以及枝条上

有没有发生病虫害。

曾建新对基地负责人何千容说，

枣树的枝条长得稍微密了些，不利于

通风透光，建议剪掉一部分。

曾 建 新 离 开 兴 荣 农 业 酥 脆 枣 基

地，又马不停蹄赶往黄土铺镇上福新

村刘付生的枣园。

培育出南方枣树新品种

1988 年，曾建新从原湖南林专毕

业后，分配在祁东县林业局，从事森林

保护和经济林管理。

1992 年，他停薪留职，只身来到广

州 闯 荡 商 海 ，赚 得 了 人 生 的“ 第 一 桶

金”。

1996 年春节，曾建新回老家祁东

县凤歧坪乡探亲。闲暇之余，他看见村

民在山上和房前屋后种植柰李、板栗、

桃子等常规果树，经济价值不高。他暗

下决心，要为村民找到一条种植经济

林致富的路子。

当年春天，曾建新在祁东县鸟江

镇湘屏村、洪桥镇新丰村流转近 300 亩

土地，种植葡萄、柑橘、枇杷、枣子等 20

多种水果。

在他的带动下，一些农户在大大

小小的山坡荒地、房前屋后零零星星

种植枣树。曾建新告诉记者，农户种一

亩枣子，收入 1000 来元。

“据传，宋代就有人在祁阳（今祁

东）蒋家桥、太和堂一带种植枣树。”提

起祁东酥脆枣的来历，曾建新如数家

珍。

上个世纪 90 年代，祁东县提出大

力发展庭院经济，把发展经济林作为

重中之重。

1997 年 9 月的一天，曾建新来到蒋

家桥镇新江村的一户农家，房前屋后

都栽种了枣树。一棵枣树的枝条上，还

挂着几颗红枣。

“七八月份是采摘枣子的季节。到

了 9 月初，这棵树上还挂着枣子引起了

我的注意。凭着职业的敏感，这棵枣树

应该发生了变异。”曾建新尝了几颗枣

子，发现果子又脆又甜。

“ 这 是 一 棵 糖 枣 树 ，除 了 脆 甜

外 ，水 分 足 ，口 感 好 。”1997 年 冬 天 ，

曾 建 新 将 这 棵 变 异 枣 树 的 枝 条 进 行

嫁 接 ，由 此 ，催 生 了 南 方 枣 树 的 一 个

新品种——祁东中秋酥脆枣。

“这个新品种恰逢中秋节前后成

熟，果子好看又好吃，成了节日餐桌上

的珍品。”枣果飘香，硕果盈枝。2001 年

8 月，湖南祁东新丰果业有限公司应运

而生。目前，新丰果业祁东酥脆枣种植

面积达 2000 多亩，年产鲜果 3000 吨左

右。

有效解决裂果难题

裂果，是严重制约祁东酥脆枣发

展的瓶颈。

“每年 9 月，是祁东酥脆枣成熟的

季节。这段时间，祁东的气候一般干旱

少雨。如果气候反常，突降雨水，果子

就会裂开。”曾建新介绍，裂果后，果子

不好看，卖不起价钱。

解决裂果难题迫在眉睫。

“2012 年 8 月，风石堰镇连续干旱

了半个月。一天突然下了一场暴雨，雨

水浇透了果园。”在风石堰镇紫冲村的

酥脆枣果园里，种植户徐宋生告诉记

者，当时雨水过后，果园里的枣树上有

不少果子开裂。

他当即与曾建新联系，报告了裂

果情况。曾建新开着车子直奔果园。他

一棵树一棵树地仔细察看。

“这个枣园共有 10 亩地，1000 多棵

树，有一半以上的枣树出现了裂果现

象。”曾建新指导徐宋生在枣树园里安

装避雨棚、微喷等防止裂果设施。他挖

开果园土壤，发现含水量偏高。

曾建新建议徐宋生开沟排水，减

少土壤的持水量。“曾老师还不放心，

一整天蹲在果园里，观察土壤的持水

量。”徐宋生说，那一周，曾建新每天从

县城往返果园，早出晚归。

此后，3 年多时间，每到七八月份

枣子成长的季节，曾建新几乎都在种

植 户 的 果 园 度 过 。曾 建 新 说 ，解 决 裂

果 的 办 法 要 靠 科 技 。他 选 择 风 石 堰 、

过水坪、白地市等乡镇的 5 个枣园作

为 试 点 ，采 取 均 衡 供 水 、培 养 健 壮 树

体 、合 理 坐 果 等 措 施 ，有 效 解 决 了 裂

果难题。

“曾老师的办法很管用。这几年，

果园很少发生裂果现象，亩均产量达

到 1000 公斤以上；加上套种花生、黄花

菜等林下作物，除去成本，亩均年收入

1 万元以上。”徐宋生说。

据统计，近 10 年来，祁东县共减少

裂 果 约 5 万 亩 ，亩 均 增 收 200 公 斤 左

右，为枣农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1.5 亿元

以上。

“今年，祁东种植酥脆枣 6 万余亩。

其中，紫色页岩的山地达 2 万余亩，昔

日的红色沙漠变成了绿色银行。”县委

书记雷华说，预计今年全县酥脆枣产

量 3.5 万吨左右，产值 8 亿元。

曾建新还走出祁东，将祁东酥脆

枣树引种到云南、贵州、广西等 10 多个

省市区，引导当地农民种植祁东酥脆

枣近 20 万亩，涉及 2 万多种植户，年产

值约 20 亿元，使南方 15 万余亩石漠荒

山披上了绿装，被誉为“南方枣王”。

在绿化荒山的同时，曾建新还延

伸祁东酥脆枣产业链，兴建枣酒加工

企业。祁东周边几个县、市果农的枣子

不 愁 销 路 ，脆 甜 的 枣 子 变 成 了“ 黄 金

果”。

近年来，曾建新还把祁东酥脆枣

树种到了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当地种

植户称酥脆枣是“友谊果”“甜蜜果”。

“南方枣王”，
让15万亩石漠荒山披绿装

——湖南祁东新丰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建新与祁东酥脆枣的故事

——湘商返乡创业兴业故事

雁归来 建家乡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赵宇峰 曾玲娜

5 月 23 日，位于邵东市的湖南宾王扑

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员工正在紧张忙

碌，经过分切、涂边、分牌、质检、包装等工

序，一副副字牌生产下线。

50 岁的李小群从事分牌，尽管视力

不佳，但她做起事来却十分麻利。“做得多

了 ，就 有 了 手 感 ，你 看 我 一 拿 就 是 一 副

牌。”李小群说。

李小群从小视力不佳，被鉴定为四级

伤残，长期以来一直在家照顾孩子。2016

年，李小群的丈夫因脑溢血，导致半边身

体瘫痪，一家人断了收入来源。为供孩子

读书及日常花销，李小群只得外出寻找工

作，但一直无果。2018 年，在邵东市残联

的帮助下，她来到宾王扑克上班。“现在一

个月工资 4000 多元，老公也在公司当门

卫，一个月能赚 2000 多元，感谢公司圆了

我的‘就业梦’。”李小群说。

像李小群这样的残疾员工，宾王扑克

共有 24 名。“从食堂到车间再到仓管，都

有残疾人工作的身影。”该公司负责人蒋

鄂东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照顾残疾员

工，公司专门设立了残疾人福利部，且残

疾员工的计件工资比普通员工高 20%。

因小儿麻痹症导致右腿行动不便的

郭更强，是公司的残疾人福利部主管，也

是残疾员工的“贴心人”，不仅负责残疾员

工的岗前培训及岗位安排，日常还负责解

决残疾员工的工作和生活难题。“我也是

残疾人，更懂得他们的不易。通过系统培

训、合理安排岗位，残疾人同样可以胜任

工作，甚至干得更好。”郭更强说。

陈玉阳因小儿麻痹症导致肢体二级

残疾。由于四肢不协调，公司将他安排当

保洁员，工作轻松，但一个月工资仅 1600

元。闲不住的陈玉阳找到郭更强，表明自

己力气大，能帮忙搬货。随后，陈玉阳又兼

任公司装卸工。“搬一件货有 1 毛 4，上个

月我一共拿到 3100 元工资。”陈玉阳笑着

说。

为了给残疾人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宾王扑克为残疾人提供免费的住宿和就

餐。今年，还免费为残疾员工安装了热水

器，解决行动不便员工去澡堂的麻烦。目

前该公司有员工 47 人，残疾员工达到总

人数的 51%，并陆续向浙江义乌的总公司

输送残疾员工 15 人。

“我十分清楚残疾人家庭的艰辛，更明

白一份稳定的工作能给一个残疾人家庭带

来希望。”蒋鄂东说，“希望把企业做大做

强，帮助更多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

曾建新在祁东酥脆枣示范基地查

看枣树长势。 通讯员 摄

湖南祁东新丰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建新

回首投身酥脆枣产业，一转眼已

经过去20多年。自己就像酥脆枣树，扎

根在家乡广袤的大地上。不管是酷暑

干旱，还是雨雪冰霜，始终锚定开花结

果的目标，努力向上生长。一边吸收大

地的养分，一边奉献甜蜜的果实，昔日

的荒山秃岭变成一座座“绿色银行”。

枣业是我国的传统特色产业，枣

子也是重要的木本粮食之一。目前，枣

子大多是以初级农产品进入市场。优

化枣业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势在必行。

我与伙伴们将继续努力，把祁东

酥脆枣深加工这篇文章做精做足，为

保障粮食安全和弘扬传统特色产业

增光添彩。

【创业感言】 像枣树扎根广袤大地

爱心托起残疾人“就业梦”
——湖南宾王扑克有限公司关爱残疾人二三事

正在蓬勃发展的安化多花黄精产

业 有 了 第 一 个“ 量 身 定 做 ”的 产 业 学

院 。 5 月 18 日 ，益 阳 医 学 高 等 专 科 学

校安化黄精产业学院在安化中源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揭牌。这是继安化多花

黄精加工技术及其产品开发重点实验

室 后 ，益 阳 医 专 为 安 化 黄 精 产 业“ 量

身 定 做 ”的 又 一 产 教 融 合 发 展 平 台 ，

这也是湘中药库中药界的首个产业学

院。

安 化 黄 精 被 誉 为“ 冰 碛 岩 上 的 仙

草”，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注

册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近年

来，安化县通过品牌创建、技术服务、政

策扶持等方式，着力推动安化黄精等中

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做大做强。益阳医

专加强校地合作，主动融入安化黄精产

业发展中。2021 年，学校成立安化多花

黄精加工技术及其产品开发重点实验

室，为安化多花黄精的种植、加工、产品

质控等提供科技服务，并成功申报为益

阳市重点实验室。实验室参与建设安

化多花黄精 GAP 规范化种植示范场地

1 个，指导黄精种植基地选址 2 个，对接

定点服务企业 4 家，累计达成合作课题

7 项，检测土壤、肥料、中药材检品 100

余批次，撰写了万余字调研报告，参与

了安化黄精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团体标

准的制定、发布。

据了解，益阳医专十分重视发挥自

身所长，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安

化多花黄精产业的支持，就是其中重点

方向之一。最近，学校投入 325 万元，提

升安化多花黄精加工技术及其产品开

发重点实验室科研装备水平，至此，学

校在这一领域的科研投入已达 500 多万

元。此次成立安化黄精产业学院，旨在

进一步让科研深度融入产业，让专业深

度对接企业。学校将以安化黄精产业

学院为依托，深度整合校内校外资源，

创新办学机制与人才培养模式，在协同

育人、协同创新、协同服务、共建资源库

等方面深度合作，联合企业培育更优良

的多花黄精种质资源，开发更多的多花

黄精产品，形成专利，抢占市场，并在产

业的发展实践中实现校企联合育人，助

力安化中药材事业蓬勃发展。

（莫 蓉 龚 伟）

专业对接企业 科研融入产业

益阳医专为安化黄精“量身定做”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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