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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这是牛的实时
位置，这是牛的运动轨迹，这是牛
的行走距离……”指着手机屏幕，
九龙县农牧和科技局高级畜牧
师、四川省甘孜州九龙牦牛良种
繁育场负责人甘万华向记者展示
着“智慧项圈”戴在牦牛脖颈上，
发挥着远程放牧、动态可视、全程
溯源的种种妙用。

甘万华通过“小牧童”手机
APP“放养”的这头良种繁育牦牛，
只是九龙县智慧畜牧综合管理云平
台建设阶段，20头“试体验”牦牛的
其中一头。自去年底，九龙县万头牦
牛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
目“一中心八基地”的重要建设内容
之一，“指尖上的放牧”平台建设随
即提上日程，于今年4月“上牛”测
试，测试效果良好、性能稳定。

“我们计划用一年时间给全县
的牦牛都配齐‘智能项圈’，给全县
的农牧民手机都安装上‘智慧畜
牧’，让老百姓不出家门就能通过屏
幕锁定每头牦牛每天的运动状态和
反刍情况，每一次的发情时间和配
种次数。”该项目执行方隆之汇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思夏介
绍，随着“智慧牧场”项目未来的普
及，横断高山区群众传统放牧的生
产方式或将发生质的改变。

对于这个新玩意，汤古乡汤
古村脱贫户肖长生最有发言权。
今年初，到了牛群回圈时间，一头
牦牛觅食未归。“一万多元，很心
疼的。”所幸，正逢隆之汇公司前
期推广测试中国电信物联网“小
牧童”和四川移动联合几米打造
的“智慧牧场”两种管理系统，肖
长生便在自家4头牦牛的脖子和
耳朵上分别安装了“智慧项圈”和

“智慧耳标”，“还别说，不仅再没
丢过牛，就连我们牧民的草场都
划定了电子地图，边界看得一清
二楚，牛一出界就会自动报警。”

除了有利于谷地型牦牛的定
位追踪、高效养殖外，溯源管理、
安全食用也是九龙县智慧畜牧综
合管理云平台一大亮点。依托该
平台不断增添系统里的 TMR 饲
喂、环境视频监控、防尾随、饮水
式称重等功能，将全面记录佩戴
牦牛的品种、性别、年龄、重量、家
族、疫苗、温湿度、海拔气压等，并
上传到畜牧平台生成其唯一的身
份标识。当牦牛出栏屠宰后，每一
头都会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二维
码，扫描即可查看肉的所有信息
和记录，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优
质可溯源的牦牛肉。

记者 李娅妮

“智慧放牧”走进九龙

“首战”告捷
“门外汉”的科技创新梦

2016 年春天，当内地和煦春
风吹满大地的时候，高原才刚从隆
冬中苏醒。在呼啸而过的寒风中，
康定市朋布西乡的瓦加、土登格
勒、措卡巴登多吉在力曲河边的一
片荒滩地里和记者聊得热血沸腾。

“习主席说，谁牵住了科技创
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
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
赢得优势。我们懂这个道理，我们
就是想把农牧民们司空见惯的东
西，通过科技手段变得有市场、有
价值，让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
说起创办康定木雅绕岗生态农业
科技公司的初衷，土登格勒滔滔
不绝，与平时腼腆的他全然不同。

1500 亩荒滩地垦荒、平整、
围网，朋布西乡—康定—成都三
地来回奔波，田间地头、高校院所
拜师请教……不论白天黑夜，也
不论雨雪风霜，做规划、买农机、
建阳光大棚、植树、种花、做园艺，
一腔热血推动着他们不知疲倦的
前进。他们要投资高原上前所未
有过的项目，做高原上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当年夏天，他们率先引
进原本生长于台湾的速生树种

“台湾超级杨”二十五万株，到朋
布西乡大棚内栽培，大获成功。

第二年秋天，这种采用生物基
因工程培育岀的杨树具有无絮、速
生、高产、适应力強特点的，适宜于
农村扶贫经济林、水土保持、河滩
荒地造林及公路固坡、城镇街道庭
院景观园林的新型树种，从阳光大
棚内成功地移植到大棚外的河滩
地上。这意味着，高寒缺氧的雪域
高原又多了一个易成活、经济效益
好的优良树种可供选择。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这几位于落后中奋起、于困苦中

坚持、于挫折中前行的康巴汉子
们历经两年艰苦奋斗，首战告捷！
尝到了科技创新甜头的他们，更
坚定了要遵循习主席指引的“农
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关键在科技进步”的道路走下去
的信念、胆识和勇气。

大开眼界
富硒青稞铺就致富路

“硒是什么？人体缺硒会怎
样？富硒食品产业、富硒市场的空
间真得很大吗？富硒青稞能成功
吗？……”2018年的下半年，一系
列疑问困扰着这三个康巴汉子，
而问题则来源于一次参观学习。

为找到适合高原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路径，去年中秋节前后，他
们专程到成都生命科技园·邵斯
达克大核酸研究院参观学习，与
一生都从事着“硒·硒核酸”研究
的国际著名生物化学科学家，四
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震教
授进行了交谈，得知硒在提高人
体免疫力、帮助人体预防细菌和
病毒的感染等方面有着重要作
用，所以社会流传着“缺什么，也
别缺硒”的说法，更因为中国72%
的广大地区属于缺硒或低硒地
区，甘孜州乃至整个藏区都是缺
硒较严重的区域。所以，富硒产业
就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富硒
大米、富硒面、富硒茶、富硒矿泉
水、富硒奶粉、富硒果蔬、富硒鸡
蛋等标榜富硒的食品早已在内地
市场热销盛行。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几位康
巴汉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内心波
澜迭起：如果与他们这个国际上
最高端的硒核酸研发团队合作，
推出高品质绿色富硒靑稞产品，
从生产技术到产品品质到市场品
牌就都有了保障，而且这个项目
可以做成“一条龙”，大有可为啊！

今年 8 月，三人应黄震教授
邀请，参加2019第九届国际核酸
与蛋白质化学结构生物学创新药
物研究大会。尽管全英文的论坛
让他们直呼“坐了四天的'飞机'”

“一句都没听懂”，却更坚定了要
与黄震教授团队们合作，在康定·
花仙谷生态农业科技孵化园，共
同研发“富硒青稞”产业的信念。
最终他们与纽奥维特（成都）生物
科技公司达成共同合作在“康定·
花仙谷生态农业科技孵化园”址
上建立起一个500亩的富硒青稞
实验基地，共同研发、生产“富硒·
青稞”产业项目的意向。

通过生物科技的途径和手
段，来提升高原特有的青棵等农
产品的品质、产量及市场经济价
值，进而推动其融入到内地乃至
国际市场，使之朝着更好、更多、
更高效益的方向发展。这三个“糙
汉子”携手并进，决心把这条科级
兴农、产业富民的全新发展道路
走宽、走实、走远。

让富硒青稞成致富宝贝
◎甘孜日报记者 刘娅灵

消 息 树

市 井 故 事

高原上的青稞，就象北
方的小麦、南方的大米一
样，古往今来是川、藏、青、
滇等藏区家家户户日常生
活少不了的必需品。

在康定，有几位从没种
过地的康巴汉子在荒滩地
上建起了一个集高原生态
农业研发、实验、孵化、培训
和高原动植物生态观光旅
游服务于一体的生态农业
科技孵化园，为青稞这一古
老的农耕文明注入现代化
高科技元素，使之焕发出新
的光彩。

真的等于健康运动吗？
微信运动步数过万

随着科技与信息化
的发展，多元化的手机社
交应用越来越多。其中，
手机微信朋友圈里的新
族群——“晒步族”，他们
每天都在各种社交平台
上展示自己的步行数量。

“每天我都坚持从将
军桥逛到东关车站，一来

一回基本上一天的步数
就过万了，在我的微信运
动步数排行榜中基本上
稳居前3，每天给我点赞
的朋友有好几十人。”康
定市民马文涛告诉记者，
自己坚持通过走路来锻
炼身体始于手机应用
——微信运动的悄然介

入。“以前就是吃了晚饭
后随意走走，是微信运动
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
每天最少也会坚持走上
一万步。有时还会和微
信运动步数排行第一的
朋友暗地里较较劲。”

但是，微信运动步数
过万真的等于健康运动吗？

◎甘孜日报记者 张嗥

“日行一万步”并没有科学依据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优

越，大家对健康也越来越重
视。对微信运动上的数字也越
来越敏感与偏执，热衷于追求
好看的步数或者是朋友圈第
一，来表达自己过得真的很健
康。“过去我体重达到160斤，
自从微信运动出现后，我对自
己每天走路的步数有了明确
的要求，每天给自己定的目标
是至少一万步。”家住康定市
新城的市民康华告诉记者，他
通过一年多的锻炼，体重减轻
了20斤左右。“我认为微信运
动能督促自己坚持锻炼。”康
华说，自己每天通过微信步数

来了解自己的运动程度，通过
看微信步数排行榜来督促自
己坚持走一万步以上。

“日行一万步，健康你一
生。”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
数市民对自己的运动要求，几
乎都是坚持走过万步。“我的微
信运动排行榜里每天都有 20
多位朋友上万步，我看他们都
很健康，所以我也就向他们学
习。”90后小伙多吉告诉记者，
常常听同事提到通过走路过万
步达到锻炼的作用，他的微信
运动排行榜更是多达20多位
好友几乎每天步行过万步。

据记者了解，“日行一万步”

并没有科学依据，这一概念是在
1960年由一家日本公司提出并
推广的。该公司提出“日行一万
步”其原始目的是为了给该公司
的一款产品做市场营销。为了迎
合1964年东京奥运会，这家日
本公司很巧妙地将这款产品同

“健康”的概念结合起来，并称是
根据日本九州大学波多野义郎
教授“日本人当时的日均步数大
约为 4000 步，若从每天走动
4000步增加到大约1万步，就
可多燃烧将近500卡热量，并保
持身材苗条”的研究发现，创造
出了被称为Manpo-Meter 的
万步测量器。

市民们追求的每天“高步
数排行”真能达到锻炼的目的
吗？11月22日，记者在州人民
医院骨科了解到，随着人们对
微信运动的热情不断升温，各
种因为“暴走”带来的坏消息也
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前几
天，一位50多岁的市民因每天
至少走2万步，导致了膝关节
的损伤。”州人民医院骨科副主
任邬玉林告诉记者，由于该市
民长期不合理的运动，原本应
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

越来越多，最终导致膝关节积
液、半月板撕裂。在我州，诸如
为了刷步数、冲进微信运动排
行榜而大幅度增加步行距离，
最终造成膝关节、足跟等部位
不适的患者不在少数。因此，微
信运动高步数排行榜并不意味
着健康运动。

邬玉林告诉记者，合适的
走路运动能达到锻炼目的，可
以有效降低老年人膝关节炎
的发生几率，但是不能盲目地
追求步数，要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邬玉林说：“一般情况
下，平路每天慢走1万步是可
以接受的，但是要分人、分年
龄、分身体情况。”他建议，年
龄在 50 周岁以下的健康人
群，每天可以通过慢走1万步
或快走6000步左右达到锻炼
目的。他呼吁广大“晒步族”一
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膝关节，
可以通过控制体重、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多做保护膝关节
运动、选择合适的鞋子等方式
来保护自己的膝关节。

“高步数排行榜”并不意味着健康运动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建议，成年人每天进行累
计相当于 6000 步以上的身体
活动。因此，每天6000步是最
健康的走路步数！

根据WHO建议：5-17岁
儿童和青少年每天应当至少
进行 60 分钟中等强度到高强
度身体活动，每天身体活动超
过 60 分钟将可获得额外的健
康效益，每周应当包括至少三
次加强肌肉和骨骼的活动。

18-64岁成人每周应从事
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身体
活动，或一周至少75分钟的高
强度活动，或中等强度和高强
度活动综合起来达到这一等
量的身体活动。为获得额外
的健康效益，成人应将中等强
度身体活动增加至每周300分
钟或应达到等量的身体活动，
每周应至少有两天从事加强
主肌群的活动。

65岁以上成人每周应从事

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身体
活动，或一周至少75分钟的高
强度活动，或中等强度和高强
度活动综合起来达到这一等量
的身体活动。为获得额外的健
康效益，他们应将中等强度身
体活动增加至每周300分钟或
应达到等量的身体活动。行动
不便者每周应至少有3天从事
身体活动以加强平衡和防止跌
倒。每周应至少有两天从事加
强主肌群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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