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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广西百色果蔬飘香，一

辆辆物流车开进壮乡革命老区，将

田间地头刚刚采摘下来的果蔬运向

全国各地……

近年来，广西百色不断发力推

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因地制宜优化

种植结构，让“菜园子”品种更加丰

富；从标准入手提升果蔬品质，让有

机绿色成为主打招牌；线上线下对

接大市场，让更多舌尖幸福得到满

足。百色已成为中国“南菜园”。

打造“三区两带”：

荒山坡多了“致富果”

黄炳延是百色市右江区汪甸瑶

族乡塘兴村农民。上世纪 90年代职

校毕业后，他利用学到的芒果育苗

技术在自家屋后的荒山上开荒种植

芒果。村里人觉得他疯了，“都是石

头、茅草，能种得了芒果？”黄炳延下

定决心，开荒、挖坑、引水，与荒山

“杠”上了。如今，他家的芒果园已扩

种到 60 多亩。黄炳延说，许多曾经

认为他是“疯子”的人，也跟他种起

了芒果。

向荒山要效益，村民脱贫致富

的路子越走越宽。当地因地制宜发

展起特色种植业，形成了“三区两

带”的种植格局。右江河谷以发展芒

果、蔬、蔗、粮为主，南部山区以发展

桑、柑橙、药材为主，北部山区以发

展茶、桑、特色水果为主，两翼山区

水果带与沿江沿河沿路秋冬菜产业

带也逐步铺开。

靖西市南坡乡喀斯特地形广

布，缺水又缺地，而今，石山披上了

绿装，桑园、柑橘林随处可见。“目前

全乡有 3 万多亩桑园，近 2 万亩果

园，达到‘人均一亩桑、户均三亩

果’，贫困户特色产业覆盖率超过

90%。”南坡乡副乡长凌利说。

如今，行走在百色老区，果蔬飘

香。除了河谷一带的芒果、瓜菜、叶

菜等品种，平果县的火龙果、德保县

的脐橙、西林县的砂糖桔、田林县的

油茶、凌云县的茶叶等都成为当地

叫得响的产业。“现在百色一年四季

都有农产品出产，不仅‘南菜园’品

种越来越丰富，老区群众收入也越

来越高。”百色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吴

风雷说。

推进品质提升：

标准先行打好绿色有机牌

如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曾是百色老区面临的一道难题。

百色市统一了产前栽培标准、产中

管护标准、产后分选标准，还规定统

一采摘时间，成立百色芒果研究院，

为每个芒果主产乡镇配备技术推广

人员。百色芒果被打造成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

在百色，还有乐业猕猴桃、凌云

白毫茶等 10 余个农产品获得地理

标志产品认证。吴风雷介绍，为了加

强质量管控，百色针对地标产品推

出了质量可追溯体系，生产、销售、

储运信息都可及时查询，为消费者

构筑了一道食品安全防线。

“为了更好地把好质量关，县里

成立了有机农业发展领导小组，并

专门设立了有机农业管理办公室，

去年全县有机认证面积1.8万亩，有

机产值在本地农业生产总值中占比

超过30%。”乐业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杨昌勤介绍，作为全国有机农业

示范基地，近年来当地组建专业监

管队伍对每个生产基地单元进行抽

查，实现有机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全

过程质量安全追溯。

对接大市场：

让优质产品送达更多餐桌

近年来，百色着力强化市场导

向，大力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打通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在抵御市场风

险的同时，进一步擦亮“南菜园”

招牌。

走进右江区澄碧湖芒果产业核

心示范区，山上数千亩的芒果看不

到边。右江区果蔬办副主任罗日关

介绍说，示范区引进多家龙头企业

入驻，同时成立了 6 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1家家庭农场，通过“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推进芒果

产销一条龙服务。

许多农产品还走俏网络。2018

年，百色芒果销售电商达 9800 多

家，通过电商销售发生的寄递量达

2283.5 万件。田东县还成立了芒果

线上营销“一件代发”统一配送中

心，84 名企业家、个人商家会员实

现了统一管理、统一供货、统一包

装 、统 一 仓 储 、统 一 物 流 的 联 营

模式。

2013 年底，“南菜北运”项目

“百色一号”果蔬绿色专列开通运

行。“百色一号”运营企业主管黄旋

红介绍，目前专列已形成农产品冷

链流通体系，累计开行100余趟，向

北方市场输送了大量广西优质农

产品。

在百色，专列运输的农产品种

类越来越多，运送范围逐渐延伸到

东盟地区。2018年 3月，借助中欧班

列（南宁—河内）跨境集装箱班列，

“百色一号”还开通了“南宁—河内”

跨境农产品冷藏集装箱班列并实现

常态化运行，来自西北地区的苹果、

洋葱等农产品得以快速进入东盟

市场。

（新华社 王念 卢羡婷 徐海涛）

红土地上果蔬香
——中国“南菜园”的改革经

62 岁的袁建平的家乡——湖南

株洲，是全国首批重点建设的 8 个

工业城市之一，湘江之畔的清水塘

是其核心工业区。粗放式发展，让这

里欠下了沉重的环境债。党的十九

大以来，一场攻坚战在此打响。

烟囱林立“清水”不见

清水塘，是国家“一五”“二五”

期间重点投资建设的工业基地。从

上世纪 50年代开始，位于荒岭间的

清水塘，“长”出一个国家工业重镇。

1989年，王小中从湖南大学毕业

来到这里。他回忆当年的景象说：“站

在高处一看，密密麻麻全是烟囱。”

清水塘核心区域只有 15.15 平

方公里，高峰时聚集企业 261家，以

冶炼、化工为主，累计上缴利税近

500亿元，成为“中国的鲁尔区”。因

之得名的那口清澈水塘，变黑变臭，

然后消失了。

“烟囱一年四季冒烟。出门一抬

头，天上像盖了个五颜六色的盖

子。”袁建平形容。

2003 年、2004 年，株洲连续被

列入“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清

水塘工业污染是主因。

对株洲乃至湖南而言，清水塘

的治理面临两难：治了，株洲经济

“伤筋动骨”；不治，株洲没有了高质

量发展空间，且环境将持续恶化。

壮士断腕 整体搬迁

24 岁那年，王小中来到清水塘

打拼。42岁这一年，他将白手起家的

设备制造企业关停了。

“那是2017年6月18日。关停日

期记得特别清楚，心里五味杂陈。”王

小中的企业多年获评株洲优秀企业，

年产值数千万，拥有上百员工。

对清水塘的企业来说，2017 年

都是无法忘记的。按照湖南省委省

政府要求，株洲正式启动清水塘整

体搬迁改造。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说，这次

不再搞“外科手术”，而是以壮士断

腕的决心打一场攻坚克难之战。截

至 2016 年底，清水塘还剩 153 家企

业，包括央企、国企和民企等；区域

内有约3万职工、3万居民……

200余名干部一头扎了进来，任

务是说服所有企业关停搬迁，并妥

善安置人员。

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清

水塘搬迁指挥部副指挥长冯建湘记

得，在一场谈判中，70岁的企业家任

庚寅流着泪问：“凭什么说拆就拆，

说交就交？”他曾是下岗职工，用 20

年心血办起了这家企业。

冯建湘也红了眼眶：“您是老党

员，恳请您带头走出这一步。换回碧

水蓝天，造福不只一代人。”沉默良

久，任庚寅含泪点头。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一家一家、

一次一次来到各家企业做工作，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的谈判至凌

晨。最终，都被打动，同意搬迁。

截至 2019 年初，株洲分类安置

职工 1.83 万人，通过棚改拆迁，3万

名居民搬进新家。

“没有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出

路。这是一份光荣的事业。”搬迁指

挥部干部陈明说。

除旧布新 美丽“蝶变”

2018 年 12 月 30 日，漫天大雪

中，始建于 1956 年的株冶集团最后

一座冶炼炉熄火了。发出停氧指令

的工段长肖永强流下热泪，身后的

同事都哭了。

这一天，清水塘工业区企业“清

零”。湘江畔这一著名老工业区，成

为历史。

这一大搬迁，不是污染转移，而

是凤凰涅槃：在醴陵，最早搬出的旗

滨玻璃建成花园式厂房，仅一条生

产线产值就超过老厂；在衡阳，株冶

集团新项目已启动，1400 多亩地，

没有一个废水外排口……

如今的清水塘，不见烟囱，了无

异味。

更多变化在发生：湘江霞湾段

水质由Ⅲ类提升到Ⅱ类，已退出重

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株洲市区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幅居全省第一。

“破旧，是为了更好地立新。”毛

腾飞说，清水塘建设方案已经出炉，

将“蝶变”为一座山水相依、产城相

融的绿色创新城。

过去的“中国鲁尔区”不见了，

一个新的“中国动力谷”在湘江之畔

拔地而起——在占地 1000 多亩的

自主创业园，多位院士专家带领的

项目落户。

株洲市市长阳卫国说，株洲正

积极布局新动能新产业，“一块干净

的土地，将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大

空间。”

70%的中国轨道交通核心零部

件研制、突破千亿元的轨道交通基

地……株洲高质量发展新图景，正

在绘就。

新产业的培育，成为减轻阵痛的

良方。2017年、2018年，株洲GDP增

幅分别为8%和7.8%。今年1至5月，

全市规模工业利润同比增长39.2%。

2019年 7月，清水塘区域腹地，

人工开挖的新湖已见雏形。

“天蓝了，水清了，我原来没想

过能看到这一天。”站在老工业区旧

址，袁建平感慨万千。

（新华社 丁锡国 席敏 袁汝婷）

清水塘的“映照”：

从“中国鲁尔区”到“中国动力谷”

本报讯（袁矛）“除《水调歌

头》外我们希望能展示苏东坡人

生不同阶段的中秋词。”“我觉得

这里面还可以有新的解读。”……

7 月 17 日，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

内，中央电视台《我们的节日-

2019 中秋》专题摄制组正紧锣密

鼓地工作着，自 7 月 15 日开拍第

一个镜头以来，摄制组已经陆续

拍摄了东坡颂月等内容。

近年来，四川省各市（州）广

泛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产生

了良好社会反响和教育效果，已

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响亮品

牌。笔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传统节日，

四川省委宣传部协调邀请了中央

电视台《我们的节日》重点节目组

到眉山，拍摄制作此次以东坡文

化为主题的中秋特别节目。

据悉，央视《我们的节日-

2019 中秋》专题特别节目以纪录

片的形式、采用 4K 超高清拍摄，

以“团圆·乡愁”为主题，分为颂

月、品秋、庆节 3 个篇章，每个篇

章由3个故事组成。经过2个多月

的调研，节目组在全国选取了分

别来自北京、四川、浙江等 8个省

市的9位普通人，以独特的视角讲

述他们的中秋故事。其中在眉山

拍摄的2个故事，主要讲述三苏祠

资深解说员李晓苹的中秋故事和

非遗传承人叶智制作非遗美食龙

眼酥的故事。

“在一个地方拍摄2个故事很

难得。”谈到在眉山选取了 2个拍

摄故事的理由，该节目执行总导

演乔森说，因为合适，“讲到颂月

的话，是绕不开苏东坡的，他可以

说是一个‘月亮诗人’，在他传世

的 3000多首诗词中，‘明月’一词

出现了 100 余次，‘月’字出现的

频率高达 1059 次。而眉山龙眼酥

很符合品秋篇章。龙眼酥既是眉

山当地中秋佳节的必备美食，也

是东坡文化的一部分。”乔森表

示，选定龙眼酥是苏轼的“小饼如

嚼月,中有酥和饴”给了他灵感。

此次拍摄的主人公，年近七

旬的李晓苹解说东坡文化多年，

对于苏东坡的中秋词，她有一番

自己的理解：“苏轼众多中秋词

中，我最喜欢《水调歌头》，这首

词不仅表达了亲情，还表达了家

国之情，一句‘千里共婵娟’是对

所有受着离别之苦的人的美好

祝愿。”

据悉，节目拍摄制作完成后，

将 于 中 秋 节 当 晚 在 CCTV- 10

播出。

央视走进眉山
纪录东坡故里的
中秋文化

河南开通
高校学生资助热线

新华社郑州 7 月 19 日电（记者

李丽静）为帮助高校学生和家长了解

国家资助政策，解除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后顾之忧，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近日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接

受咨询。

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河南省目前已在高等教

育阶段建立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

师范生免费教育、高校大学生服义务

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直接招收士

官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退役士兵教

育资助、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勤工助

学、学费减免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高

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2018 年，全省共资助普通高校学生

270.64万人次，资助金额68.43亿元。

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学生资助的

宣传工作力度，确保“应助尽助”，河

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开通了两部

热线，周一至周五每天 8时至 12时、

15时至18时接受咨询。期间，各地市

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各高校也同

时开通热线电话，受理学生、家长的

咨询和投诉。学生和家长可通过河南

省 学 生 资 助 管 理 中 心 网 站 www.

haedu.net.cn和“河南学生资助”微信

公众号查询电话号码。学生与家长如

有资助方面的问题，可先拨打就读学

校的热线电话；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

解决，再拨打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热线电话。

除热线电话以外，困难学生和家

长还可以通过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开通的官方QQ800185185，由工

作人员在线答疑解惑。

安徽
向“金融互助”“虚拟货币”
等网络传销“亮剑”

新华社合肥 7 月 19 日电（记者

陈诺）打着金融互助、虚拟货币等名

头旗号，实为新型网络传销，危害无

穷。日前，安徽省委政法委、安徽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公安厅联合下

发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至今年 12 月

10 日开展“皖剑-2019”联合打击传

销行动，全面清理在安徽活动的异地

聚集型传销人员，深度打击“金融互

助”“虚拟货币”等网络传销。

此 次 联 合 行 动 将 重 点 打 击 以

“1040工程”“资本运作”“连锁销售”

等名义实施的异地聚集式传销，以

“资本运作”“微商”“电商”“多层分

销”“消费投资”“虚拟货币”“金融互

助”“旅游互助”“爱心互助”等名义为

幌子的各类网络传销；严厉查处为传

销活动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仓

储、人员住宿等便利条件的行为以及

违规招募、违规培训、违规计酬等不

法行为，坚决取缔打着直销旗号从事

传销以及直销企业从事传销的行为。

安徽各地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

部门 12315 投诉举报热线和公安机

关 110报警平台的作用，紧密结合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拓宽和畅通

社会举报渠道；围绕新型网络传销违

法行为的特点，协调通信、网信等部

门强化对互联网的相关监管工作；严

惩一批传销和变相传销组织者，对构

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对从事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活动

的企业予以取缔；持续开展“无传销

社区(村)”创建工作。

叶智制作的龙眼酥李晓苹正在讲解苏东坡中秋词

第三届中国（四川）国际
养老服务业暨养老产业
博览会9月在成都举行

本报讯（李林晅）笔者 7 月 19 日

从四川省民政厅获悉，第三届中国

（四川）国际养老服务业暨养老产业

博览会将于 9月 20日至 9月 22 日在

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行。

本届博览会以“乐享天府 品质养

老”为主题，展览面积约 2.2 万平方

米，分为综合展示和主题展示两大板

块。综合展示板块重点突出各地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未来

的发展机遇、政策指引和监管以及老

年公益慈善等。主题展示板块将设国

际养老产业、养老服务、智慧养老、无

障碍生活、医疗保健、康复护理以及

康养食品七大展区。

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四

川）国际养老服务业暨养老产业发展

论坛，围绕养老业态运营模式、长期

照护体系建设与完善、日间照料机制

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智慧养老等养

老服务业堵点和痛点进行深入探讨

与交流。同时还将举行国际养老产业

对接洽谈会及签约仪式，并开展“当

你老了”体验区、乐享悦 YOUNG 体

验节等系列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