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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

一个电话，农资到家

“小胡，给我家送

6

袋氮肥、

3

袋尿素。 ”“没问

题，半小时内送到！ ”近日，重庆市巴南区丰盛镇综

合服务社的农资配送负责人胡学木刚挂断电话，就

迅速驾驶小货车，将氮肥、复合肥、尿素等农资，一一

送往油房村杨正全等

3

户村民家中。

走进丰盛镇综合服务社的储备库， 各类春耕必

备的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整齐排列，储备充足。

胡学木介绍，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农户对农

资的需求日益增长。这段时间，他每天都在紧张地装

车、送货，确保村里的农户能及时用上农资，不耽误

农时。

在油房村的田间， 处处是热火朝天的春耕景

象，农民们忙着整地、施肥、搭建苗床。 蔬菜种植大

户杨正全在村里种了

15

年蔬菜，今年计划种植

100

亩白菜、

150

亩青椒和

100

亩番茄， 需要约

23

吨肥

料。 看到配送车到来，他熟练地打开仓库门，帮忙搬

运化肥。 杨正全高兴地说：“村里留守老人多， 以前

买农资、搬农资让人发愁。 现在打个电话，化肥就能

送货上门，价格还不变，甚至可以先使用后付款，太

方便了！ ”

为保障春耕顺利进行， 巴南区农业农村委、供

销合作社等部门提前收集农资信息，研判市场情况，

统筹协调农资储备与调运，成功打通农资流通的“最

后一公里”，让农资及时送到农户手中。 同时，相关

部门持续推进农资诚信经营，严格把控进货质量，严

厉打击假劣农资及涉农违法行为， 切实维护农业用

种安全和农资市场秩序。

“我们不仅要保证农资的稳定供应和合理价

格，更要让农民用上‘放心肥’‘及时肥’，做到数量

充足、质量可靠、市场稳定。 ”巴南区供销合作社副

主任刘晓鹃介绍，今年春季，巴南区供销社通过

80

余个直属配送站、 综合服务社等网点， 开展电话预

约、微信接龙、线上指导等服务，实现农民“点单”，

供销“送餐”。 目前， 已免费为村民配送各类肥料

1000

余吨。

接下来， 巴南区将继续加大农资供应保障力

度，指导基层供销社和农资经营网点增加采购量，确

保农资市场平稳、供应不间断。 （邓俐）

湖南张家界：

农资打假保春耕

为进一步规范农资市场秩序， 切实维护农民合

法权益，连日来，慈利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深入

全县各乡镇开展春季农资打假专项执法检查。

在乡镇农资经营门店和集市摊位， 执法人员详

细查看了经营资质、产品质量、进销货台账等，对发

现的问题现场指导整改。开展检查的同时，执法人员

还向农资经营者和农户宣传相关法律知识， 讲解农

资识假辨假知识，引导农户科学选购农资产品，提高

维权意识。

此次检查以种子、 农药、 肥料等春耕急需农资

为重点，自春季农资打假专项检查开展以来，慈利县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共检查农资经营门店

50

余

家，后续将坚持“执法与普法相结合”的原则，持续加

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确保春耕农资

安全，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张志芳）

在风云变幻的资本市场中， 能够

穿越牛熊、为投资者创造持续稳定回报

的基金投研人才可谓凤毛麟角。而国寿

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经理

段辰菊， 这位深耕金融投资行业

20

余

年的权威专家，正是凭借其卓越的基金

投研能力和对绝对收益的执着追求，在

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冲

刺。 ”与许多追求相对收益、热衷于排

名竞争的投研从业者不同，段辰菊始终

将“绝对收益” 作为自己的投资目标。

对此， 她在采访中坦言道：“市场短期

波动难以预测，但长期来看，真正优质

的企业会脱颖而出，为投资者带来丰厚

回报。 因此，我的投资策略更注重长期

价值投资，通过深入的研究和严格的风

险控制，力争在不同市场环境下都能为

投资者创造正收益。 ”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

中，想要实现绝对收益并非易事。 但段

辰菊坚信， 通过深入的基本面研究、严

谨的风险评估和灵活的资产配置策略，

可以在不同市场条件下为投资者获取

正回报。 为此，段辰菊带领团队对宏观

经济趋势、行业发展动态以及企业基本

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剖析，并运用

多种风险评估模型和工具，对投资组合

的风险敞口进行实时监控和动态调整，

能够在市场波动加剧或出现潜在风险

因素时迅速采取措施，降低组合的风险

暴露，保障投资者的本金安全。

灵活的资产配置也是段辰菊实现

绝对收益的重要手段。她不拘泥于单一

资产类别或投资风格，而是根据市场情

况和投资目标 ，在股票 、债券 、基金等

各类资产之间进行合理配置。通过分散

投资，降低组合的整体波动性，提高投

资组合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

她还善于把握不同资产之间的轮动机

会，在市场变化中及时调整资产配置比

例 ，捕捉投资机会 ，提升组合的收益

水平。

段辰菊的投资理念在实际投资管

理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她带领下，

国寿安保基金旗下基金产品在不同市场环

境下均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良好的

收益表现，获得了长期优异的投资业绩。截

止到

2024

年三季度末，国寿安保基金资产

管理总规模达到

3755.78

亿元， 累计服务

个人客户超过

6000

万户，累计服务机构客

户超过

12

万户， 累计创造投资利润达

538.17

亿元，为投资者创造了实实在在的

价值。

展望未来， 段辰菊表示将始终坚守绝

对收益的投资理念，不断优化投资策略，提

升投资管理能力 ，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

价值。

（金朋津）

大地回春， 万物复苏。 目

前， 到了果树春管的关键期，各

地果农正抢抓有利时机，对果树

进行修剪、施早春肥料。 长期以

来，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着废弃树

枝和农作物秸秆处理难题，这些

农业废弃物大量堆积在地头，不

仅处理起来耗时费力，还严重污

染环境， 成为果农们的一大困

扰。 如何实现资源的循环再生、

有效利用，让它变废为宝？ 陕西

厚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新研

发的“枝条（秸秆）生物有机肥

技术研发与应用” 技术 （简称

“厚地模式”） 可有效地解决这

一难题，给广大果农带来福音。

技术可靠 国家认可

据了解，“厚地模式” 可将

废弃树枝和农作物秸秆等农业

废弃物经过机器加工成碎末，并

经过高温发酵转化为有机肥料，

在净化环境、改良土壤、促进绿

色农业发展及清洁农村人居环

境方面具有显著成效。该项技术

荣获

2021

年度陕西林业科技成

果奖研究类一等奖， 获得

2023

年度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奖三等奖。该公司技术总监宣世

荣与研发团队接连荣获一项“发

明专利”、 两项“实用新型技术

专利”，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专利证书。这些奖项和荣誉

不仅是对“厚地模式”成果的高

度认可，更是对其在农业环保和

土壤改良领域所作出贡献的充

分肯定，也为这项技术的普及推

广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此外，该成果受到《中国

科学报》《陕西日报》 科学网、中

国农科新闻网等业内权威媒体的

报道， 引起了土肥界和广大果农

的热切关注。

多地应用 成效显著

隆冬时节， 走进河北邢台的

广袤田野， 人们正在整理或处理

废弃枝条和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

弃物。 他们通过采用“厚地模式”

将农业废弃物变成有机肥料，提

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减少

了化肥的使用量， 有效减轻了因

焚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染， 取得

了降本增效、 保护环境的双赢效

果， 此举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积

极支持和大力倡导。

“从对比效果来看，‘厚地模

式’效果确实不错！ ”站在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向前家庭农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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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向日葵花海前，鄂尔多斯

市科技特派员顾问、 原准格尔旗

旗委副书记、 准格尔旗开发区党

委书记杜存良看到在他的建议

下，应用“厚地模式”取得的良好

效果后，不禁发出赞叹。 他表示，

“‘厚地模式’ 不仅解决了农业废

弃物的处理难题， 还大幅提高了

土壤的肥力和农作物的产量 ，这

是绿色农业的发展方向， 具有很

大的推广价值！ ”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兄弟果业

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猕猴桃的收

购、 储藏及销售工作， 业务覆盖

500

多户果农。

2020

年采用“厚

地模式”进行土壤改良，种植高端

的红心、黄心猕猴桃，品质和口感

都得到明显提升， 果农们纷纷对

这一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

陕西金土地乡村建设有限公

司有机肥项目负责人赵经国对

“厚地模式” 非常认可。 他表示，

公司近期正在采购大型设备，主

要用于粉碎木质材料，

2025

年他

将把“厚地模式”在乾县、礼泉、武

功等地大面积示范推广。据了解，

从

2014

年起，“厚地模式” 已在

陕西、辽宁、河北、宁夏、内蒙古等

地推广应用面积超过

196

万亩，

累计新增收益

21

亿元， 经济、生

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从东北到华北、 再到西北，

从果树废枝到树叶、 再到农作物

秸秆，广袤的田野上，“厚地模式”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认

可并积极推广使用。

增收环保 前景广阔

让“薄地”变“厚地”是“厚地

模式”取名的寓意和发展目标，厚

土，不仅是指土壤肥沃，更要土壤

健康、 养分充足， 这是贯彻落实

“藏粮于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的生动实践，也是“拯救土壤”

从而捍卫食品安全的积极行动 。

往昔，农村的柴草、秸秆、畜禽废

弃物等随意堆积， 不但影响了乡

村的环境美观， 还滋生了细菌并

产生异味， 严重影响了美丽乡村

的形象。“厚地模式”将农业废弃

物转化为有机肥料， 实现了废弃

物的资源化利用， 从根本上解决

了农业废弃物污染环境的问题。

通过施用“厚地模式” 生产

的有机肥料，土壤得到改良，农作

物的生长环境得以优化， 减少了

化学农药和化肥的使用， 降低了

农业面源污染。同时，有机肥料的

施用还能够增强土壤的肥力和保

水能力，减少水土流失，有利于农

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此外，

“厚地模式”的推广还让农民们认

识到农业废弃物的利用价值，积

极投身到农村环境整治的行动中

来， 共同营造美丽宜居的乡村

环境。

征程万里风正劲， 蛇行千里

再出发。“厚地模式”正以其独特

的优势和显著的成效， 在绿色农

业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为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

新活力。

（燕军锋 闫瑜涛 张欢 郭媛媛）

国寿安保基金研究部总经理段辰菊：

坚持绝对收益，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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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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