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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盘安） “炎陵生态好，种出来的
茶叶无污染、口感佳……”7 月 2 日，炎陵
县十都镇神农谷村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
张艳梅在直播平台上，举着茶叶、蜂蜜，
冲着镜头热情吆喝。不到一小时，直播吸
引了 1万多人次关注。

近年来，该县将电子商务与特色农
业融合发展，建成 30多家快递物流企业、
3000 余家注册网店、96 个农村电子商务
服务工作站（点）、2 万余名电商从业者。
手机成为山区农民的“新农具”，开网店、
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该县每年 8万多
吨农特产品插上“电商翅膀”飞出大山。

炎陵地处湘赣边界，近年来，利用生态
优势，大力发展以高山水果、中药材、茶叶
等为主特色农业，农产品量多质好，由于区
位优势不明显，农产品销售仍成难题。

对此，该县以“互联网+”，大力推进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通过“普及+提升”“授课+
实操”“进村入户+集中培训”等方式，组织
近百场电商技能培训。吸引年轻人返乡创
业，并孵化、壮大了一大批电商新农人。

这些学员们学成后，纷纷购置直播
设备，打造了个性化直播间；有的学员还
开设了跨境电商业务，注册了跨境电商
企业，靠着小小手机屏幕，利用朋友圈、
直播等手段，把当地农产品、手工艺品卖
到全国各地。

原深圳某新媒体公司总经理张建
良，近年放弃高薪，回到家乡，成立返本
归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起初因对黄桃
网络营销了解不深，业务增长较慢，后经
直播大 V 们指导，帮助他优化在天猫、淘
宝、京东等平台的销售渠道，如今，其年
销售额超 500万元。

如今，炎陵县电商发展一发不可收，
从高山鲜果、中药材等农产品，迅速发展

到腊肉、萝卜干、蜂蜜等加工品。
抓准时机，该县积极打造电商“升级

版”，投入资金，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
（点），添置真空打包机等设备、配备各式
包装盒，培训专业人员。快递商由过去的
两三天进一次村取货改为每天进村，可实
现省内及周边省市当天发货、次日抵达。

不仅如此，村民们还可在天猫、淘宝、
兴盛优选等网店进行选购、团购，大至电视
机、冰箱，小至萝卜、白菜均可。村民取货由
过去的去村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改为无
论多偏远，全部送货到家，可方便了。

近年，该县获评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龙飞跃） 近日，水利部专

门向全国推介炎陵县小水电站整治

工作，并将其作为小水电站绿色改

造和现代化提升的典型案例。

炎陵县境内水力资源丰富，有

洣水、沔水、斜濑水等主要河流 15
条，已建成小水电站 160 座，在保障

应急供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 年 12 月，该县按国家要求，按

照退出、整改、保留三类，逐站提出

处置意见，明确退出或整改措施，有

效解决小水电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促进小水电科学有序可持续发展。

按照“一站一策”整改方案，该

县实施清理、整改、转型，工作成果

显著。2020 年，该县 158 座电站生态

流量泄放设施改造、生态流量监控

监测设施建设完成，其中 4座退出类

电站，完成了相关设施和设备拆除。

在推进小水电清理整改、推动

绿色小水电发展的同时，该县还将

生态流量监管作为重点，搭建了水

电站生态流量监管平台，开展生态

泄放设施的升级改造行动，重点改

造电站引水系统、泄洪闸门、大坝放

空设施、冲砂设施等，达到了“还水

于河、水美河畅”的目标。

炎陵小水电站整改经验
全国推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通讯员/覃
宇轩） 近日，共青团湖南省委、湖

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关于公布

第二届“湖南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寻访选树结果的通知》，炎陵县水口

镇叶贞安、罗洪淑两人名列其中。

叶贞安在云南有自己的事业、家

庭和“人际圈”，但他毅然响应国家乡

村振兴的号召，回到了生养他的水口

镇水西村，努力建设家乡，常常利用

短视频等形式，大力推介当地美景和

文化，抖音平台曝光量突破 1000 万

次，水西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

增，大大促进了当地乡村旅游发展。

水西村多次受到湖南卫视、株洲日报

等省市级媒体的关注。

罗洪淑是水口镇官仓下村一名

村委委员。几年前，大学毕业的她，本

可以在长沙找一份工作，可她选择“逆

行”，回到家乡，当起了“村官”，还成为

一名社工，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提供

服务，受到好评。

两青年获评
“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7月1日，来自炎陵县药学会、
炎陵县公益志愿者协会和株洲市
天天康零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的
党员们，头顶烈日，带着食物、生
活用品等，先后来到鹿原镇天星
村、船形乡同睦村等地，走访慰问
抗美援朝退役军人刘庆朝、退伍
军人黄爱清、罗光南等人，向他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株洲日报全媒体通讯员/
周新文 摄

党员走访慰问老兵

十都镇青石冈村村民利用网络直播售卖黄桃。 记者/黎世伟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张和生 陈建林 曾昭旭） 海拔

300 米至 800 米的山区，有着独特的生态

气候，造就中药材生长的理想家园。7月 2
日，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药材种植

基地，村民们忙着给去年栽种的黄精、七

叶一枝花、华重楼等中药材锄草、除虫。

近年来，该村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积极发展中药材种植，基地面积

200 多亩。计划 5 年内，将种植面积扩至

1000亩，带动农户 120多户。

近年来，该县紧紧抓住国家、省、市

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的重大机遇，大力

扶持林下中药材种植，助力群众多元增

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

该县下发的《关于支持和发展中药材

产业的实施意见》规定：对发展中药材种植

的，财政给予每亩 1000元至 3000元奖补。

县农业农村局专门派出 10名技术人员，实

地指导，并公布技术人员的电话号码，中药

材种植户碰到技术难题，一个电话，技术人

员利用视频、短信或赶到现场及时解决。

通过招商引资，该县从香港引进神

农百草药王谷项目，计划总投资 7 亿元，

涵盖中药材种植和初步加工、制药、科

研、药膳、森林康养等领域。目前，已新建

高标准中药材种植基地 7000 余亩，种植

黄精、金线莲、杜仲等中药材。按照计划，

几年后，将建成 3 万亩高标准中药材基

地，全力打造成为一个集科普、观赏、研

学的中医药文化产业园。

该县从北京引进的中国健康好乡村

炎陵项目，计划投资 5亿元，立足“一村一

俗、一村一药、一村一品、一村一养”的“四

个一”工程，主要发展道地药材培育，高层

次实践乡村振兴工作，现已建成高标准中

药材种植基地 5000多亩。

眼下，该县已引进中药材种植项目 4
个，发展种植面积 1000多亩，成为中药材

种植发展的最有力“引擎”。

选址青石冈国有林场木湾分场的炎

陵县中药材种植加工企业项目建设现

场，挖掘机正挥舞着长臂，进行土地平整

作业。这是该县去年签约引进的首个规

模中药材种植加工企业项目，桂东县珍

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1.1亿元，

计划在这里建设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现代中医药生产基地。

走进青石冈国有林场铁瓦仙林下名

贵中药材种植基地，只见高高的杉木、杂木

林下，黄精、七叶一枝花、华重楼等中药材

生长正盛，迎风摇曳，药草飘香。截至目前，

该林场已先后投资近千万元，种植名贵药

材3397亩，成为全县示范样板基地。

目前，该县中药材种植呈现“多点开

花”局面，神农百草药王谷成功申报为市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紫峰紫仙灵

中药材种植基地、策源乡药王谷金线莲

种植专业合作社等一批合作社陆续成立

并壮大，全县有中药材种植合作社 50 多

家，带动种植农户 3000多户。

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中药材规模

化种植基地 6 个，加上一些集体、个体种

植的，种植面积已达 2.3万亩。

林下种药让炎陵青山变“金山”
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逾2.3万亩

手机当工具 直播成“农活”

炎陵农产品触“网”出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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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今年恐迎来
厄尔尼诺“大烤”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各地频繁创下高温纪录。

今年 6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明显上升，目前已进入厄

尔尼诺状态。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叠加中等以上强度厄

尔尼诺事件，可能导致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

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模式，与热带太平洋中

部和东部的海洋表面温度变暖有关。它平均每 2至 7年发生一次，

通常持续 9 至 12 个月。厄尔尼诺现象会引发各地天气变化，例如

通常干旱少雨的地区可能发生洪涝，多雨地区可能出现干旱。

据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 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将维

持厄尔尼诺状态，海温指数持续上升，将在今年秋季形成一次中

等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6 月 8 日发布警报指出，厄尔尼

诺现象已经出现，预计持续到冬季，可能会发展为中度厄尔尼诺

现象或强厄尔尼诺现象。

据日本气象厅气候信息科的数据，目前热带太平洋东部海洋

表层的储热量已达到 194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纪录。东京大学

大气海洋研究所教授渡部雅浩说，预计会发展成强厄尔尼诺现象。

由于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出现较早，发展空间大，如发展成强

厄尔尼诺，可能会带来全球气温的新高峰。世界气象组织 5 月 17
日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2023 至 2027 年这五年内至少有一年会

打破 2016年创下的高温纪录，这一概率达到 98％。欧盟气候监测

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 6月 15日表示，6月初的全球平均气

温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

厄尔尼诺带来的并非都是高温酷暑。比如，它会导致日本附

近夏季的太平洋高压势力减弱，日照时间变短，以西日本地区为

中心容易出现冷夏。日本筑波大学此前的一项研究曾显示，厄尔

尼诺也可能改变大气环流，使台风的数量异常增多。厄尔尼诺形

成的次年 9月以后台风的生成数量显著增加。

厄尔尼诺对全球不同地区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厄尔尼诺

年份的欧洲夏季更可能遭创纪录的酷暑袭击，而冬季受厄尔尼诺

影响很难出现暖冬。亚洲方面，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熊谷

章太郎表示，虽然各地区气温和雨量变化影响不同，但很多情况

下厄尔尼诺会给亚洲许多国家带来大雨或干旱。

今年的厄尔尼诺更为复杂。从 2020年夏到 2023年初春，拉尼

娜现象已持续了近 3年。日本气象信息公司“气象图”创始人森田

正光指出，从拉尼娜转变到厄尔尼诺的过程中容易发生集中暴

雨，从现在起一直到 7月份都可能有集中暴雨。

另据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最新预测，今年厄尔尼诺现象

可能会与印度洋正偶极子现象同时发生。今年印度洋正偶极子现

象和厄尔尼诺同时发生可能会导致东非多雨而印度尼西亚和澳

大利亚等地少雨的倾向更极端化。 （据新华社）

微信公众号“国家气候中心”7月 2
日消息，今年以来，我国高温日数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全国共发

生 4次区域性高温过程，具有出现时间

早、影响范围广、极端性显著等特征。

6 月华北、黄淮高温现象最为突

出，北京高温日数为 1961年以来历史

同期最多，河北、天津为次多。京津冀

和新疆 4 省（区、市）6 月平均气温均

为历史同期最高。

中央气象台预计，7 月上旬华北

东部和黄淮北部等地仍多高温天气。

其中：5-8 日，华北、黄淮等地还将出

现一次持续高温过程。此外，6-9 日，

江南东部、华南东部有高温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盛夏

（7-8 月），我国华北、华中中部和南

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还将出现阶

段性高温过程。

今年以来我国高温日
数为历史同期最多

今年以来（截至 6 月 30 日），我国

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35℃）日数为

4.1 天，比常年同期（2.2 天）偏多 1.9
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与

常年同期相比，华北东部、华东北部、

华南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及新疆南

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偏多 5～10天，局

部地区偏多 10天以上。

今年以来，我国共发生 4 次区域

性高温过程，分别是 5月 28日至 6月 5
日，6 月 6-12 日，6 月 14-17 日和 6 月

21-30 日。全国有 301 个国家气象站

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事件标准，云南

巧家（44.4℃）和元谋（43℃）、北京汤

河口（41.8℃）、河北廊坊（41.6℃）等

110 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

值。其中 5 月 28 日至 6 月 5 日，我国出

现今年首次区域性高温过程，比常年

偏早 16 天，主要影响上海、云南、四

川、安徽、广东等 15个省市。

6月以来华北高温日数
显著偏多，多地频现极端高温

6月以来（截至 6月 30日），华北地

区（京津冀鲁豫，下同）高温日数 9.8
天，较常年同期（4.6天）偏多 5.2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 4 多。北京高

温日数（13.2天）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

期最多，河北（12.2天）和天津（10.2天）

为次多，山东（7.7天）为第五多。

6 月 14-17 日和 6 月 21-30 日两

次区域性高温过程主要影响华北地

区。6月 14-17日，华北地区有 44个国

家站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 40℃，35℃
及以上高温覆盖面积达 37.1 万平方

公里，其中 40℃以上 1.7 万平方公里，

影响人口超过 2亿人。

6 月 21-30 日，我国出现今年第 4
次区域性高温过程，为今年以来最

强。华北地区高温极端性强，北京汤

河口（41.8℃）、天津大港（41.8℃）等

22 个站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有 124
个国家站超过 40℃。22-24日，北京南

郊观象台连续三天气温达到或超过

40℃，城区高温时长超过 40 小时，22
日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 41.1℃。

近 10 年来（2014-2023 年），华北

地区共发生 10 次区域高温过程。除

了 2014 年和 2015 年外，近 10 年每年

6 月华北地区都有高温过程发生，但

连续多次高温反复出现，实属历史之

罕见。从多个指标综合来看，今年 6
月 21-30 日高温过程综合强度为今

年以来最强，极端性也是近 10 年来 6
月最强。

华北黄淮等地还将迎
来多次高温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7 月上旬华北
东 部 和 黄 淮 北 部 等 地 仍 多 高 温 天
气。其中：1-2 日，华北、黄淮、汾渭平
原等地有明显高温天气，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可达 40℃。5-8 日，华北、黄
淮 等 地 还 将 出 现 一 次 持 续 高 温 过
程。此外，6-9 日，江南东部、华南东
部有高温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盛夏
（7-8 月），我国华北、华中中部和南
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 1～2℃，还将出现阶段性高
温过程。

（据观察者网）

2023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全国高温日数距平分布图。
国家气候中心供图

史上最热一年？
今年我国高温日数创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电 国家林草局近日公

布新调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叶麂、寿

带等野生动物列入了新“三有”名录，

而在部分地区致害严重的野猪已被调

出名录。

据了解，新调整的“三有”名录共

收录陆生野生动物 1924种。与 2000年

首次发布的原名录相比，新名录在基

本保留原有种类的同时，新增了 700
多种野生动物。

叶麂，是此次名录调整里的新增

物种。“根据分类学研究的新成果，我

国目前在西藏等地有叶麂的分布，但

种群面临着一定威胁，也还未列入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叶麂优

先列入新‘三有’名录，符合生态优先

的原则。”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

自然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金崑表示。

“我关注到，新名录将 6 种旋木雀

属鸟类列入其中，非常高兴。”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孙悦华告诉记

者，旋木雀是森林里常见鸟类，对防治

森林病虫害很有益处。此次调整，体现

了新“三有”名录在生态保护的全面性

方面有了明显加强。

记者发现，野猪已被调出“三有”名录。金崑解释

说，野猪这个物种已不存在生存威胁，很多区域种群

数量过高，符合调整基本原则。目前全国 31 个省份

中 28个有野猪分布，其中 26个省份的 857个县（市、

区）存在野猪致害，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

利影响，且这一趋势日益严重。从有利于社会发展和

群众生活的角度看，有必要将野猪调出名录。

他同时表示，将野猪调出名录并不意味着可以

随意捕杀。野猪调出名录后，开展猎捕活动程序更加

简便，但仍然要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严格遵守禁猎

区域、禁猎期、禁用猎捕工具和猎捕方法以及国家枪

支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金崑还说，将野猪调出“三有”名录后，按照新修

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其造成的损失仍属于致害补

偿范围，受损群众仍可以依法获得补偿。

而果子狸等不依赖于野外资源、人工繁育技术

成熟稳定、有一定养殖规模的人工种群，不再列入新

“三有”名录。“适当放开果子狸人工种群及其制品用

于满足除食用之外的市场多元化需求，有利于促进

相关产业发展。”金崑认为。

此外，新“三有”名录还对原名录所列物种中在

我国没有自然分布的，已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

录》且在我国已无野外种群的，以及在我国广泛分

布、种群数量较大、无灭绝风险甚至可能造成危害的

等几种情形予以调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正旺说，此次“三有”名录

调整，在科学评估陆生野生动物的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基础上，充分考虑有关物种的种群变化、面临的

威胁、社会关注度等多方面因素，调整的基本原则是

坚持生态优先、维护科研需要、有利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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