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园雅客田园雅客田园雅客”””李李李民强民强民强：：：

做个做个做个“““文艺范儿文艺范儿文艺范儿”””的老农民的老农民的老农民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刘艳菊

因为喜欢写作，学着作家诗人的样
子，肃宁县河北留善寺镇西曲堤村 55岁
的村民李民强给自己起了一个优雅的网名

“田园雅客”。他把改网名的事跟工友一
说，工友笑了：“哈哈，田园……雅客，
这不就是老农民嘛。”

李民强也笑了：“我本来就是老农民
啊，我就做一个文艺范儿的老农民吧。”

这个“文艺范儿”的老农民，喜欢
写诗，梦想成为诗人，在门窗厂工作的
他，天天与数字打交道，他的生活被数
字和文字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每天他都在数字与文字之间转换着角
色。

数字与文字的日常

河北留善寺镇在肃宁县最东边，毗邻
河间，李民强就近在河间一家门窗厂做
工，每天接触的都是图纸和尺寸。他负责
的是第一道工序：下料。

工作之余，大多数人都喜欢上网聊
天，可性格内向的李民强不爱聊天，也
不会聊天，他喜欢将所思所想用文字表
达出来。白天面对着数字忙碌，晚上他
就扎在文字堆里，或读或写，倾心于自
己的爱好。白天遇到的景、产生的情，
他会暂存在心里，晚上再慢慢用诗词表
达出来。

李民强热衷于诗歌，他喜欢《回延
安》的直抒胸臆；喜欢《再别康桥》的委
婉和轻柔；喜欢《团泊洼的秋天》借景抒
情；喜欢带着深深眷恋的《乡愁》……诗
歌让他找到了表达情感的方式，也让他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梦想做个诗人

李民强喜欢诗歌，也爱写诗歌。
他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在高中。他

曾在肃宁县农技中学就读。刚走进学校
时，宿舍的铁门和高低铁床令他心头一
震，便心生出几句诗：走进虚掩的铁门/

坐上冰冷的铁床/你不必惊诧/这/就是我
们生活的地方/一切为了求学/为了未来高
等的学堂……

其实当时他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诗
歌，在课本上学习了贺敬之的 《回延
安》 后，他就觉得像了。“心口呀莫要
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
了……”李民强喜欢这种押韵的诗歌，
所以写的诗歌也都押韵，读起来琅琅上
口。

上学的那段时光是他最早的记忆，
唯恐忘记，他把这段经历用文字记在日
记本里。毕业后，因忙于生活，很长一
段时间他都没有再写，但做个诗人的梦
想一直在。直到 2009年，他又开始断断
续续地写作。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带着一帮年轻人
干活，吃饭的时候，年轻人都玩着QQ，
有说有笑的。李民强也不懂，总觉得自己
跟不上时代了。他就想无论如何也要融入
年轻人的圈子，要不怎么能带好他们呢？
于是和媳妇商量着买台电脑，让正上大学
的儿子教教自己。

电脑有了，他开始学着上网，尽管生
疏，还是努力地学，从此以后，他也能和
工友们说到一块儿了，憋了多年的写作爱
好，也被重新拾掇了起来。每天晚上，他
就打开电脑，什么也不管了，写写说说，
然后发在QQ空间里。

一天两天还行，时间长了，妻子就
说了：“你跟着电脑去过吧！家里的事什
么也不管，你看乱的，也不知道拾掇拾
掇。”

灵感在线，李民强哪顾得上理她，还
自顾自地敲着键盘。媳妇真生气了，直接
就把电源插销拽了下来。这下好了，刚写
的东西全没了，前功尽弃。

写作是爱好，更是生活

工作和生活常常是忙得脚打后脑勺，
但李民强还常有灵感迸发。写作对他来
说，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方
式。

前不久的一个夜晚，月亮被一片白云
包围着，就像一朵盛开的白莲花。太美
了！他赶紧拿手机拍下了这一刻，心中涌
起阵阵激情，知道灵感来了。回到屋里，
他写下了《夜空的白云》：今晚/月是花
心/云是花瓣/天空变成了黑土地；今晚/
天空是大屏幕/上演着白云追月的故事/我
就是观众；今晚/天地间拉近了距离/花非
花/梦中只有我和你。

这是他写作以来最快的一次，从动笔
到定稿用了 15 分钟的时间。初稿完成
后，他就一遍又一遍地读，一次次地修
改，直至自己满意。一般他会在晚上 10
点多定稿，然后经过一夜的沉淀，第二天
早上再发。若是不能定稿的，只能等下一
个晚上再斟酌。

一个农民，打工挣钱就行了，还要
写诗？从写作初期到现在，周围的好多
人都不理解他。常常是张口就问：有稿
费吗？李民强答：没有。对方又问：那
你闲得没事了？李民强只是笑笑，不再
回答。

再后来，李民强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文学圈子，他加入了肃宁一个民间文学组

织，在那里遇到了很多和自己一样的百姓
读者、草根作家，大家一起谈诗论文，相
互之间都是鼓励。李民强也不再只顾写，
而是抽出时间去读，认真阅读大家的作
品，看大家都写什么、都怎么写，从中汲
取精华。

虽然他是肃宁人，可家在肃宁的最
东沿，与河间搭界，他又在河间做
工，真的对肃宁了解甚少。通过阅读别
人的文章，他对肃宁的风土人情和地理
文化有了更多的认知，这为他增加了更
多写作的素材。尤其是参加百姓读书会
和全民写作的公益讲座，让他有了新
的起点——受全民写作的影响，他也
从单纯的诗歌创作，增加到以散文随
笔的形式来讲述生活中的故事。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李民强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他的诗歌陆续发表在各
个平台、报刊，也多次在各种主题征
文中获奖。2024 年，他作为肃宁全民
写作的优秀作者被推荐加入沧州市作
协。

生活虽然平凡，但李民强在文字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李民强李民强（（右二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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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齐斐斐 邢
馨如）日前，市新华书店
与沧州监狱正式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共同启动“泛
游书海 启心励行”阅读
深化年活动。

当天，沧州监狱图书
馆揭牌仪式在监狱教学楼
图书馆举行，该阅读空间
由市新华书店提供存书
4000 余册，涵盖思想政
治、社会百科、古典名著
等 7大类，并增设了新书
专区、阅读推荐专区和每
月更新的“阅见”新华书
店书目排行榜。

活动启动仪式上，市
图书馆朗诵艺术团老师们
的诗朗诵展现大国情怀与
爱国情谊；服刑人员的动
情表演，体现自己改造的
决心；监狱相关负责同志
宣读了“泛游书海 启心
励行”阅读深化年活动方
案，活动以书香浸润高
墙，助力服刑人员改造

“新生”。同时，沧州监狱
启新文化社成立，为服刑
人员提供了更广阔的学习
创作平台。

活动中，市新华书店
与沧州监狱签订 《2025
年度合作协议》，明确

“图书直通车”“作家进狱
园”“名师分享会”等 8
项合作内容。现场还举行
了图书推介会，方便服刑
人员了解更多图书资讯；
开展阅读评比活动，通过
读书比赛、征文比赛等多
种形式评选出“书香监
区”和“润心个人奖”，鼓励服刑人员多读书、爱读
书、读好书。监狱领导表示，沧州监狱坚持“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工作理念，通过拓展图书资源、完善
阅读设施、共建阅读平台等举措，促进服刑人员启智
明理、早日“新生”。

市新华书店负责人表示，参与监狱文化建设，是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市新华书店将充分发
挥自身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专业优势，全力支持监狱文
化育人工作，为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此次市新华书店与沧州监狱的战略合作，是
监地共建、拓展文化帮教的又一创新实践。未
来，双方将不断探索合作模式，深化合作内容。

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关

春风拂过，在渤海湾一片片广阔
的旱碱麦田里，绿油油的麦苗随风摇
曳，宛如碧波荡漾的湖面，让希望的
田野愈发充满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沧州市农林科学院（以
下简称“市农科院”）突破传统农业束
缚，在盐碱滩涂上培育出4个旱碱麦
新品种（沧麦15、沧麦16、沧麦17、沧
麦18）。从实验室里的紧张忙碌到麦
田里的辛勤劳作，从面粉创新工艺到
端上百姓餐桌的健康食品，科研人员
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十年磨一剑的
决心，以实际行动串起了育种、种植、
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不仅有馒头、面条、面花等初加
工产品，高纤代餐粉、蛋白饲料等高
品质、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产品也得
以不断研发推广，正在走进千家万
户。多年来，在科研人员的不懈坚守
下，盐碱地渐渐成为‘聚宝盆’。”市农
科院加工研究院党支部书记董维颇
为感慨地说。

春末，阳光和煦。
笔者一行人走进位于沧州高新

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
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以下简称

“研究院”）大楼。宽敞明亮的一楼大
厅，河北黄骅旱碱麦科技小院、河北
省旱碱麦加工技术创新中心等牌匾
挂满一面墙；二楼的一间实验室里，5
名科研人员正在专心分析旱碱麦的
独特品质和加工特性，研究面花等面
制品的营养和口感，我们的到来丝毫
没有影响他们的工作。拿起一块旱
碱麦加工的馒头放进嘴里，浓郁的麦
香让人欲罢不能。跟随着市农科院
加工所赵月的脚步，笔者领略了现代
农业与智慧科技碰撞所产生的火花。

“研究院成立于2023年，是由我
市农科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合作共建的，我们的主要
任务是把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突出旱
碱麦等特色农产品的功能性和独特
性，通过品牌塑造，发展精深加工，加
快推动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我们
这个18人组成的创新团队，年龄最小

的25岁，党员占到了六成以上，细化
了5个小组，大家有思想、有干劲。目
前，团队正在加快旱碱麦副产物高值
化利用这一课题的研究，争取有更多
满足客户需求的旱碱麦健康产品进
入市场”。赵月说道。

坚守，源于科研工
作者的责任担当

正如赵月所说，整个研究院队伍
是市农科院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已
经有 8 年工作经验的他是“90 后”。
面对高强度且单一的工作，面对一次
次失败和重来，这些年轻人是怎么坚
持到底的？他们的答案出奇地一致：

“凭着对农业科研的热爱和责任担
当。”

赵淑真是旱碱麦加工小组的成
员，她的研究方向是旱碱麦加工与高
值化利用。在走访了几十家企业、养
殖户后，他们发现了麦麸等副产物多
作为饲料销售，附加值很低。“麦麸中
含有各种氨基酸、膳食纤维，这是其
他产品中缺乏的，就这样浪费掉很可
惜。目前通过生物技术和物理技术
等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改善麦麸口
感的同时，保留了它的营养，粉碎后
添加进面粉中一举两得。”赵淑真说。

肖琪所在的产品研发团队正在
开发一款炒制工艺的旱碱麦代餐粉
产品。研发过程还是比计划中难了
数倍，光是面粉的炒制就是一道难过
的坎。“面粉炒制最难控制的是火候，
两口大锅，我们每天工作就是不停搅
拌，一搅一个多小时，一天下来至少
得搅八个小时。”这样的劳动量对于
女孩子来说，显然是在做“苦力”，一
天下来，肖琪和同事们胳膊累得抬不
起来，回家直接“瘫”在床上。

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粉糊了、苦
了、半熟，甚至凝结成块，无论哪种问
题，他们都要亲自尝一尝，有时一天
就要尝十几次，甚至后期嘴巴都快尝
不出味道了。面对接踵而至的各种

问题，他们一次次推倒重来。炒之前
上锅蒸、减少炒制时间、铺锡纸阻隔
水分……开动脑筋，想出绝招。经过
60多天的反复摸索，他们终于炒制出
了口感“很不错”的代餐粉原料。那
一刻，实验室沸腾了。

肖琪的话引得旁边的贾艳丽频
频点头，这个年轻女孩是蛋白饲料的
小组负责人，很多相同的经历让她俩
会心一笑。

蛋白饲料同样源于麦麸，最初的
生产灵感也源于几十次的走访调研。
麦麸优点很多，但由于所含抗营养因
子，动物大量食用会消化不良。“我们
正在开展食用菌菌体丝发酵技术研
究，利用此技术不仅会降低麦麸中抗
营养因子浓度，还能提高产品蛋白质
含量，最终大幅提升麦麸利用率，带动
农民增收。”贾艳丽说，这个设想让他
们很兴奋，随即投身实验室，一天十个
小时，一待就是300多天。

经过反复试验，贾艳丽在16种菌
种里筛选出了4种适用于麦麸发酵的
优势菌种，这一过程持续了几个月。

“那段时间每天研究各种菌的颜色、
性质、功效，有时梦里都是它们。随
着不断分析、归类、整合，最终在一团
乱麻中梳理出了可用菌种。”

团队的本意是让合适的菌种和
麦麸混合发酵，让菌种“吃掉”麦麸，
融合产生新饲料。但在经过40多天
发酵后，焦急等待的他们大失所望，

“麦麸没有被‘吃掉’。”几个人顾不上
失落，马上找专家、翻文献，接下来的
时间，反复发酵、等待、落空。“添加水
过多、发酵袋效果不如发酵瓶是主

因。”4个月的反复试验，他们终于找
到原因，马上进行改良。“记得是去年
6月，在揭开盖子的刹那，我眼泪差点
流出来，麦麸被菌种‘吃掉’啦！”想起
当时情景，贾艳丽依然激动不已。

成功，根植于信念
的坚守

“成功啦！”一声欢呼，贾艳丽在北
京的消化实验室里，通过手机视频和

“战友们”分享成功一刻，她喜极而泣。
2024年10月，贾艳丽只身一人，

带着麦麸蛋白饲料来到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消化实验
室测试数据。“这一天是我进行这项
研究一年来最难忘，也最难熬的。”从
早上8点进入实验室，她一个人不停
做测试。因为产品实验特性，中间不
允许停顿。“一直到下午4点，8个小
时我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喝水。”
身体的劳累固然磨人，心里的忐忑更
是煎熬。当她用颤抖的手打开实验
数据，所有的辛苦和焦虑都化为开心
的眼泪。“蛋白消化率增加到了96%，
蛋白质含量翻了一倍，成本较之目前
的饲料大大减少，我们成功啦！”视频
的那头，队友们也尽情欢呼起来。

沈建洋对这一幕感触颇深。旱
碱麦精深加工产品少、产业链条短、
产品附加值低，市场对旱碱麦健康加
工制品的需求迫切，多家企业专门到
研究院寻求技术合作。在这一刻，他
看到了奋斗的意义，产品将来上市，
意味着能为人们带去健康、为农户带
去效益。“其实在失败、失落的时候也
想过放弃，艳丽是党员，她用自己坚
定信念和行动鼓励我，一路支撑着我
们坚持了下来。”

“院里领导和党组织也给了我

们支持和鼓励。研究院定期组织大
家学习培训，真正把旱碱麦产品研
发推广与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
密结合。党支部组织党员深入企业
和田间地头调研，风雨无阻。每周
四是我们的‘头脑风暴’时间，党员
们悉数到场，进行学术汇报交流，很
多好思路、好想法都是这样脱颖而
出的。”赵月说。

27岁的沈建洋走出校门时间不
长，却成长迅速，现在是研究院负责
旱碱麦品质分析的小组带头人。他
的研究方向是旱碱麦产品产业链的
第一环。“我们队伍里有四个年轻人，
两个党员，我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在工作中，我不仅向党员认
真学习，而且一直用一个共产党员的
标准来要求自己。”

二楼实验室的面花所用的“沧
麦6005”号旱碱麦正是沈建洋带着研
究人员采样回来的。麦收的季节天气
炎热，四个小伙子头顶烈日，在中捷等
地采了48个样品回来。给样品磨粉，
是他们最“怵头”的。实验磨在市农科
院的一个仓库里，仓库没有任何制冷设
备，磨粉也需要人员全程干预。一个样
品进去就是一个半小时，所有样品要近
一个月才能磨完。

“通常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
边磨粉边调整参数和水量，劳作、闷
热加上蚊虫叮咬，离开仓库的时候浑
身湿透，一腿的疙瘩。”沈建洋坦言，
也正是有了这些艰辛付出，回到实验
室的后续工作有了新进展。

展望未来，党支部书记董维充满
信心。她说：“将来，我们会继续乘着
旱碱麦种植、开发、产品转化的东风，
继续讲好旱碱麦品牌故事、努力挖掘
营养健康类新产品，在延长产业链上
下功夫，为农民增收、企业节本增效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 高 质 量 机 关 党 建 促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与沧州日报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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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关

春风拂过，在渤海湾一片片广阔
的旱碱麦田里，绿油油的麦苗随风摇
曳，宛如碧波荡漾的湖面，让希望的
田野愈发充满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沧州市农林科学院（以
下简称“市农科院”）突破传统农业束
缚，在盐碱滩涂上培育出4个旱碱麦
新品种（沧麦15、沧麦16、沧麦17、沧
麦18）。从实验室里的紧张忙碌到麦
田里的辛勤劳作，从面粉创新工艺到
端上百姓餐桌的健康食品，科研人员
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十年磨一剑的
决心，以实际行动串起了育种、种植、
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不仅有馒头、面条、面花等初加
工产品，高纤代餐粉、蛋白饲料等高
品质、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产品也得
以不断研发推广，正在走进千家万
户。多年来，在科研人员的不懈坚守
下，盐碱地渐渐成为‘聚宝盆’。”市农
科院加工研究院党支部书记董维颇
为感慨地说。

春末，阳光和煦。
笔者一行人走进位于沧州高新

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
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以下简称

“研究院”）大楼。宽敞明亮的一楼大
厅，河北黄骅旱碱麦科技小院、河北
省旱碱麦加工技术创新中心等牌匾
挂满一面墙；二楼的一间实验室里，5
名科研人员正在专心分析旱碱麦的
独特品质和加工特性，研究面花等面
制品的营养和口感，我们的到来丝毫
没有影响他们的工作。拿起一块旱
碱麦加工的馒头放进嘴里，浓郁的麦
香让人欲罢不能。跟随着市农科院
加工所赵月的脚步，笔者领略了现代
农业与智慧科技碰撞所产生的火花。

“研究院成立于2023年，是由我
市农科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合作共建的，我们的主要
任务是把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突出旱
碱麦等特色农产品的功能性和独特
性，通过品牌塑造，发展精深加工，加
快推动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我们
这个18人组成的创新团队，年龄最小

的25岁，党员占到了六成以上，细化
了5个小组，大家有思想、有干劲。目
前，团队正在加快旱碱麦副产物高值
化利用这一课题的研究，争取有更多
满足客户需求的旱碱麦健康产品进
入市场”。赵月说道。

坚守，源于科研工
作者的责任担当

正如赵月所说，整个研究院队伍
是市农科院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已
经有 8 年工作经验的他是“90 后”。
面对高强度且单一的工作，面对一次
次失败和重来，这些年轻人是怎么坚
持到底的？他们的答案出奇地一致：

“凭着对农业科研的热爱和责任担
当。”

赵淑真是旱碱麦加工小组的成
员，她的研究方向是旱碱麦加工与高
值化利用。在走访了几十家企业、养
殖户后，他们发现了麦麸等副产物多
作为饲料销售，附加值很低。“麦麸中
含有各种氨基酸、膳食纤维，这是其
他产品中缺乏的，就这样浪费掉很可
惜。目前通过生物技术和物理技术
等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改善麦麸口
感的同时，保留了它的营养，粉碎后
添加进面粉中一举两得。”赵淑真说。

肖琪所在的产品研发团队正在
开发一款炒制工艺的旱碱麦代餐粉
产品。研发过程还是比计划中难了
数倍，光是面粉的炒制就是一道难过
的坎。“面粉炒制最难控制的是火候，
两口大锅，我们每天工作就是不停搅
拌，一搅一个多小时，一天下来至少
得搅八个小时。”这样的劳动量对于
女孩子来说，显然是在做“苦力”，一
天下来，肖琪和同事们胳膊累得抬不
起来，回家直接“瘫”在床上。

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粉糊了、苦
了、半熟，甚至凝结成块，无论哪种问
题，他们都要亲自尝一尝，有时一天
就要尝十几次，甚至后期嘴巴都快尝
不出味道了。面对接踵而至的各种

问题，他们一次次推倒重来。炒之前
上锅蒸、减少炒制时间、铺锡纸阻隔
水分……开动脑筋，想出绝招。经过
60多天的反复摸索，他们终于炒制出
了口感“很不错”的代餐粉原料。那
一刻，实验室沸腾了。

肖琪的话引得旁边的贾艳丽频
频点头，这个年轻女孩是蛋白饲料的
小组负责人，很多相同的经历让她俩
会心一笑。

蛋白饲料同样源于麦麸，最初的
生产灵感也源于几十次的走访调研。
麦麸优点很多，但由于所含抗营养因
子，动物大量食用会消化不良。“我们
正在开展食用菌菌体丝发酵技术研
究，利用此技术不仅会降低麦麸中抗
营养因子浓度，还能提高产品蛋白质
含量，最终大幅提升麦麸利用率，带动
农民增收。”贾艳丽说，这个设想让他
们很兴奋，随即投身实验室，一天十个
小时，一待就是300多天。

经过反复试验，贾艳丽在16种菌
种里筛选出了4种适用于麦麸发酵的
优势菌种，这一过程持续了几个月。

“那段时间每天研究各种菌的颜色、
性质、功效，有时梦里都是它们。随
着不断分析、归类、整合，最终在一团
乱麻中梳理出了可用菌种。”

团队的本意是让合适的菌种和
麦麸混合发酵，让菌种“吃掉”麦麸，
融合产生新饲料。但在经过40多天
发酵后，焦急等待的他们大失所望，

“麦麸没有被‘吃掉’。”几个人顾不上
失落，马上找专家、翻文献，接下来的
时间，反复发酵、等待、落空。“添加水
过多、发酵袋效果不如发酵瓶是主

因。”4个月的反复试验，他们终于找
到原因，马上进行改良。“记得是去年
6月，在揭开盖子的刹那，我眼泪差点
流出来，麦麸被菌种‘吃掉’啦！”想起
当时情景，贾艳丽依然激动不已。

成功，根植于信念
的坚守

“成功啦！”一声欢呼，贾艳丽在北
京的消化实验室里，通过手机视频和

“战友们”分享成功一刻，她喜极而泣。
2024年10月，贾艳丽只身一人，

带着麦麸蛋白饲料来到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消化实验
室测试数据。“这一天是我进行这项
研究一年来最难忘，也最难熬的。”从
早上8点进入实验室，她一个人不停
做测试。因为产品实验特性，中间不
允许停顿。“一直到下午4点，8个小
时我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喝水。”
身体的劳累固然磨人，心里的忐忑更
是煎熬。当她用颤抖的手打开实验
数据，所有的辛苦和焦虑都化为开心
的眼泪。“蛋白消化率增加到了96%，
蛋白质含量翻了一倍，成本较之目前
的饲料大大减少，我们成功啦！”视频
的那头，队友们也尽情欢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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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向是旱碱麦产品产业链的
第一环。“我们队伍里有四个年轻人，
两个党员，我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在工作中，我不仅向党员认
真学习，而且一直用一个共产党员的
标准来要求自己。”

二楼实验室的面花所用的“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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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磨粉也需要人员全程干预。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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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加上蚊虫叮咬，离开仓库的时候浑
身湿透，一腿的疙瘩。”沈建洋坦言，
也正是有了这些艰辛付出，回到实验
室的后续工作有了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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