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衡思礼、张伟
不慎将与枣庄市市中
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签
订的关于补偿地点在
陈庄花苑小区 11 号
楼 1 单元 704 室的房
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
安置协议丢失,声明
作废。

▲王静利不慎将
山东鑫迪家居装饰有
限公司开具的鑫迪木
门保证金收据（收据
编号为：0002282，
金 额 10000 元 ， 开
据日期为：2018年4
月 22 日） 丢失，声
明作废。

▲单重德不慎将
与枣庄市市中区房屋
征收办公室签订的关
于被拆迁地点为：化
工厂，补偿地点：明
珠佳苑 B3—6#楼 2
单元804室的房屋征
收产权调换补偿安置
协议丢失，声明作
废。

▲单重德不慎将
明珠佳苑B3—6号楼
东2单元804 室的结
算清单丢失，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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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万个大棚鳞次栉比，年产蔬菜450多
万吨；每年900多万吨新鲜蔬菜由此卖往全世
界；85%的新建大棚配备了智能设施，手机成
为“新农具”；自主研发277个新品种，为丰富

“菜篮子”提供品种保障；当地发布的价格指
数，成为全国蔬菜交易的“风向标”……

这里，是“中国蔬菜之乡”山东潍坊寿光
市。

作为冬暖式大棚蔬菜产业发祥地，寿光改
变了“北方冬天无鲜菜”的历史，成为全国最
大的蔬菜集散中心，蔬菜产业集群跻身全国首
批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卖菜、种菜、育种“样样行”

“在寿光，没有你买不到的菜，更没有
你卖不了的菜”——这并非寿光人的自吹
自擂。

8时许，在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一辆
辆大车满载着各类蔬菜驶向各地。物流园4号
厅内，蔬菜经销商张永已经“开工”4个多小
时，身边堆放着来自广西、山东昌乐等地的红
南瓜、绿南瓜、贝贝南瓜、花生南瓜、银栗南
瓜等各类品种，已完成10多车、合300多吨的
南瓜交易，即将发车。

作为全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和集散中
心，平均每分钟有 1.7 万多公斤蔬菜从寿光销
往全国200多个城市。

会卖菜，更会种菜。
从 1989 年三元朱村 17 个黄瓜棚开始，冬

暖式蔬菜大棚的发展改写了“北方冬天无鲜
菜”的历史。如今，15.7万个蔬菜大棚年产蔬
菜 450 多万吨，可满足约 4000 万人一年的消
费需求。

以棚体高大化、管控智能化、操作轻简化
为方向，寿光大棚不断迭代。

寿光市蔬菜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林林
说，最新一代大棚的单体占地面积由早期的2
亩提升至8亩以上，生产面积由0.5亩提升至4

亩以上，病虫害发生率降低10%，单位面积产
量提高了15%至20%。

卖的是寿光菜，种的是寿光棚，用的是寿
光种。

山东寿光蔬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的温室中，一串串“赤霞珠”西红柿正由青转
红。“10多年前，1粒种子就要10多元。现在
国产种子争气了，只要1元多，西红柿品质还
更好。”集团总经理刘欣庆说。

纪都现代农业共富产业园的展板上，陈列
着“都蜜5号”甜瓜、“宝禄”番茄等277个由
寿光自主研发并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蔬菜
品种，其中20个为今年新增。

闯关之路

近年来，我国蔬菜播种面积连续增加。
“中国蔬菜之乡”为什么是寿光？

村头“小市场”搭配龙头“大市场”，寿
光闯过“卖菜关”——

寿光每天有超过2万辆货车往来穿梭，蔬
菜年交易量超过 900 万吨。其中，约 300 万
吨的蔬菜交易发生在当地的龙头大市场——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全国各地的蔬菜都在这
里装配拼货，实现了冬季南菜北运、夏天北
菜南销。

“龙头大市场形成了蔬菜流通的‘主动
脉’。但面对不断增加的蔬菜产量，还需要更
多‘毛细血管’来协助流通。”寿光市商务局
商贸服务和流通管理科科长王存生说。

近几年，寿光持续对 1600 家蔬菜合作社
进行规范提升，使之取代了过去“小散乱”的
自然市场，成为串联地头蔬菜的“毛细血
管”，方便本地蔬菜外销。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是彩椒种植专业村，
640 座大棚鳞次栉比，彩椒年产值超过 1.5 亿
元。“村村大棚通市场，菜多了也不怕，村头
就能卖，现在一天能拉走三四车。”东斟灌村

“棚二代”王春艳说。
20 世纪 80 年代一度因流通不畅、价低卖

难，大量白菜烂在地里的寿光，如今已闯过
“卖菜关”，形成了“田间到餐桌”的高效流通
网络。

标准化种菜、网格化监管，寿光闯过“质
量关”——

寿光推动生产标准、技术服务、农资供
应、质量检测、包装标识、品牌销售“六统
一”标准化管理，一批现代化高端园区辐射带
动超80%的农户进入标准化生产时代。

每天开秤前，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检测中心
工作人员会先对当天蔬菜进行抽样检测，每天
检测1400批次左右，合格率超过99%。

“质量安全永远是蔬菜生产的‘生命线’。
全市每年投入 3000 多万元，用于网格化监管
全域蔬菜质量。”张林林说，寿光搭建了蔬菜
质量安全网格化智慧监管平台，将所有蔬菜大
棚、批发市场、农资门店都纳入监管，实现

“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责
任可追究”的全程智慧追溯。

“内培外引”、自主研发，寿光闯过“育种
关”——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寿光曾经高度依
赖进口蔬菜种子。高峰时期，西红柿、无刺黄
瓜等“洋种子”占七八成市场份额，且常随意
提价。

面对“卡脖子”问题，寿光实施了“种子
工程攻坚行动”，推动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

体，打造蔬菜产业“中国芯”，不断提升国际
竞争力。

作为“内培”本土育种企业的代表，寿光
市三木种苗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粉果番茄、辣
椒等种子，性能可与国外产品“掰手腕”。同
时，寿光还积极“外引”，先后与中国农科
院、中国农大等 40 多家科研院校建立合作关
系，落户了国家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基地研
发中心等12家“国字号”平台。

目前，国产蔬菜种子在寿光的市场占有率
已由 2010 年的 54%提升到 70%以上，部分种
子的综合表现已追上甚至超过“洋种子”。

持续擦亮菜乡金字招牌

新起点上，“中国蔬菜之乡”正向着设施
蔬菜全链领航迈进。

如何持续攻关种子这个“芯片”？
“希望能进一步扶优扶强，加大对基础

好、科研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的支持力度，帮助
地方种企提升核心竞争力。”寿光市三木种苗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树森说。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尹爱军说，蔬菜育
种较国外起步晚，企业的人才队伍、资金支
持、种质资源积累普遍与国外企业存在很大差
距。寿光将深化种业“中国芯”攻坚，从政策
扶持、资金投入到人才培养，全方位发力，计
划五年内自主研发并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
蔬菜品种突破400个。

如何进一步开拓市场？
山东利森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守

波有自己的小目标：把寿光大棚“种”往海
外。

近日，王守波正催着工厂加紧生产装配式
温室大棚的组装材料：“这7万平方米联动玻璃
温室，6月底前要发往白俄罗斯。”公司已先后
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40个国家，建设了
270多个种植园区。

寿光的雄心可见一斑：主动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依托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
验区，联合中国蔬菜协会等，引导设施蔬菜产
业集群抱团出海。目前，已有30余家企业、合
作社开展了农业领域的对外业务，覆盖日本、
韩国、俄罗斯、印度、乌兹别克斯坦等40多个
国家、地区。

如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寿光分类构建覆盖高校科研院所、基层农

技人才等主体的 10.8 万人蔬菜产业技术人才
库；依托寿光人才发展集团，搭建了集人才、
技术、培训、服务等于一体的输出平台，与29
个省区市的59个蔬菜园区建立了合作关系，为
零基础发展设施蔬菜地区和个人提供“建种产
管销”一站式服务。

新征程，再出发。寿光这个让冬暖式蔬菜
大棚走向全国的地方，正努力竖起“中国式农
业现代化示范标杆”。

（新华社济南6月5日电）

“中国蔬菜之乡”为什么是这座山东小城？
新华社记者 陈灏 叶婧

长汀，闽粤赣交界的群山之间，一座开放
包容的烟火小城。

她是客家人的精神原乡，“客家母亲河”
汀江滋育两岸繁华，“客家首府”汀州传承千
年文脉；她是红旗不倒的革命圣地，谱写“红
旗越过汀江”的英雄传奇；她还是晨昏烟火里
的好客小城，以“福建西大门”之姿热情拥抱
八方来客……

汀水汤汤，承古开今。今日长汀，正以红
火向上的势头，续写着新时代汀州故事。

客家首府：一条汀江的传奇

头戴凉笠、手持竹篙。夏日汀江畔，一尊
高达 20 余米的客家母亲雕像在阳光下挺拔伫
立。

长汀的历史，是从汀江开始的。
西晋永嘉之乱起，中原汉人为避战乱，扶

老携幼溯江而来。气候宜人、物产富饶的汀江
为南迁族群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地，从此一代
代客家人在此架屋结庐、繁衍生息。

唐开元年间，设汀州府，这是首个客家人
聚集的州府。客家有一句民谚“一生劳碌，做
只大屋”——一栋栋风格独特的客家建筑，是
客家人的文化根脉所在，也是民族迁徙融合的

“活态年鉴”。
走进位于汀州古城的“大夫第”，门楼上

“秀起汀水”四个大字映入眼帘。屋顶坡度陡
峭，与闽西多雨气候相契合，整体布局又隐现
中原贵族大院风格。这种“外刚内柔、形制兼
容”的建筑哲学，恰是客家人“不忘根本、因
地制宜”的精神写照。

“一路南迁的历史，使得客家建筑兼具徽
派、江浙等地风格，外观朴素而内在丰富，蕴
藏着从中原腹地到闽西山水的跋涉印记。”长

汀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靖
生说，汀江培育了客家人务实包容的品格，也
塑造了这一族群开拓进取的精神。

长汀五通桥旁，一尊宋慈雕像屹立船头，
昂首远望汀江。

宋时，汀江河道礁石密布、无法行船，百
姓吃盐困难。担任长汀县令期间，宋慈与时任
汀州知府的李华带领百姓疏浚滩多水急的汀江
航道。从此，汀江航运连山接海，往来商船络
绎不绝，汀州古城迎来数百年的繁荣。

“南宋汀江航道的疏浚，使得汀江成为连
接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纽带，无数客家人从
中原到南方、从汀州到海洋，足迹遍布五湖四
海。”汀州客家联谊会会长李文生说。

2024年10月21日，客家文化节——世界
客属第30届情系客家母亲河汀江活动在长汀举
行，9000 多名客家人回到母亲河畔。自 1995
年首次活动至今，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60多万海内外客家儿女来到长汀寻根谒祖、
旅游观光、投资兴业。

千年州府史，难舍故园情。一条汀江，串
联起海内外客家人的乡愁，长汀因此被誉为

“世界客家首府”。

红色摇篮：一面红旗的信仰

长汀松毛岭，漫山杜鹃红。
91年前，在国民党轮番轰炸下，红军和长

汀地方武装坚守阵地数日，牺牲 2000 余人，
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集结长征争取到宝贵时
间。今天，松毛岭附近的村庄，几乎家家户户
都能找出一本烈士证。

据记载，在这片红土地上，有2万多名长
汀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人，就有1人参加
红军；长汀县仅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 6700 多

人。
202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

时强调，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建好长汀、宁化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深化革命史料和革命文物
研究阐释。

在“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复村，烈士后人
钟鸣已在村中义务讲解红色文化42年。为明确
讲解词中的一字一句，他曾费尽周折，访谈了
村里很多老人和红军后代，到各个红色旧址走
访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

钟鸣说：“长征精神历久弥新，即便将来
坐着轮椅，只要能讲，我就会一直讲下去。”

如今，在长汀，红色遗产得到保护利用。
罗汉岭上，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前瞻仰者络绎不
绝，《国际歌》 的临刑高唱犹然在耳；汀江渡
口，“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诗篇
为人传颂……

长期迁徙跋涉的生活，塑造了客家人爱国
爱乡、不怕牺牲的精神。革命年代，它赋予客
家人抛洒热血、投身革命的勇气；今天，它指
引着人们战天斗地、兴家立业，在红土地上续
写水土治理的绿色传奇。

长汀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
的县份之一，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县面积的三
分之一。“山光、水浊、田瘦、人穷”道出了
长汀曾经的困境。

习近平同志一直关心关注长汀水土流失
治理工作，在福建工作期间先后 5 次赴长汀
调研，持续推动水土流失治理；到中央工作
后，又两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进则全
胜，不进则退”，要持续加强长汀水土流失
治理。

今日长汀，绿满山、果飘香。山河更新背
后，是当地干群几十年如一日的苦干实干。

长汀红旗岭，绿油油的油茶树层层叠叠，
毛竹、黄梨和脐橙把山体覆盖得郁郁葱葱。

10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贫瘠的荒山。退役
军人兰林金东拼西凑10万元，租下红旗岭周边
2270亩荒山并成立合作社，一点一点为昔日荒
山披上绿衣。森林保住了水土，也汇聚了财
富，当地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种草种树，增加山地植被；封育管护，促
进生态自我修复；草牧沼果循环种养，将水土
流失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长汀人牢记嘱
托，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科学治理，累计减
少水土流失面积 116.85 万亩，水土流失率从
31.47%降至6.31%。2021年，长汀县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践，成功入选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生态
修复典型案例。

今天，红土地上绿树成荫。昔日红色精神
点燃的火种，已在长汀“绿色长征”中绘就成
燎原之势；曾经“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呐喊，
正化作新时代水土治理的生动实践。

烟火古城：一个“古汀州”的新生

走进长汀古城，沿城墙漫步，登济川门远
眺，客家民居参差错落，铁匠铺叮当作响，客
家米酒与河田鸡的醇香扑面而至。

长汀人向来重视古城保护。上世纪末，汀
州城墙一度破败。2002 年，40 名离退休老人
组成了汀州古城墙文物古迹修复协会，发动社
会各界人士捐资修墙。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保护
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
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
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如今，长汀县每年划拨 5000 万元专项资

金用于名城保护，并让古城墙修复理事会、天
后宫修复理事会等民间非营利保护组织参与宗
祠家庙、古建老宅的修缮管理，推动保护工作
变成“长汀人民自己的事”。

“这是我儿时戏耍的地方，有很深的感
情。”汀州古城墙文物古迹修复协会成员游煌
章说，“要把城墙修起来，将这份文化记忆传
承下去”。

客家十番音乐走进校园，长汀公嫲吹登上
“非遗奇妙夜”，客家剪纸融入时尚服饰成为炙
手可热的旅拍单品……在长汀，文化自信不只
镌刻在青石板、老城墙上，更流淌在客家人火
热的生活中。

2024 年，长汀接待游客 1044.87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91.81亿元。

面对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客家人保持一
贯的热情好客。今年3月，因假期敞开大门供
游客免费停车，长汀县委大院在网络上意外走
红，被盛赞“接地气的大院”。“今日长汀依旧
保持着‘城门不锁待客来’的热情。”长汀县
副县长郑泽鑫说。

古城的生命力，也彰显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发展图景中。

2012 年，长汀和晋江因“山海协作”结
缘。近年来，晋江市提供资金、技术资源支
持，重点帮助长汀发展高端纺织、农副产品深
加工等产业。

2024 年，纺织服装产业产值达 55 亿元，
稀土产业产值突破 75 亿元，医疗器械集群产
值 25 亿元……如今，行走在长汀，映入眼帘
的不仅有历史悠久的古城墙，还有一座座现
代化工厂和轰鸣不息的生产线，在红土地上
崛起发展的新希望。

（新华社福州6月10日电）

汀江水暖绿新岸
——解码“客家首府”长汀的文化自信样本

新华社记者 江时强 吴剑锋 周义

工作人员在位于山东省寿光市的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养护“西红柿树”（5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人们在位于山东省寿光市的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内参观（5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