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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电池对环境有什么危害？

电池主要成分是镉、铬、镍、锰、汞
等化学元素，这些重金属对环境的破坏
性很大：一粒纽扣电池能污染60万公升
水体；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会使l立
方米左右的土壤无法利用。若把废电
池混入生活垃圾中一起填埋，渗出的重
金属可能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怎样使用灶具更节能？

（1）正确使用灶具。灶具放在避
风处，或加挡风圈，防止火苗偏出锅
底；要调节进风口大小，让燃气充分
燃烧，判断方法是火焰清晰，呈纯蓝
色；灶具架子的高度应使火焰的外焰
接触锅底；直径大的平底锅比尖底锅
更省煤气；最好是一个炉子的几个炉
眼同时使用。（2）使用炉盘节能圈。
在炉盘上放置个节能圈，方便、便宜
又耐用（售价在5元左右）。（3）烹饪食
物多用中火。使用中火烹饪食物，而
不是大火，可有效节省燃气。（4）煤气
炉定期检修。煤气炉使用时间长了，

出火口容易被灰尘堵塞，不仅影响“火
力”，还会造成漏气，所以每隔一段时
间，清除出火口上面的灰尘。（5）给液
化气装上节能罩和高压阀。原来能
用40天左右的15公斤装液化气装上
节能设备后，能用近两个月，而且里
面的气烧得特别干净。（6）厨房需通
风。厨房要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否
则燃气燃烧时没有充足的氧气，特别
费气。（7）灶台设置避免风口。煤气灶
的设置应尽量避开风口，风口流动空
气的干扰，会使用气量增大，而且油烟
也易被风吹散，影响油烟机的工作。

厨房烹饪有哪些节能小窍门？

（1）煮牛肉快熟法。炖牛肉费火
费时，炖牛肉时加一小撮茶叶，约为
泡一壶茶的量即可，用纱布包好同
煮。用这种方法牛肉炖得快、炖得
烂，味道鲜美。（2）煮烂火腿省火法。
全瘦肉的火腿煮烂很费火，可以在煮
火腿之前在火腿皮上涂些白糖，只需
平时一半的时间就能把火腿煮烂，且
味道更鲜美。（3）炖老母鸡省火法。

在锅内加二三十克黄豆与老母鸡同
炖，熟得快且味道鲜；或者在杀鸡前
灌鸡一汤匙食醋，用文火炖就会煮得
烂熟；或者放三四枚山楂，鸡肉也易
烂。（4）炒肉省火窍门。切肉的时候，
横纹切片，顺纹切条，肉更易熟；将切
好的肉放在漏勺里，在开水中晃动几
下，待肉刚变色时就起水，再下锅炒，
只需3-4分钟就能熟。（5）快煮面条。
煮面条时不要等到水沸后再下，当锅
底有小气泡往上冒时就可以下，然后
搅几下盖锅煮沸，适量加点冷水，再
盖锅煮沸即熟。不但省火，而且煮出
的面条柔软而汤清。（6）巧炖银耳
汤。头天将洗净的银耳放进装开水
的瓶中，不超过容积的 80％（银耳会
膨胀），第二天倒入锅中，大火烧开改
小火焖 20 分钟即可喝到浓稠的银耳
汤。一般炖银耳需要一个多小时，这
种借助保温瓶炖银耳的方法只需 20
分钟，可以节省80%的能源。

□ 特约记者 陈应国 文／图

周日，相邀到祥云泰鑫生态园采
摘水果的游客走了一拨又来一拨，不
少游客在采摘蟠桃时，被眼前硕大、鲜
红、水灵灵的桃子吸引得惊呼：“这些
桃子，简直比《西游记》中齐天大圣看
管的蟠桃园里的蟠桃还好！”看到乐
呵呵的游客，泰鑫生态园管理人员
马桂兴说：“我们种植的水果施用的肥
料以农家肥为主，利用诱捕灯具和黄

板、蓝板等物理防治措施防治害虫，推
广使用无害生产管理技术，果园结出
的果子绿色环保，品质好、产量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舌
尖上的安全高度关注，绿色无公害有
机食品成为消费的主导方向。对此，
祥云县以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为引
领，积极寻求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不断加大培植特色水果产业的工作力
度，全面推广使用绿色防控技术，把当
地盛产的云南红梨、冬桃、蜜桃、杨梅、

李子、蓝莓等特色水果打造成特色品
牌，特色水果种植突破 3万亩，年产值
逾4亿元。

为促进生态改善、林业增效、林农
增收，祥云县按照“政府推进、社会参
与、项目扶持、农民受益”的产业发展
工作思路，积极实施省列特色经济林
产业云南红梨、冬桃、杨梅等基地建设
项目、退耕还林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和扶贫项目，不断加强特色水果产
业软硬件设施建设，把特色水果产业

化发展作为一项富民强县的重点产业
来培植，将绿色防控技术普及到村到
户，下大力气挖掘特色水果产业优势，
加快脱贫致富进程和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步伐。

祥云县还以建设高原特色农业示
范县为契机，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以绿色防控技术为平台，充分发挥土
地、气候优势资源，通过政策促动、科
技带动、龙头联动、基地互动，依托产
业协会、互助资金组织，积极推行“公

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以
市场为导向，以政策为支撑，以土地流
转为突破口，强化农业科技服务，科学
合理开发荒山荒坡，积极发展特色水
果产业，使特色水果成为当地农业产
业中的一支劲旅。

目前，全县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达
3.4万亩，其中种植云南红梨2.57万亩、
冬桃3000亩、杨梅1200亩，以及其他特
色水果。特色水果成为祥云农民致富
的“金果果”，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

近日，宾川县农业部门在宾居
镇清河村委会建立水稻病虫害统防
统治和绿色防控融合示范 200 亩，
柑橘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融
合示范 300 亩，在钟英乡建立梨病
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融合示范
500 亩，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
落实到田间地头。

截至目前，宾川全县10个乡镇
完成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统防联防工
作，防治面积达145.75万亩次，全年
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
融合工作到位。在全县 10 个乡镇
开展技术培训 19 场次，培训农户
2367人次，重点培训葡萄、柑橘、水
稻、玉米、梨等农作物病虫害识别与
防治技术，发出农作物病虫害情报
5期。在防治工作中为种植户发放
了资金达5万元的物资。主要发放
防治药剂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10
万包、5.7%甲维盐水分散粒剂 3 万
包、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6万
包，发放绿色防控物资色板5万片、
性诱剂0.5万套。
（特约记者 张义红 通讯员 涂芥兵）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田宇娇）
近日，大理市人民政府与农业部环境监
测站在下关举行洱海面源污染规划编
制签约仪式。

此次签约仪式签订了《农业部环境
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合作协
议》以及洱海海西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
理试点项目实施方案、洱海海西农业面
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实施方案两个
项目的编制委托合同。合作协议签订
后，大理实验站（原种场）从洱海流域典

型农业资源环境问题和高原湖泊水质保
护迫切要求出发，重点开展洱海流域农
业面源污染发生发展特征的监测、评估
和预警；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研究和
试验示范；高效特色环境友好型农业生
产技术研究与试验示范等工作，充分发
挥中国农业科学院及国内相关科研院所
的科技资源、人才和科技成果等综合优
势，为大理市主导产业发展、洱海保护、环
境监测等提供技术支撑，有力促进大理市
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经济发展。

2016 年，大理州创新执法方
式，把洱海流域 16 个乡镇划分为 6
个片区，对客栈、餐饮、企业等单位
和个人侵占湖面滩地、乱排污水、污
染河道、私搭乱建等违法行为实施联
合联动执法，做到执法监管全覆盖，
严惩重处破坏洱海环境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全州共出动巡查
17348人次，立案67件，移交案件30
件，要求限期整改113户，查处排污
口 185 处；全面清理排查大理市农
村住房在建项目，查处土地违法
866起，叫停违规项目、拆除违章建
筑1020户，有效遏制了洱海流域农
村无序建房和村庄无序蔓延势头。

（通讯员 周应良）

工人正在为无土栽培二茬果葡萄套袋。
近年来，宾川县华侨庄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科技手段为支撑，加快葡

萄产业转型升级为步伐，大力推广葡萄种植新技术，为群众增收致富奠定了坚实
基础。 （特约摄影师 张兴祥 摄）

巍山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人员在大仓镇同兴村田间查看玉米极量创新试
验效果。

今年，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在
大仓镇同兴村田间开展中、高海拔玉米极量创新工作，组装最先进的玉米生产技
术，为玉米产业发展提供依据。

该试点面积10亩，品种选用云瑞505和云瑞668，种植密度5500株，选用宽
窄行地膜覆盖塘湿直播，1.2米开墒，大行距80厘米，小行距40厘米，塘距40厘
米，塘播4粒种子，塘留两株。目前，试点玉米已完成增肥、提沟工作，玉米长势
良好。 （特约摄影师 张树禄 通讯员 李春梅 摄影报道）

□ 通讯员 字正张

“饲料是养牛的基础，是养牛成败
的关键因素。通常饲料费用占养牛成
本的 70%—80%。所以，怎样合理地选
择、利用、开发饲料，提高饲料报酬率，
降低耗料率，对提高养牛的经济效益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品种是提高养
牛经济效益的首要条件，品种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牛的增重量、饲料消耗量、
饲养周期和料肉比等。众多试验表
明，喂养优良的牛，可使牛增重量增加
10%—30%。”这是近日省农业厅草地
动物科学研究院专家赵刚、和占兴在
永平县杉阳镇松坡村，给党员讲授肉
牛养殖技术。

两位专家从肉牛圈舍建设、选种、

喂养、防疫、青贮饲料等方面，用朴实的
语言向广大党员讲授肉牛养殖技术。

“农民最缺的就是实用技术。今
天，省里的专家来给我们讲养殖肉牛技
术，送来‘致富经’这实在是太好了。”第
一次聆听省级专家讲课，松坡小组羊开武
十分感慨。

“肉牛养殖的关键技术就这些，如
果各位有什么疑难问题，我们可以现场
交流，并送上一套养肉牛技术资料。”专
家的话音刚落，家里养殖肉牛的十几位
村民就上前围住专家，请求解疑答惑。

“青贮饲料怎么青贮才不发霉？”养
殖户王灿萍问。

“如果用塑料袋青贮，就把饲料切
成 2至 3公分长，包装时最好进行适当
搓揉，在添加 0.5%的食盐后压实即可，

假如饲料是青玉米秆就什么都不用添
加。”专家说。

“我养的是西门达尔，我用面糊喂
它，长得挺壮。”冉家小组的谭玉显骄傲
地说。专家告诉他，单一的喂面糊不
好，营养不均衡，这种喂养方式养不出
优质肉牛，一定要喂上饲料，营养均衡
才好。

“如何选种？”“怎么搞防疫？”“怎么
建牛圈？”村民问个不停。专家耐心地
一一作答。

已到吃中午饭时，但村民还不愿离
开，在村党总支部书记李国普的多次劝
说下，村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堂
课听得真值，学到好些养肉牛的技术，希
望今后一年搞两三次这样的实用技术培
训。”村民们憧憬着下次培训的到来。

本报讯（通讯员 凃光华 唐绍荣）
近日，弥渡县林业局在全县开展2016年
林业植物检疫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切实
加大林业植物检疫执法力度，严厉打击
检疫违法违规行为，从而进一步规范检
疫秩序，加强检疫监管，严防松材线虫
病等林业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全力
保护森林资源和维护国土生态安全。

专项行动分准备、实施、总结等 3
个阶段，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
原则，县林业局采取“林检为主，森林公
安、种苗管理、木材监督检查等部门配

合，全面检查”的方式，分别对全县辖区
内绿化苗木、花卉经营者和调运、加工、
使用木材及其制品（含电缆盘、光缆盘、
木质包装箱等）的单位、个人开展检疫
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一是突出产
地检疫与调运检疫工作重点。严格造林
绿化苗木及其繁殖材料调运检疫，确保
检疫不合格的苗木不出圃、不向外调运；
二是加强涉木加工和贸易企业执法监
督。对违法违规调运、加工、经营、使用
松木及其制品行为，坚决予以立案查处；

三是加强流通环节检疫检查。严把主要
道路和邻县地段的检疫巡查，确保带疫
植物及其产品不进入本县；四是抓好各
项检疫制度的落实检查。对检疫登记制
度、产地检疫制度、凭产地检疫合格证书
换发调运检疫证书制度、复检制度、检疫
要求书制度等落实情况开展检查。

整个专项行动预计持续3个月，行动
结束后，将进行全面分析总结成效，针对
行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健全完善
林业植物检疫管理的长效机制，不断开
创林业植物检疫联合执法工作新局面。

专家送来“致富经”

弥渡专项行动保护森林生态安全
大理市与农业部环境监测站

签订洱海面源污染规划编制协议

祥云以绿色防控技术为平台培植特色水果产业

① 生态园利用绿色防控技术灭虫灯物理防虫。

② 生态园内成熟的蟠桃。

①①

②②

我州严惩重处破坏洱海环境违法行为
叫停拆除违规违章建筑

1020户

宾川完成农作物
病虫害统防统治

145.75万亩次

从狼到狗，从猫到鼠，陆地上几
乎所有哺乳动物的脸上都长有触
须。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刊
登的美国西北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显
示，这些触须除了具有和人手一样
的触感功能以外，还具备感知风向
的功能。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西北大学
博士生余炎对新华社记者说：“我们
首次发现了陆生哺乳动物的触须具
有新的功能——感觉风！”这一发现
为设计功能更强大的仿生机器人提
供了新灵感。

研究人员以大鼠为研究对象，
在一个圆桌一侧边缘间隔均匀地放
置 5 台小风扇，风扇都对准圆桌另
一侧的同一扇升降门，圆桌上有 5
个洞与每个风扇相对应。实验中，
每次随机打开一台风扇吹风，从升
降门中跑出来的大鼠如果逆风钻进
相应洞中，就得到糖水奖励。

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大鼠的
任务正确率稳定在60%以上。研究
人员剪除它们的触须后发现，“寻
风”正确率下降了20%左右。

对此，研究人员引进了对照实
验，把风扇替换为灯泡，把“寻风”
改为“寻光”。结果发现，大鼠失去
触须后找到光源的能力基本不变，
这说明大鼠失去触须后“寻风”成
功率下降与失去方向感或感到不
适应无关。

此外，他们还设计了一些方法
防止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如“寻风”
实验在黑暗环境中进行，以防大鼠
利用视觉完成任务；调大背景噪音，
以防大鼠利用听觉完成任务。

余炎介绍说，虽然研究的是大
鼠，但其他陆生哺乳动物，如猫、狗、
牛、猪等的触须也极有可能被用来感
风。他指出，感风的能力对许多动物
而言至关重要，可以帮助它们找到食
物、躲避天敌、迁徙乃至寻觅配偶。

余炎认为，既然触须能帮助动
物来定位风源，我们也可在机器人
上增加人工触须，用于执行探测气
流、定位气源（如危险化学气体）等
任务。此前他们研究还发现，可以
根据触须在风中的变形和震荡程度
来推算风的方向和大小，验证了“感
风器”的仿生可行性。

（据新华社电）

触须可助动物
感知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