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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者下乡斗牛比赛历史悠久。近日，在者下乡斗牛场举行的牦牛斗牛比赛吸引了众多牧民前来观看。

秋日时节，位于黄河岸畔的陕西省

大荔县迎来冬枣集中采收季。科技助

农、引种冬枣，原先遍地盐碱的黄河滩

区，通过培育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

之路。

站在大荔县小坡村向田间远望，万

亩冬枣大棚铺向天际，这里的日光温室

亩均收入超过 8万元。棚中硕果累累，

冬枣压弯枝头。一车车冬枣从这里装箱

发运，冬枣成为大荔县农民的“幸福果”。

曾经的小坡村，是当地有名的穷

村。黄河滩地多盐碱，只长荒草不长庄

稼。小坡村人守着盐碱地过着苦日子，

“种一葫芦收不了半瓢”。“1998 年我当

选小坡村主任的时候，全村人年均收入

不到 500 元。黄河滩边的盐碱地，像是

沉重的磨盘，让大家只能围着贫穷打转

转。”提起往事，小坡村党支部书记薛安

全感慨不已。

为了把盐碱地“救活”，薛安全开始

带领村民们扑进地里搞试验。承包盐碱

地，没日没夜地试验比较，终于将枣树苗

栽植成活。脆甜可口的冬枣渐渐在市场

中创出了品牌，村里冬枣种植规模快速

增加，黄河岸畔的万亩盐碱地里长出了

致富果。

随后，小坡村成立大荔县绿源农庄

冬枣专业合作社，建起万亩有机冬枣扶

贫科技示范园，将冬枣种植延伸到储

存、物流、电商、培训以及销售等环节。

同时建立“冬枣小镇”，开发儿童乐园、

水上乐园、休闲垂钓等特色旅游项目，

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冬枣产业

附加值。如今，小坡村冬枣种植面积

1.5 万亩、年产值 1.2 亿元，成了十里八

乡的标杆示范村。像这样的“亿元村”，

大荔县还有 11个。

近年来，大荔县以国家现代产业园

为依托，立足冬枣产业做大“土特产”文

章，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品牌建设

等多种手段，推动冬枣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使其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当地果农在农技专家带领下，持续

改进温棚冬枣栽培技术，光温调控、病害

防控有了更多科技元素。如今，大荔的

冬枣不再只出现在冬季，每年从 5月到

11月都有新鲜冬枣上市，冬枣温棚亩均

收益达到6至8万元。

“大荔冬枣产业与多所高校持续开

展合作，在新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土

壤健康管理等方面，不断强化科技助农

水平，有力推动了这一富民主导产业高

质量发展进程。”大荔县红枣产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周爱英表示。

为进一步培育“大荔冬枣”品牌，大

荔县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域内域外结

合”模式，现场推介、直播下单、产销对接

等形式，将大荔冬枣推介到全国各地。

通过多元化推动冬枣产业延链补链，带

动大棚薄膜、塑框、五金日杂等上下游中

小微企业发展壮大，脆冬枣、枣芽茶、枣

醋、枣酒等冬枣精深加工产品应运而生，

全产业链收益突破110亿元。

此外，大荔县还搭乘“一带一路”的

东风，不断拓市场、打销路，冬枣物流产

业园正式开园，大荔冬枣远销美国、加拿

大等20多个海外市场，成为群众增收致

富的“金蛋蛋”“钱串串”。

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了动

力。大荔县坚持把绿色、有机作为主攻

方向，实施品牌营销，全方位培植品牌、

创树名牌。如今全县拥有冬枣企业及合

作社300余家，1000多个销售网点遍布全

国各地。目前，大荔县冬枣种植面积达

42万亩，总产量 50万吨，年产值突破 65
亿元，大荔成了远近知名的“冬枣之乡”。

陕西大荔：科技助力 冬枣飘香

“老师，我想用松果做一朵花。”“老

师，树枝可以做成小蜻蜓吗？”初秋暖阳透

过树荫洒进教室，在重庆市开州区大德镇

大慈中心小学，美术教师徐小松手拿热熔

胶枪，指导学生在草编盘上做粘贴画。

这是一堂美术课，也是别开生面的

乡土民俗课。脸谱陶罐、枯枝贴画、麻

袋壁挂……孩子们的创意美术作品摆

满了教室四周。

美育能给乡村孩子带来什么？扎

根大山深处 20 余载的徐小松说：“我的

愿望很简单，让孩子们有一双发现美的

眼睛，增强想象力、创造力、自信心，走

出大山，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

今年40岁的徐小松，是开州区满月

镇马营村人。山峦叠嶂的马营村，过去

是开州最偏远的村落之一。

生长于大山，他明白知识对山里的孩

子来说有多重要。2002年，从开县师范学

校毕业后，徐小松又回到了大山，在满月

镇中心小学教语文。他发现，当时学校师

资和教具匮乏，美术课几乎是个摆设，于

是自告奋勇成为学校唯一的美术教师。

渐渐地，徐小松意识到自己的美术

功底不够用了，在学校支持下，他到四

川美术学院进修。

第二年，徐小松回校继续教美术，

带着孩子们的画参加县里的比赛，破天

荒地获得学校建校以来首个美术奖项。

获奖后，他开始思考山里娃进行艺

术创作的更多可能性，“农村物质条件

跟不上，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不见得比城里娃差。”

徐小松带着孩子们就地取材，把身

边的材料变成天然美术教具。没有画

笔，就把树枝烧成炭条代替；没有画纸，

就在石头上、雪地里作画。树叶、狗尾

巴草、松果、玉米须……大自然的馈赠，

让山里娃在美术的世界徜徉。

从 2002年到 2017年 8月，徐小松把

根“扎”在满月镇的高山上。在教育部、

重庆市各类教学技能比赛中获奖后，城

里不少校长慕名找来，他却始终放不下

山里的孩子们，婉拒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乡村美术课改变了很多学生的人

生轨迹，一个叫朱成桃的女孩，因患有

皮肤病而内向自卑，从来不敢穿裙子。

徐小松发现，她下课后常在美术教室外

转悠，于是把女孩叫了进来。

利用课余时间跟徐小松学习美术

半年多后，朱成桃用枯草做的粘贴画在

市级艺术大赛上获得二等奖，她慢慢变

得自信起来。徐小松还记得，那年儿童

节文艺汇演上，她穿上裙子表演了节

目，特别漂亮。

另一个叫彭燕的女孩，家境贫寒，

学习美术后，凭借艺术特长考上高中和

大学，如今也成为一名美术教师。在徐

小松的指导和鼓励下，他的学生一个又

一个走出大山，累计有14人进入重庆大

学、四川美术学院深造。

2017年9月，徐小松调到大慈中心小

学，在区教委和学校支持下，办起开州区

首个美术教育工作坊，既面向学生授课，

也把教学经验传递给更多的美术教师。

慢慢地，孩子们的作品挂满了学校

的教室墙壁、楼梯走道，挂到了青少年

宫，还挂到了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

展演活动等活动现场，斩获数项大奖。

“重庆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先进工作者”……这几年，许

多奖项和荣誉涌向徐小松，他常常感到

像做梦一样：“我只是干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没想到能获得这么大的认可。”

多年来，徐小松不仅扎根山区讲台，

还编写校本教材50余本，探索农村美术

教育创新模式。近3年来，开州区总工会

引导筹建的“徐小松创新工作室”先后为

全区 30 余所中小学组建美术实践工作

坊，策划区级美术工作坊展览10余次。

“徐老师给乡村孩子们播下的美育种

子，正在开州城乡开花结果。”开州区教委

相关负责人说，开州坚持把美育作为发展

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配备专兼职美术教

师994名，常态化开展美育课程现场会、教

师培训，广泛开展师生艺术节、书画展等

活动，引导学生以尚美之心向美而行。

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

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处

的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碧波

荡漾、生机盎然。明媚阳光

下，不时有飞鸟掠过，引得众

多游人驻足观赏。

“原来雅尼湿地的景色

可没有这么美。最开始，这

里垃圾较多，植被覆盖率低，

飞扬的尘土能让人吃一嘴

沙。”林芝市巴宜区立定村村

民白玛乔说。今年57岁的白

玛乔，已经当了近4年的雅尼

湿地管护员。在她看来，是

所有人的悉心照料、共同努

力，才使得雅尼湿地变成了

靓丽多姿的“打卡圣地”。

立定村处于雅尼湿地核

心区域，立定村的管护员们要

保护至少 20 平方千米的湿

地。当初选择管护员时，村民

们一致推荐责任心强的白玛

乔担任。村民们说，雅尼湿地

的管护可不是小事儿，必须找

一个热心肠、靠得住的人。

每天上午9点，白玛乔准

时带好工具出发。修补围

栏、阻止不文明行为、捡拾垃

圾……白玛乔通常要围着雅

尼湿地走上半天。管护途中，

遥远的路程是考验，顶着风浪

划船巡查亦是家常便饭。白

玛乔说：“夏季水大，为防止河

中沙洲有人盗砂、钓鱼等，我们管护员必

须划着村里集资买的牛皮船去查看，哪

怕天气不好也不能有半点马虎。”

今年年初，白玛乔邻居家的窗户玻

璃被弹弓打坏，她和村民们担心，使用弹

弓的人会伤害湿地中的珍稀鸟类。大家

立刻寻访周边村民，并且增加了湿地巡

逻的次数，还利用社交网络发布提示。

白玛乔告诉记者：“大家都很支持我的工

作，雅尼湿地变化的背后，是每个人的全

力付出。”

2009 年，湿地公园开始试点建设。

2016年，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正式

挂牌成立。此后，当地累计投资3000多

万元，实施了保护与修复等多个工程。

2022年，西藏雅尼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

位观测研究站正式挂牌，开启了雅尼国

家湿地公园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全面发

展的新阶段。“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在渐

渐提高。”白玛乔说，以前放牧没有规划，

现在要分季节、分时段；以前的牲畜粪便

无人打扫，现在村民们都会收回家中做

肥料；以前人们习惯随手丢垃圾，现在人

们会主动捡起各种杂物……

湿地管护员的工资并不高，但白玛

乔还是会定期自费买一些管护工具。“雅

尼湿地的管护工作不容易，会遇到不少

新问题，我就像解决自己家里问题一样

对待这份管护工作，用自己的坚持让雅

尼湿地更漂亮。”如今，行走在雅尼湿地

周边，白玛乔比以往轻松许多。“破坏环

境的人少了，有时遇到不自觉的人，见到

我们，也会赶快溜走。”白玛乔笑着说。

走进白玛乔家中，外孙们正在院子

里嬉戏打闹。大棚里，各种蔬菜生长旺

盛；墙角边，成筐的核桃颇为显眼；院中

的苹果树上，糖心苹果硕果累累。“湿地

保护好了，附近村庄的环境也得到了改

善，村民们栽种的农作物面积和产量也

增加了，收入有了提高。”立定村乡村振

兴专干央吉拉姆介绍说。

搂着孩子们，白玛乔充满自豪。“雅

尼湿地的生态越变越好，看到整洁的环

境，我心里很舒坦。我给孩子们认真讲

述这些年来管护工作中发生的故事，更

会叮嘱他们，未来一定要把雅尼湿地建

设得更加美丽。”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月饼销售渐趋火热。

但也有个别不法分子趁机造假，通过制售假冒

知名品牌月饼牟取暴利，给广大消费者带来食

品安全隐患。日前，广州海珠警方侦破一起制

售假冒品牌月饼案，查获假冒品牌月饼成品 2
万余盒、散装月饼 2万余个，以及大量假冒品牌

月饼包装材料和防伪标签，涉案金额达 2000余

万元。

8月中旬，海珠警方发现，有人通过网络平

台，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某

品牌月饼。经鉴定，上述月饼是假冒该品牌注

册商标的产品。

海珠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发现

位于外地的仓储、销售假冒品牌月饼的窝点，

并查到生产源头。至此，一个以王某为首的生

产、销售假冒品牌月饼的团伙浮出水面。警方

在 8 月 24 日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20人。

犯罪嫌疑人王某供述，临近中秋，其与生意

伙伴李某盯上了制售假冒品牌月饼的“商机”。

王某在外省某市一工业园区租下了一套 300多

平方米的厂房，凭着几台简单的机器设备，就能

在一天内生产2至3万个月饼。

为掩人耳目，王某等人将制作好的散装月

饼运往一外地窝点进行入盒包装，然后再将包

装好的月饼送往另一外地窝点，由专人负责在

盒子外包装贴假冒的防伪标签，以假乱真，最后

在网络平台上以正品 2折的低价进行售卖。截

至被抓获当日，该团伙已在网上售卖了1万余盒

假冒品牌月饼，但大部分货品还未来得及发货。

目前，海珠警方已依法对涉嫌假冒注册商

标罪的王某等 8人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记者9月11日从文化和旅游部新闻

发布会获悉，由文化和旅游部、河南省人

民政府等主办的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

（中国·郑州）将于9月16日至18日在河南

省郑州市举办。论坛期间，将会商讨论并

发布《世界大河文明论坛·郑州宣言》。

据悉，本次论坛以“文明交流互鉴·发

展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世界大河文明的

多样性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与黄河文化

传承弘扬、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四个分论坛，

旨在充分弘扬黄河文化，进一步提升中华

文化影响力，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本次论坛拟邀请约360名中外嘉宾

与会，其中包括约 60 名外国专家学者、

驻华代表，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实现对大

河文明的传承、弘扬和保护，力争把论

坛打造成为中国考古学成就和中华文

明的重要展示平台、增强各国学者交流

的国际化学术平台、以考古学为代表的

各领域学者开展创新性探索的重要合

作平台，助力中国考古学国际化传播及

中国考古国际话语权的构建。

据悉，论坛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举行主体论坛、分论坛、圆桌会

议、体验考察、黄河文化月、中外媒体黄

河行等各类活动，通过专题报告、交流

讨论、成果发布、实地考察、文化展演等

不同方式，力争多侧面、多角度、全景式

展现大河之美、文化之美、文明之美。

此外，在论坛举办前后，安排为期

一个月的配套文化活动——第三届中

国（郑州）黄河文化月系列活动，进一步

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

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推动形成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广泛共识。

9月8日至11日，第23届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

厦门召开。

第八届中国国际绿色创

新发展大会（简称“绿创大

会”）是第23届中国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重要品牌活动之

一。本届绿创大会以“落实

联合国气候公约，促进绿色

低碳可持续发展——共建新

平台、共创新生态、共享新成

果”为主题，以实现高质量国

际绿色领域合作为目标，有

效整合境内外资源，提升绿

色发展水平，推进绿色“一带

一路”建设，为企业创造新的

贸易、投资和融资机会，为与

会国家/地区、各省市及开发

区等各类产业聚集区提供节

能减排、招商引资新合作机

遇。大会上绿色城市代表开

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

委书记王彦涛及多位优秀企

业代表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9 月 8 日上午，在中国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之际成功举办第三届城

市绿色发展大会。本次大会由中国国际投资促

进会绿色创新发展投资促进工作委员会主

办。以“聚焦绿色创新发展，共建新型智慧城

市”为主题，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和政府部门、

投资机构、企业代表，围绕全面推动绿色高质

量转型发展，聚焦民生保障、城市更新、园区发

展、环境治理等相关议题展开专题研讨。

为期 4 天的投洽会吸引了来自全球 106 个

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参展参会，为各国搭建了共

享投资新机遇的大平台，共同开启合作共赢和

双向投资的“金钥匙”。

重庆：大山深处绽放美育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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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商联 9 月 12 日发布“2023 中国民营

企业 500 强”榜单和《2023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调研分析报告》。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

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榜单前三位。

根据调研分析报告，2022 年，民营企业 500
强入围门槛为 275.78亿元，较上年增加 12.11亿

元。其中，2022年营业收入总额超过 1000亿元

（含）的企业有95家。

据介绍，今年是全国工商联连续组织开展

的第 25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 8961家年

营业收入5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

2折网售“品牌月饼”？

警方：都是假冒的，
团伙20人被抓

“2023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榜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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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将在郑州举行

西藏白朗县举行牦牛斗牛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