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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喂牛有“七巧”

太阳能烘干房进田 农产品烘干不再难
■闻 风

一晴一雨、一热一凉的天气，让田间的蔬菜瓜果
疯长。农产品多了，卖不出好价钱，新鲜农产品脱水
又因阴雨天气晒不好，怎么办？扬州大学研发出来的
移动太阳能烘干房装上车轮就可直接进入田间地头，
为新鲜农产品“去库存”开辟了新路径。

烘干房装上轮胎即可入田

新鲜农产品无疑是餐饮佳品，但是收获期集中，
鲜货容易变质，给储存带来不少压力，于是新鲜农产
品的脱水烘干便成为一条重要途径。不过，这一途径
也并非叫人完全满意，其一加工能力有限，其二运输
会增加成本。

传统的果蔬干燥方法是依靠自然晾晒、阴干等使
果蔬原料中的水分蒸发，这种方法受气候条件限制、
工艺水平低、产品质量很难保证，更无法适应规模化
生产的需求。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人工干制设
备，但常规的热风烘干设备能源消耗大、烧煤污染重，
新兴的微波干燥、远红外干燥、冷冻干燥等技术则设
备成本高，推广不易。

扬州大学江都实践基地出现了一间长8米、宽
2.5米的玻璃房，它不是人们平时常见的普通房车，
而是只需底部装上轮胎，就能拉着走的可移动太阳
能智能烘干房。该房利用太阳能、生物质能、电能互
补互助，相互交错，可按不同使用对象组合成最节省
的干燥模式。

新疆库车县伊西哈拉镇农民种杏子已有很多年，
过去没有烘干设备，除卖鲜杏外，其余杏子都经过风
吹日晒制成杏干，那样制成的杏干不卫生、口感不好，
也卖不了好价钱，现在有了烘干房，可以直接在田间
地头对杏子进行烘干。除了杏子，新疆林果产区烘制
的产品五花八门，杏干、桑葚干、枸杞干、哈密瓜干、番
茄干……一座座深藏在果林深处的烘干房，不仅让各
类果品和蔬菜身价倍增，也改变了这里农民的生活。

“太阳能+烘干房”节能环保

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常识。而现在，新鲜农产
品的脱水干燥也离不开太阳。太阳能作为最清洁环
保的能源之一，已经成为众多科研工作者的优先趋
向，“太阳能＋”的研究模式已经形成。

科研团队创新性采用集热保温性能佳的真空平
板玻璃构建成两面透光的太阳能干燥房，并用贯流风
机、离心风机作为热能收集及空气对流干燥的动力
源，大大提高了太阳能利用效率。同时，在干燥房的
正面设计了可收放式拓展反光板，用于反射阳光。其
中，设备的自适应收放系统配合液压装置，可以控制
拓展板根据天气和昼夜情况自由收放。

设备不仅能实现太阳能的数倍吸收，还采用真空
玻璃实现透光保温，并利用清洁、低碳的生物质能作
为干燥房的补充能源，在保证机器全天候全时段运转
的同时，真正做到了优质高效、节能环保，一改传统果

蔬干燥能耗大、效率低、品质不能保证的面貌。
考虑到太阳能具有不稳定性，科研团队采用了秸

秆颗粒这种清洁可再生的生物质能作为干燥房的补
充能源，践行多能互补和节能环保的理念，使干燥房
全时段、全天候工作，免受天气更替、昼夜变化影响。

智能技术让设备更“聪明”

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已经遍布方方面面，在这项
研究中也不例外，高配置的智能技术让这款设备变得
异常“聪明”，通过预先设定，能够自动“判断”各种突
变情况，自动做出反应和调整。可移动太阳能智能烘
干房的智能之处，主要体现在其搭载的多传感器融合
的智能化温度和湿度控制系统上。

该系统由多类型传感器、水氛浓度测试仪、数
据采集卡、计算机、控制电路等组成，在线监测并将
装备内的各类信号转换为多信息数据，配合高精度
实时模式分类系统进行处理，比对数据库中的已存
储信息，将分析结果反馈作用于加热，以确保干燥
房中的温度、湿度、光照以及气氛浓度始终处于最
佳状态。

基于太阳能进行开发利用，利于大规模推广，尤
其在新疆、青海、宁夏、西藏等日照时间长、瓜果干制
需求量大的地区，应用优势十分突出。同时研究团队
采用多能互补的现代技术可以克服传统日晒法的多
种缺点，让农产品加工不再“难”。

重庆市城口县
地处秦巴山区连片
特困地区。近年
来，城口县修齐镇
积极发展花菇产
业 ，以“ 公 司 + 基
地+集体+贫困户”
的模式，带动周边
乡镇的农户发展家
庭农场，推动农户
脱贫增收，助推乡
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1.食量巧安排。冬天昼短夜长，不但白天要喂
好，夜间还要加喂一槽，日喂草13~15千克。

2.饲草巧搭配。冬天喂牛要尽量做到饲草多
样化，要短草配长草，优质草配次草，如麦草、稻草配
青干草、花生秧及苜蓿草等，这样混合均匀牛爱吃。

3.秸秆巧处理。饲草单一、营养缺乏容易导致
牛排膘消瘦，而氨化过的饲草绵软、芳香、易消化，如
果把秸秆进行氨化处理，牛不但爱吃而且易长膘。

4.尿素巧加喂。尿素是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措
施。一般6月龄以上的犊牛日喂40~60克，育肥牛
日喂70~100克，成年母牛日喂150克。可按1/100尿
素与精料混合后拌草饲喂，喂后半小时内不能饮水。

5.用料巧配合。喂精料时要软硬配合，如玉
米、黄豆等硬料和麸皮、粉料等软料喂时要巧安排。
开始先喂草，吃到多半饱时少加饲料，将要吃饱时多
加料，并且要加有香味的饲料，如把黄豆炒香磨碎加
在草内，虽然无青草，牛也能顿顿吃饱。

6.饮水巧加温。冬天不能给牛饮冷水，应饮
25℃的温水，还要在温水中加点食盐、豆末，这样牛
爱饮，并有降火、消炎等作用。

7.卫生巧刮刷。牛舍内的粪便应勤出，打扫干
净，勤垫碎草、土，保持干燥卫生，防止牛蹄患病。晴
天把牛牵到室外晒太阳，用刮子或刷子刷刮牛体，可
促进血液循环，防止牛生疮癣。 （本报综合）

近日，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等
5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明确，将坚持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绩效管理的基本
原则，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政策，提高农业保险服务
能力，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
发展，更好地满足“三农”领域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
需求。

主要目标是到2022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善、运
行规范、基础完备，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阶段相适
应、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各级各部门分工负
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玉米等主粮作物
农业保险覆盖率达到70%以上，收入保险成为我市
农业保险的重要险种，农业保险深度（保费/第一产
业增加值）达到1%，农业保险密度（保费/农业从业
人口）达到500元/人。

到2030年，实现农业保险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总体发展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
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

其中，在提高农业保险服务能力方面。《方案》要

求，要有序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改革试点，在增强农
业保险产品内在吸引力的基础上，结合全市实施重
要农产品保障战略，稳步扩大农产品覆盖面；结合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成本变动，建立农业保险保
障水平动态调整机制，在覆盖农业生产直接物化成
本基础上，探索开展农业大灾保险试点，逐步提高保
障水平；满足多元化风险保障需求，探索构建涵盖财
政补贴基本险、商业险和附加险等农业保险产品体
系；建立健全保险机构与灾害预报、农业农村、林业
等部门的合作机制，加强农业保险赔付资金与政府
救灾资金协同运用。推进农业保险与信贷、担保、期
货（权）等金融工具联动，扩大“保险+期货”试点，探
索“订单农业+保险+期货（权）”试点等。

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方面，则要求要明晰政
府与市场边界、完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完善风险防
范机制、清理规范农业保险市场。

此外，《方案》还要求要加强农业保险基础设施
建设。包括进一步完善保险条款和费率拟订机制、
加强农业保险信息共享、优化保险机构布局等。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供稿）

重庆主粮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
后年将达到70%以上

公 告

由四川承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周溪乡
龙潭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配套设施项目现已通
过竣工验收，现予公告。如有民工工资及施工材料
款未结清情况，请相关人员在公告期内及时与我公
司联系。
公告期：2020年11月18日起

2020年11月27日止
四川承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28-83178075（黄先生）
18881805996（邹先生）

2020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