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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0月 1日，小院落成。

首秀当天，江兵头戴草帽走进直播
间，现挖现炒春笋，铁锅翻炒的滋滋
声，配合着诱人的色泽，透过屏幕传
向四方。这场直播，3000罐油焖笋
在惊叹声中瞬间售罄。次年水蜜桃
季，江兵轻咬果肉，晶莹的汁水飞
溅，满屏“爆汁”的弹幕里，藏着网友
对乡村美味的惊叹。今年1至3月，

“奉化江小院”直播基地实现油焖笋
销售额130万元，预计全年销售额可
突破300万元，让大家看到了乡村振
兴的无限潜力。村民盯着手机订单
又惊又喜，不禁感慨：“一根细细的
网线，竟真的能为乡村拉来财富！”

如今，“奉化江小院”直播基地
内，专业的灯光设备与智能导播系
统交相辉映，这里不仅是一个直播
间，更像是乡村对接市场的“数字码
头”。当屏幕亮起，跳动的订单数
字，何尝不是乡村迈向未来的心跳！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如果
说农产品是乡村发展的“果实”，那

么守护土地的人就是“树根”。江兵
深知，比农产品更需要被关注的是
守护土地的人。有了优质的产品和
畅通的销售渠道，还需要有更多懂
农业、会经营的人才，才能让乡村发
展生生不息。于是，他搭建了奉化
江青农创乡创平台，构建起“理论+
实战+孵化”的人才培育模式。面
向本地村民，手把手教授短视频拍
摄、直播话术设计等技能，帮助他们
掌握数字工具，让“新农具”在老农
手中焕发新生。同时，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吸纳返乡大学生，为他们提
供创新实践的“试验田”，将他们的
创新思维与乡村实际需求相结合。
截至目前，平台已培养出50余名懂
农业、善营销的复合型人才，他们如
同播撒在乡土间的种子，正悄然改
变着乡村的人才生态。

暮色中的奉化大地，直播间的
热闹与山野的静谧紧紧相连。科技
力量与乡土文明彼此赋能，在这片
希望的田野上，正生长出属于中国
乡村的崭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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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管道施工公告
广大自来水用户：

为配合四明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我公司定于6月23日（周一）22时
至次日 7时实施东江路DN600水管（四明路与东江路交叉处）割接施
工，受此影响，施工时东江路以东、四明路以南、县江以西、金钟路以北
所围区域停水，其他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水压偏低、自来水泛黄等异常情
况。请用户做好适当的蓄水准备。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用户谅解，并
互相告知。如遇特殊情况，施工将改期或适当延长。

宁波市奉化区水务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3日

6月22日，在济南市黄岗路穿黄隧道，“山河号”盾构机在掘进作业。
当日，山东省济南市黄岗路穿黄隧道顺利完成黄河段掘进任务，这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济南市黄岗路穿黄

隧道全长约5755米，其中盾构段长约3290米，盾构机开挖直径17.5米，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
新华社发

长白山天池近日上演壮美一
幕：偌大的水面上，冰层在大风影响
下相互挤压、碎裂，发出悦耳声音，
最终渐渐融化。

这个每年春夏之交被称作天池
“开冰”的自然景象，一直吸引着许
多游人和自然爱好者赶来欣赏。与
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开冰”呈现
出“文武双全”的景象，是长白山观
测天池“开冰”以来的首次记录。

“大家说的‘文开’是随着气温
的逐渐升高，冰面自然地、循序渐进
地消融；‘武开’是冰层在大风与天
池湖水合力作用下，短时间内破碎
成无数小块。”长白山气象台副台长
张伶俐介绍，此次天池“开冰”先表
现为“文开”，后受风力影响，冰层几
乎全部消融，完成“武开”。

山上，是大块的冰层和宽阔的
水面交相辉映，形成壮美奇观；山
下，丰富的文旅场景和业态，为游客
带来日益多元的游玩体验。

山脚下的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
河镇里，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
刚开街不久。“山礼”文创店里，吉林
艺术学院学生设计的明信片、国画、
木雕、彩绘石头画等创意礼物，展现
着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山·画廊”
艺术展馆里，中国和俄罗斯油画家
笔下的巍巍长白山，气势磅礴；老铁
艺术展览馆里，以铁为墨、以锤代
笔，一条条以铁皮拼接制作而成的
鱼，展现着老艺术家的精湛技艺；集
纳全国各地美食的创意餐厅和商
铺，其中20%为吉林省首店……

今年秋天，沈白高铁即将开通，
北京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

4小时左右，游客将有更多时间在
长白山体验“慢生活”，让“快旅慢
游”照进现实。

走在恩都里的街道，悦耳动听
的音乐环绕在耳边，身着特色民族
服装的表演者不时献上演出。“最近
刚接待了一批来自北京的研学团
队。”老铁艺术展览馆负责人隋进才
对记者说，“我想通过研学体验和文
创设计，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原来
铁制工艺也可以这么时尚。”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距恩都里
不远处的云顶市集里游人如织。这
个 2023年开业、“冬夏两办”的市
集，如今已经迎来了第五季。“市集
已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更是我
们打造‘长白山不止天池’全域旅游
格局的重要业态支撑。”项目策划团
队成员张秋森说。

步入 500米长的市集，60余家
美食摊位与长白山特色文创摊位分
布在两侧。在这里，既能看到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
传统技艺，也能感受到大学生创业
者带来的青春活力。市集还会不定
期邀请专业演出团队驻场，带来精
彩的现场表演与公益活动，让游客
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深度感受浓郁
的地域文化。

“暑假即将到来，我们正在准备
特色活动，迎接客流高峰。”张秋森
说，今夏长白山还重启了免费巡游
巴士服务，连接集散中心、雪绒花、
云顶市集及恩都里等热门景点，全
面提升游客体验。

据新华社长春6月22日电

“快旅慢游”成为长白山文旅新风尚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16
号馆内，袅袅药香与人群的交谈
声交织，走出深山的天麻、三七等
传统中药材，在第 9届中国—南
亚博览会迎接八方来客。

6月 22日，南博会进入第 4
天。作为核心展区之一，首次设
立的中药材产业馆以“滇南本草、
世界共享”为主题，汇聚了国内外
160余家企业参展。云南是我国
中药材种植大省，馆内展出的
1500余款中药产品涵盖原料、颗
粒、饮片及药食同源等类别，串联
起一条从高原深山走向世界的中
药材产业链。

在昭通天麻展台旁，一个简
易的直播间悄然搭起：一部手机、
一盏灯、一个展示台。主播调试
着设备，展示台上放着的天麻，色
泽金黄、表面微皱，这是来自彝良
小草坝的乌天麻。

天麻，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名
贵中药材。作为全国天麻核心产
区之一，昭通天麻年产量占全国
四分之一，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我们坚持原生态种植，
种植基地主要分布在海拔 1400
米到2800米的高寒山区，年种植
面积稳定在8万到10万亩。”昭通
市彝良县鸿盛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王万银手捧还沾着泥土的鲜

天麻介绍道。
展台上，天麻粉、天麻冻干片等

产品整齐陈列，昭示着传统种植向
现代产业的蜕变。“我们建了天麻初
加工厂，经过研磨、切片后的天麻被
批量输送到广东、上海等地的药厂、
药店，带动周边五六个村子的农民
增收。”王万银说。

穿过琳琅满目的药材原料展
区，文山三七展区内各式各样的三
七产品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从粉
剂、原浆、胶囊等各类保健品，到牙
膏、泡脚液等日化用品，三七的各类
精加工产品覆盖吃、喝、用多个场
景。“这次展会我们一共带来了 146

种商品，覆盖 7大品类。”云南七丹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零售部商务经
理朱文瑞说。

展柜上成排摆放的“鲜三七原
浆”格外引人注目。为了方便消费
者饮用，鲜三七原浆优化了包装、口
味，手撕即饮，口感回甘，一改传统
三七粉冲泡服用的苦涩感，成为线
上销售广受欢迎的明星产品。“我们
的很多产品免煮即溶，年轻消费者
特别认可这种‘新中式养生’，去年
线上销售额达1.8亿元。”朱文瑞说。

在云南白药集团展区，针对不
同国家市场的产品包装各具特色。
云南白药集团国际业务事业部工作

人员张哲铭正向外国客商演示云南
白药气雾剂的用法。“我们在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有不错的
销量，因为有很多文化是相通的，海
外消费者对我们的认可度很高。”张
哲铭说，“南博会是我们对外展示品
牌和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窗口，开展
这几天，已经有很多家药企来到我
们的展区参观，交流出海经验。”

云南白药的国际化步伐不止于
此。张哲铭背后的展板信息显示，
公司正积极拓展南亚、东南亚及北
美市场，将中药推向更广阔的国际
舞台。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杰
透露，云南计划实施中药材良种育
繁推体系建设、高品质中药材供应
基地建设等重点工程，目标是到
2027年中药材种植规模达 1000万
亩以上，年产量达150万吨以上，全
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

记者穿行于展馆间，从带着泥
土芬芳的鲜天麻，到科技感十足的
精加工设备，再到一张张洽谈合作
的笑脸，深切感受到古老中药在产
业化、国际化推广下焕发着的蓬勃
生机。乘着南博会的“东风”，“滇南
本草、世界共享”的美好愿景正一步
步走向现实。

新华社昆明6月22日电

让世界共享中药瑰宝
——探访第9届南博会中药材产业馆

美丽的富春江畔，郁达夫故
居静静矗立，而那位曾在这里眺
望江景的文人，早已献身民族解
放事业。一介书生，以笔为戈，最
终血染南洋，他用生命书写了中
国文人的铮铮铁骨。

今年是郁达夫殉难80周年，
这位被誉为“反法西斯文化战士”
的作家，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
后仍遭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度
尼西亚苏门答腊丛林。他的名
字，不仅铭刻在中国文学史上，更
镌刻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
纪念碑上。

1896年 12月 7日，郁达夫出
生于浙江富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
庭。1913年，17岁的郁达夫在日
本留学期间，在日记中庄严写下：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
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
矣！”这一誓言成为贯穿他一生的
精神主线。

作为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

发起人之一，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以
真率酣畅、热情明丽著称，《沉沦》
《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奠定了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而当民族危亡之际，这位文人
毅然走出书斋。为表明自己的抗日
决心，郁达夫掷地有声地写下了：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壮言背后，是惨痛的家国之

殇。1937年末，郁达夫家乡富阳沦
陷，70多岁的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军
吃喝，躲进深山最终饿死。郁达夫
悲痛写下一副挽联，“无母可依，此
仇必报”。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
理事。他辗转浙东、皖南抗日前线，
以战地记者身份记录中国军民的不
屈抗争。同年末，他远赴新加坡，担
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编辑。此
后郁达夫还担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抗
日联合会主席。

1939年至1942年间，郁达夫在

新加坡发表了大量支持抗日和分析
国内外形势的文章，极大鼓舞了海
外华侨抗战的士气。

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
化名“赵廉”，流亡至苏门答腊。他
开办酒厂作为掩护，继续从事抗日
工作。

一次偶然的意外，暴露了郁达
夫的日语能力。日本占领军随即强
迫他担任翻译。在当翻译期间，他
暗中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当地人和华
侨，并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
和罪行。这些情报成为战后审判日
军罪行的重要证据。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郁达夫却不知危险正悄
然逼近。8月 29日晚，他在家中被
带走，后遭到秘密杀害，终年仅 49
岁。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2014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如今在富春江畔，以郁达夫命
名的学校、码头、公园，默默传承着
这位爱国文人的精神火种。2015
年，富阳撤市设区时，市民投票将原
市心路和市心北路改名为“达夫
路”，以表达对这位故乡之子的深切
怀念。

由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社和
杭州市富阳区政府共同设立的郁达
夫小说奖每两年举办一届，目前已
举办了八届，逐渐成为国内颇具影
响的文学奖项。

郁家后人始终铭记先辈的精神
遗产。郁达夫烈士之孙郁峻峰表
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郁达
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作
为后人，我们以有这样的先辈为豪；
这种大义、大节也必定会在我们心
里生根发芽，成为后辈精神世界的
巨大支柱。我们要让他的精神像连
绵不绝的春江潮水一样，一直传承
下去。”

新华社杭州6月22日电

从文人到战士：郁达夫的笔尖抗战

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完成黄河段掘进

66月月2222日日，，小朋友在第小朋友在第99届南博会上与机器人对弈届南博会上与机器人对弈

新华社北京 6月 22 日电（记
者 田晨旭）受暖气团影响，北京于
22日迎来了本轮高温天气的第二
天。据北京气象部门 22日 12时发
布的信息，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
观象台气温达到 35.4℃，城区气温
在 34.7℃至 35.6℃之间，紫外线很
强，提示公众尽量减少外出，防暑防
晒并及时补水。

据气象部门介绍，自 21日起，
暖气团“火力全开”，北京开启了连
日高温模式。针对本轮高温天气，
北京市气象台已于 6月 20日 14时
3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
计 6月 21日至 23日，每日 12时至
18时，北京市平原大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将在 35℃以上。预计 24日到
25日，气温仍然比较高。

气象部门提示，北京目前处于高
温黄色预警中，请建筑工地、交通执
勤、环卫、外卖快递等户外工作人员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防范发生热射病
等重度中暑疾病。高温天气里，将造
成用水、用电量骤增，请合理调节室
内温度，谨防发生空调病、心脑血管
等疾病。同时加强防火意识，注意用
火用电安全和森林防火，特别是电动
自行车充电引发的火灾风险。

此外，高温天气避暑戏水请到
正规场所游玩，不要到无人看管的
河道、水域野泳野钓，以免发生危
险，特别请家长看护好儿童，防止溺
水事件发生。进入汛期，降雨逐渐
频繁，突发性天气增多，请大家及时
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
范，注意出行安全。

夏日炎炎，北京迎连日高温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