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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帆）8月
5日上午，2024年珠海市北
斗导航智能插秧同步侧深
施肥技术推广现场会在斗
门区白蕉镇办冲村举行，推
介两项新技术：北斗导航智
能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
和水稻机械化插秧同步侧
深施肥技术。

眼下正是晚造水稻大规
模播种季节。推广人员在办
冲村蓄满水的一块稻田里展
示水稻机械化插秧同步侧深
施肥技术，周边的田埂上站
满了围观的村民、技术指导
员、农业专家等。“这是我市
的主推技术。这项技术可以
减少肥料施用量，同时还能
提高水稻产量。”珠海市农业
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推广水稻机械化插秧
同步侧深施肥技术方面，珠
海市是全省的“领头羊”，斗
门区是珠海的主战场。从
2019年的500亩示范面积，

到今年的2.8万亩大面积推
广实施，该技术取得了显著
效果。今年的早造水稻，该
技术示范田产量普遍高于常
规技术示范田产量，增产率
达到8%。

在另一块水稻田里，5
台北斗导航智能插秧同步侧
深施肥机开足马力插秧。驾
驶人员既不用手把方向盘，
也不用一直注视前方，而是
在处理秧盘。这些插秧机上
都安装了北斗导航智能系
统，可以精确控制农机行驶
轨迹和速度，实现了秧苗行
距的均匀一致，工作效率还
提高了20%。

斗门区德辉农业机械专
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德辉合
作社”）除了负责办冲村670
亩水稻外，还担负其他镇村
总计5000多亩水稻的育秧、
插秧和收获等。“北斗导航智
能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通
过智能规划路线和精确控

制，只需一人负责放秧和监
控，提高了自动化和智能化
水平，节省了人力成本，减轻
了劳动强度，每天可插秧50
亩至60亩。”德辉合作社有
关负责人表示。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
要求发挥农机作为农业生产
的主力军作用，推技术、提单
产。这是解决“谁来种地”

“如何种好地”的必由之路。
据介绍，目前全省水稻种植
机械化进一步加快，到2023
年年底，全省水稻机插秧比
率接近40%，而珠海则高达
90%，为全省持续推广水稻
机插秧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技
术模式。省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北斗导
航智能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
术将进一步提升水稻种植机
械化水平，并向智能化方向
转变，以提高农机作业质量，
提升粮油生产能力，保障粮
油供给安全。

水稻插秧机用上北斗导航系统

秧苗行距均匀 效率提高两成

本报讯（记者郑振华）七夕
节即将到来。8月4日，香洲区
吉大街道石花社区组织开展

“‘七’待相遇·伴你朝‘夕’”主题
活动，辖区20对夫妻现场演绎

“深情告白”、分享幸福秘诀。
活动中，工作人员首先以

讲故事的形式，阐述了七夕的
来源、习俗以及节日文化内
涵，鼓励大家“把爱大声讲出
来”。接着，居民张叔和李叔
分享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孙姨
分享了他们夫妻生活中互敬

互爱的细节。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丈夫们为各自的妻子送上鲜
花并深情告白，说出藏在心中的
真情感言。在“爱的合照”拍摄
过程中，一对对夫妻双手紧握、
互相依偎，定格甜蜜时光。

社区还准备了非遗漆扇制
作环节。20对夫妻分别挑选自
己喜欢的颜料滴入水桶中，用竹
签小心搅动，再将扇子放入桶中
转动，制作出一把把独具特色的
创意漆扇。

七夕将到，把爱大声讲出来

20对夫妻分享爱情故事

本报讯（记者郑振华）近日，
香洲区梅华街道敬业社区联合
珠海市蓝海社会服务中心，组
织辖区20名青少年走进律所开
展普法实践研学活动。

青少年参观了律所的接待
区、洽谈室以及律师办公室等
区域，了解律所的日常工作流
程，近距离感受律所的氛围。

律师首先从近期的社会热
点新闻入手，引导大家提高法
律意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念，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
对“盲盒”消费中的潜在风险，
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接着，律师围绕民法典和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知识，

结合青少年法律援助案例，重
点针对校园欺凌方面的内容展
开普法，详细讲解“什么是校园
欺凌、校园欺凌的危害后果、如
何面对欺凌”等知识，帮助青少
年认识到校园欺凌绝非“小打
小闹”，鼓励他们拿起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向校园暴力行为说

“不”——“不做沉默的被欺凌
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更不做
可恶的欺凌者”。

最后，律师通过随机抽取
问题卡开展有奖问答的方式，
帮助青少年加深对未成年人保
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
印象，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

敬业社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帮助辖
区未成年人系好人生的第一粒
法治“扣子”，引导他们严于律
己、遵纪守法，形成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

梅华街道敬业社区组织青少年走进律所研学

与法同行 护“未”成长

一对夫妻演绎“真情告白”场景。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敬业社区青少年走进律所研学。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记者 张映竹

8月5日，备受期待的珠
海市古元美术馆新馆启用，
将于8月9日起对公众开放。

启用当天，古元长女古
安村将新中国美术奠基人之
一蔡若虹手迹《古元美术馆》
捐赠给古元美术馆。

古安村来到古元美术
馆，深情回顾了父亲的艺术
生涯，追溯他一生钟情创作
的珍贵旅程。

“我3号晚到达珠海，然
后迫不及待地到美术馆走了
一圈，立刻被新馆的现代化
气息、崭新的陈设方式、富有
内涵的办展理念所感动。”古
安村说，在她看来，虽然场馆

规模变了，但是它的内核没
变、弘扬的精神没变，而且发
展得更好，是一个令人欣喜
的结果。

走进美术馆，一幅幅古
元先生的经典作品仿佛在诉
说着过去的故事。从早期的
黑白木刻到后来色彩斑斓的
水彩画，每一幅作品都凝聚
着古元先生对生活的热爱、
对人民的关怀和对艺术的追
求。古安村驻足在父亲的作
品前，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
怀念与自豪。“你看，这个扎
着两股麻花长辫、举着西瓜
的就是我，旁边拿了树枝在
玩耍的小女孩，就是我妹妹。”
古安村指着一幅名为《丰盛的
菜园》的作品回忆道，“我无数

次给我爸爸当过模特，像《祥
林嫂》的身体动作、手的形状，
就是我当模特供父亲创作
的。现在馆内《玉带桥》上的
人影，就是我妹妹。我们家所
有的人，在我父亲的作品当中
都有呈现。”

古安村说：“观众踏入美
术馆，在艺术的氛围里，随着
策展者的思绪，从一幅幅画作
里，慢慢地对古元有了更深入
的理解。这段参观过程给我
带来了无穷的回味。古元美
术馆新馆的亮相，是一座里
程碑，令我非常的意外、惊
讶、感动、高兴。这里就是一
个新的起点，一定能为更多
的艺术家提供交流的平台，让
珠海的文化事业上新台阶。”

古元美术馆新馆启用，古元长女古安村称：

“意外、惊讶、感动、高兴”

古安村捐赠《古元美术馆》题词作品原件。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