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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看菏泽·要闻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孟欣） 10月 11日，牡

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从菏泽市

农业科学院获悉，历经十余

年精心培育，山东省审定的

大豆新品种“菏豆 38 号”，在

今年秋收实打验收时，创造

了 亩 产 350.56 公 斤 的 好 成

绩，再次刷新菏泽市夏大豆

最高产纪录。

据市农科院大豆研究所

所长王秋玲介绍，“菏豆 38号”

性状优良，突出优点为籽粒

大、高蛋白质、抗病、抗倒伏

等。该品种 2021年通过山东

省审定，同年参加第一年国家

联合体夏大豆品种区域试验

表现良好。在日前由山东省

农业农村厅组织有关专家参

与的“菏豆 38号”实打验收中，

该品种实打产量达到了每亩

350.56 公斤，一举突破此前

“菏豆”系列亩产最好纪录。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了

解到，由王秋玲主持育成的

16个“菏豆”系列品种通过省

级以上审定，其中 12 个获得

新 品 种 权 。 王 秋 玲 表 示 ：

“‘菏豆’系列品种具有产量

高、抗逆性强、适应性广、商

品性优良、符合生产和市场

需要等特点，因此在黄淮海

夏大豆区享有很高的声誉，

是响亮的品牌。”

王秋玲告诉记者，大豆新

品种“菏豆 38号”，育成杂交组

合来自“黄沙豆”和“菏豆 12
号”。其中“菏豆 12号”不仅是

她从业以来独自承担的第一

个科研攻关成果，也是自 2008
年以来山东省大豆区试的“御

用”对照品种，即所有新品种

均要与“菏豆 12号”的各项指

标进行对比，以确定新品种是

否育种成功。

“菏豆 38 号”继承了“菏

豆 12号”的优良品性，在 2017
至 2018年山东省大豆区域试

验中全省平均亩产 209.4 公

斤，较对照品种“菏豆 12号”平

均增产 0.5%；在 2019 年山东

省大豆生产试验中全省平均

亩产 222.0 公斤，较对照品种

“菏豆 12号”增产 5.7%。“菏豆

38号”蛋白质含量为 45.02%，

脂肪含量为 19.08%。

“菏豆 38号”在产量和品

质 方 面 具 备 较 好 的 市 场 前

景，将为我市大豆产业的振

兴提供有力支撑。

10月 11日上午，家住菏泽鲁

西新区丹阳办事处剑桥学府小区

的陈先生拉着一小车废纸箱，来

到小区西门北侧的垃圾分类服务

站。服务站工作人员将废纸箱称

重后，按照时价为陈先生折换成

现金，同时还兑换了积分。

服务站外表“颜值高”，里面

整洁无异味，墙上挂着垃圾分类

知识展板。货架上摆放的洗洁

精、洗衣液、抽纸、酱油、醋、盐等

生活用品，居民可以凭废品回收

积分自由兑换。

“废品既能卖钱又可以用所

得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小区居民

参与度很高，周末的废品回收量

能达到每天近 300公斤。”该服务

站负责人侯经理说。

剑桥学府垃圾分类服务站 9
月中旬投入试运营，有专人负责

管理和维护。在丹阳街道办事

处，同样正在试运营的垃圾分类

服务站还有两处，分别在和平人

家小区、华英嘉园小区，平均单个

站点月回收量超过 5吨。

废品换钱，积分还
能兑换生活用品，新型
垃圾分类服务站受欢迎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儿，听邻

居说这里新建了一个垃圾分类服

务站，能换积分，我就把家里不用

的纸箱拉来了。”陈先生拿着用积

分刚兑换的盐告诉牡丹晚报全媒

体记者，“平时拆完快递剩下的纸

箱随手就扔了，听说了这个垃圾

分类服务站后，我把纸箱攒起来，

既能卖钱还能用积分换点酱油、

醋之类的生活用品，很实惠。”

“现在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人

已经很少了，很多居民平时工作

忙，不方便处理废品。有些居民

特别是老年人还习惯把废品堆积

在楼道里，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

患。”侯经理表示，“为了提高服务

质量和方便群众，针对不方便出

行和年龄大的居民，我们会提供

上门回收服务。”

预约上门回收废
品，方便又环保，“互联
网+”助力垃圾分类

近年来，随着再生资源产业

的快速发展和垃圾分类处理模式

的推广，废品回收方式也更加多

元化。侯经理介绍说，考虑到现

在居民生活越来越忙碌，他们还

开通了线上小程序，通过微信搜

索“集吉象”小程序可以预约上门

服务，“我们就是想通过提高服务

种类和积分兑换的方式，帮助居

民处理废品，同时激励居民逐渐

养成垃圾分类处理的意识。”

不仅是侯经理提到的“集吉

象”，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搜索发

现，微信小程序或者支付宝等互

联网平台上都有废品收购预约上

门的服务，操作起来也十分方便，

注册个人信息后添加地址和物品

种类、重量，预约好时间后等待上

门回收即可。

各方努力，让垃圾
分类“落地生根”，引领绿
色生活“新时尚”

为有效提高生活垃圾的资

源化利用水平，今年 3月，山东省

发布了《山东省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明确规定了生活垃圾的源

头减量、投放、收集、运输、处理

及其监督管理活动等内容。今

年 8 月，菏泽市积极推进垃圾分

类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工作，并

发布了《市城区住宅小区垃圾桶

升级实施方案》。

“8 月 16 日市城区住宅小区

垃圾桶升级动员会召开后，各区

街道办事处按照实施方案要求迅

即行动。截至目前，市城区已完

成垃圾桶升级 2233组，其中牡丹

区 1107组、鲁西新区 1126组。”市

住建局物业科负责人介绍说，通

过升级住宅小区垃圾桶，小区环

境明显改善，得到了广大群众的

一致称赞。

“当初垃圾分类服务站选址

投建时，确实遇到了一些阻力，有

些居民不知道这种新型垃圾分类

服务站是什么样、用来做什么，以

为是垃圾处理站，纷纷反对在本小

区内投建。”丹阳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昝莹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丹

阳街道办事处在广泛征求居民意

见的同时，组织部分居民代表到已

经建成的垃圾分类服务站参观，最

后才使三个垃圾分类服务站顺利

“落地”。昝莹说：“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是一项环保又利民的工作，下

一步，街道办和各社区还将开展一

些宣传工作，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的意识。”

在和平人家小区垃圾分类服

务站，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遇到

了前来处理废品的居民刘女士。

“我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兑换

积分了，平时来卖书本和瓶子比

较多，旧衣服也会送来卖，现在积

分已经过百了。”刘女士指着墙上

的展板说，她的孩子在她的影响

下也有了废品可以再利用、垃圾

要分类的意识。

垃圾分类服务站既是垃圾分

类活动的服务站点，也是垃圾分

类宣教工作的前沿阵地。“居民垃

圾分类的意识是垃圾分类工作的

源头，意识的提高对垃圾分类的

开展太重要了。周末来服务站的

居民比较多，很多居民都带着孩

子来，我们下一步就想通过和孩

子们互动的方式，向他们介绍垃

圾分类的知识。”侯经理介绍说，

孩子身处“垃圾分类”的场景中，

可以边学习边实践，既有参与感

又有获得感。他们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达到“一个儿童带动一个家

庭，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的积

极效果。

垃圾分类是一场“持久战”，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在菏

泽，垃圾分类设施的提升和新型

垃圾分类服务站、“互联网＋”等

模式的出现，引导居民分类处理

生活垃圾的同时，也在引领垃圾

减量化和资源利用化的绿色生活

“新时尚”。

创纪录！“菏豆38号”亩产超350公斤
突出优点为籽粒大、高蛋白质、抗病、抗倒伏等

垃圾分类，让城市越“分”越美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璐璐

上图：剑桥学府小区居民到垃圾

分类服务站处理废纸箱。

上图：垃圾分类服务站内的货架

上摆放着各种可用废品回收积分兑换

的生活用品。

右图：市城区住宅小区垃圾桶集

中升级改造，推广使用分类垃圾箱，引

导居民分类处理生活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