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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青海蓝处处春，万象“耕”新正当

时。沃野麦田里，春耕春管热火朝天，粮

油作物茁壮生长；黄渤海之滨，生态养殖

模式让耕海牧渔提质增效，形成优质蛋

白供给；冬暖式大棚中，数字化、智能化

技术培育的高品质农产品，丰富千家万

户的“果篮子”“菜篮子”……

近年来，作为全国首个农业总产值

过万亿元的农业大省，山东省积极践行

大农业观，从“新”出发，构建新体系，谋

划新布局，汇聚新力量，挖掘粮食、蔬菜、

林果、畜禽、渔业等产业集群潜力，“齐鲁

粮仓”日渐充实。

产业链延伸 一头牛
变身40款产品

在位于淄博市高青县的山东纽澜地

何牛食品有限公司养殖场，一头头健硕

的黑牛在干湿分离、南北通风的牛舍内

“听音乐”“睡软床”“做按摩”。这种“贴

心”安排是为了让黑牛保持良好状态，提

升雪花牛肉品质。

“目前，我们建立了从繁育、养殖到加

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公司副总经理

孙小辉说，在加工环节，屠宰车间引入先

进的排酸、屠宰和分割技术，开发出各类

牛肉、牛膝骨、牛蹄筋等 40 多款商品；同

时，精确记录肉的名称、规格、品相等数

据，让每块肉从分割下来就有了“档案”。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宋文华

介绍，为践行好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山

东在构建多元化农业供给体系上下功

夫，挖掘设施农业、畜牧业、海洋渔业、盐

碱地综合利用“四大潜力”，蔬菜、肉蛋

奶、水产品产量均在高基数上实现稳定

增产。

近年来，山东建设“齐鲁粮仓”，深

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行 动 。 2023 年 ，山 东 全 省 粮 食 播 种 面

积、总产、单产实现“三增”，粮食总产达

到 1131.1 亿斤，连续 3 年站上 1100 亿斤

台阶。

走进潍坊市潍城区望留街道十亩田

村的一处示范农田，绿野农机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马建海正在指导村民春耕春

管。“这里的高标准示范农田已经实现

‘旱能浇、涝能排、水肥一体化、自动化浇

水’。”马建海说。

在潍城区，已有 30 多个村把零散土

地“打包”给绿野农机专业合作社经营，

农机装备实现专业化、规模化作业，生产

效率大幅提高。潍城区委组织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在党建统领下，村党支部牵头

成立村级经济合作社，带动村民将土地

托管给技术能力更强的专业合作社，“补

丁地”“巴掌地”“面条田”重新归拢、化散

为整，推动农业生产标准化、数字化。

“构建新体系，就是着力推动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不断根

据消费市场变化特点深挖产业空间。”山

东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刘岳说。

水里有鱼虾、水面有
荷花 塌陷地变成田园
农家

在微山湖滨田园现代农业园，监控

大屏上能清楚地看到园区的角角落落。

正在智慧平台投喂鱼饲料的园区管理员

杜廷介绍，每天两次投喂鱼饲料，只需要

轻点鼠标就行了。智慧平台与微山县南

四湖综合管委会技术部门联网，遇到疑

难杂症，能够随时和专家联系。

“这里原来是采煤塌陷地、废弃鱼塘

滩涂，后来我们通过治理，打造可持续利

用、高产、高效农田和水产养殖区。”微山

县南四湖综合管委会党委书记邵长岭

说，采用“三池两坝”“鱼鳖混养+净化设

备”“跑道鱼+藕虾净化”等多种生态养

殖工艺，如今，水里有鱼虾、水面有荷花、

岸上有农家，形成融渔耕、休闲、度假于

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践行大农业观，需要谋划新布局。

在特色农产品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区域

产业发展定位，形成规模化、品质化优

势，构建乡村产业‘点、线、面’联动发展

格局。”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经

济学教研部教授徐加明说。

宜养则养，宜粮则粮。鲁西平原粮

食畜牧产业带、黄河流域生态农业产业

带、沿海地区海洋渔业产业带等优势特

色产业带在齐鲁大地上逐渐成形。

芦花鸡是山东省汶上县的特色农产

品。亲历过国外高产蛋鸡、白羽肉鸡的

冲击，山东金秋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贾正国深知保护本地特色品种的

重要性。在畜牧部门和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的指导下，公司从艰难保种起步，不断

提纯繁育、发展壮大，芦花鸡存栏量已从

当初的数百只增至目前的 30 余万只，年

孵化雏鸡超过 3000 万只。当地还建成

了国家级汶上芦花鸡保种场。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张乃清

说，山东沿黄地区的地方畜禽特色优势

明显、饲草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业优势独

特，阳信、高青、梁山等县已成为肉牛产

业富民强县，凤祥集团、德州扒鸡集团等

一批家禽全产业链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山东是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探索

形成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

式”享誉全国。如今，得益于产业化的深

耕发展，已培育形成寿光蔬菜、沿黄肉牛

等 7 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总数分

别达到 15 个、100 个，省级以上现代农业

产业园实现涉农县全覆盖。

工艺再创新 小麦
“身价”倍增

科 技 添 动 力 ，小 麦 的“ 身 价 ”是 多

少？在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这个问

题有了新答案。

“我们创新再造工艺流程，把原料自

动供给、产品自动包装技术引入挂面生

产，用工人数是原来的十分之一，产能却

提高了 10 倍。”公司党委书记付蕊说，从

育种繁育、订单种植、生态养殖到弃物综

合利用，小麦可以加工出谷朊粉、特级酒

精 、膳 食 纤 维 、蛋 白 肽 等 超 过 600 种 产

品，一吨小麦的“身价”可突破 9000 元。

近年来，山东深入实施农业全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推进农产品精深加

工发展，2023 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

工企业 10339家，营业收入 22062亿元。

“汇聚新力量，是进一步向人才和科

技要质量、要效益，在精准培育、精细管

理、精深加工中降成本、增品种、创品牌，

加快转型升级发展。”刘岳说。

“这两年，种地越来越有底气。”在山

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乡村振兴培训中心，

兆福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兆福

说。得益于兖州区的新农人职业培训，

王兆福几经引育、试验，选定了适合本地

种植的甜瓜、西瓜品种，如今合作社种植

面积达 457 亩，年销售额 480 万元。

让“外流”变“回流”，让“培训”变“培

优”，让“候鸟”变“留鸟”，一大批懂农业、

爱农村的人才在田间地头发挥才干。据

介绍，山东近年来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

和乡村致富带头人，开展师傅带徒、团队

带班等培育试点，培育高素质农民 22.5

万人次；实施农业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农

村实用人才总量稳定在 270 万人以上。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红旗说：

“下一步，我们将践行好大农业观，把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全力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向设施农业、向畜牧业、向盐碱

地、向大海要‘粮’，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让百姓餐桌更充实更丰富。”

（新华社济南 4月 20日电 记者王

阳、叶婧、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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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4月 20日电 （记者孟

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200 余

名官兵代表 20 日前往香港西贡蕉坑参

加香港植树日活动，与香港市民一同种

下片片新绿，建设美丽香港。

上午 10 时许，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

整齐列队，与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参

加启动典礼。仪式过后，官兵代表和香

港市民一同前往植树区，栽种华柃、油

柑、酸桐木、梭罗树、假苹婆等近 10 种

6000 余棵树苗，为香港的春天种下绿色

希望、增添盎然生机。

现场官兵表示，植树活动不仅传播

了环保意识，美化了香港环境，还增进

了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市民的联系

和感情。

记者了解到，香港植树日自 1998 年

开始设立，是香港全民环保的标志性活

动。驻香港部队一直是植树活动的积极

倡导者与参与者，已经累计派出约 1.82万

人次参加，受到香港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参加2024年香港植树日活动

在第 29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主题活动，推动全民阅读，营造良好的文明风尚。图为 4
月 20日，小朋友和家人在河北省石家庄书城儿童专区选购书籍。 新华社发

周末，位于苏州古城的平江历史

文化街区一片热闹。许多游客直奔大

儒巷 38 号，只为体验桃花坞木版年画

这一非遗技艺。

颜料均匀平刷在雕版上，再套印

在画稿上……热门年画《一团和气》跃

然纸上。“年画配色好看，寓意也好，更

重要的是参与体验可以加深孩子对非

遗项目的认识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来自浙江的游客张女士说。

印一幅年画，看一次非遗特展，选

一件非遗文创，喝一杯“一团和气”特

饮……经过修缮的大儒巷 38 号，如今

已成为备受人们喜爱的特色文化空间。

距离大儒巷不远的钮家巷是年近

六旬的社区居民姚志俭的家。早上 8

点多，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还没有迎来

很多游客，吴侬软语的交谈声伴着花

香，在街巷缓缓铺展开。姚志俭出门

了 ，她 要 赶 去 和 自 己 的 老 姐 妹 们 碰

面。青石板铺就的街道边，街坊早已

沏好茶，悠悠然提着鸟笼和她闲聊几

句；年轻的昆曲演员在中张家巷边吊

起了嗓子，清脆的唱腔为古老的街巷

增添了一抹活力。

“在这住了几十年，离不开啦。这

里没有大拆大建，原始风貌和格局保存

了下来，而且街区环境和居住条件也越

来越好，让我们这些老居民感到特别欣

慰。”她说，“家在古城”是含蓄的“老苏

州”们溢于言表的骄傲与自豪。

评弹声声婉转雅致、余韵悠长，苏

绣、宋锦、缂丝、苏扇等非遗匠心独具，

展现了姑苏人文的原汁原味；这里仍

有 1.3 万名居民居住其中，是苏州古城

烟火气最浓的地方。古建筑老街区，

是故乡人心中的乡愁，也是外乡人眼

中的风景。

修复城市肌理，活化文化想象。遵

循“修旧如旧，保存其真”的原则，平江

历史文化街区在保留近 8000 户居民原

生态生活方式的同时，完善街区建设和

公共设施，大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加

快古建老宅活化利用，当地推进“古城

保护更新伙伴计划”，吸引社会资本，引

入产业发展新经济，盘活老空间。

来自山东的“90 后”李黎惊奇地发

现，在平江路南端的碑亭中，一幅复刻

的宋代《平江图》，清晰展示着约 800 年

前平江府的平面轮廓和街巷布局，“水

陆并行、河街相邻”延续至今，几无二

致。“上面的大部分街巷、河道、桥梁至

今都可一一对应，拿着这份老地图，在

古城区不会迷路。”他说。

“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全长

1600 多米的平江路，基本延续了唐宋

以来的街坊格局。仿佛一本线装书，

记录着苏州的历史与文化。其所属的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有世界文化遗产 1

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20 处，控保建筑

45 处及普查新发现文物点 70 处，被称

为“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

几十年间，苏州已批复的城市总体

规划更新了3版，但规划框架始终得以贯

彻，古城保护与更新始终是重要内容。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保护理念，为苏州

留住了呈现江南水乡风貌的物理空间。

“抵达苏州的第二天恰好下起小雨，

平江路上，身着汉服的姑娘们撑起了

伞。烟雨朦胧中，‘水墨江南’有了具象

呈现。”一位北方游客将春日下江南的感

受分享到朋友圈后，获得一片点赞。

夜色中的平江路，年轻人排起长

队。他们在网络上看到短视频，被温柔

婉转、充满意境的苏州评弹打动，从各

地慕名而来，只为在弄堂深处听一曲吴

语《声声慢》，感受古城的韵味和魅力。

除了传统文化形态的传承，漫步平

江路，可以发现这里的空间仿佛是跳跃

的、交织的：许多年轻人着汉服、梳发髻

前来，网红店开在老宅中，评弹声与吉

他声遥相呼应，烟火气与文艺范相得益

彰——平江路就像苏州的“双面绣”，既

传统又现代，既古老又年轻。

粉墙黛瓦石板路，小桥流水傍人

家。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摇一把苏

扇，听一曲评弹；或泛舟河上，或漫步

街巷。何处品江南？此处“最江南”。

（新华社南京 4月 20 日电 记者

王圣志、邱冰清）

上图：游客在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

区休闲游玩（4月 18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一 眼 千 年 平 江 路

新华社青岛 4月 20日电 （记者黎

云、孙鲁明）在人民海军成立 75 周年之

际，海军组织现役舰艇靠泊命名城市，进

行以“战舰回家乡”为主题的开放展示、

国防教育宣传等活动。

根据命名城市申请，结合战备训练

实际，导弹驱逐舰唐山舰、广州舰、厦门

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烟台舰、日照舰、

温州舰等现役舰艇靠泊命名城市，20 日

起陆续开放展示。开放期间，战舰将全

部悬挂象征海军最高礼仪的满旗，开放

甲板、荣誉室等场所，组织旗语展示、轻

武器分解结合、损害管制操演、战伤救护

等训练科目。国防知识进校园、参观见

学、快闪打卡、远洋食品品尝等相关活动

也将视情展开。其中，唐山舰、厦门舰、

日照舰、温州舰是首次到命名城市靠泊

开放。

在浙江温州，世贸大厦的户外屏幕

上亮起“欢迎海军温州舰‘回家’”；在山

东烟台，颇有地域特色的海阳秧歌在烟

台港 K11 码头上演；在福建厦门，鹭江畔

响起“人民海军节日快乐”的祝福喊话。

一座城、一艘舰，命名城市结合八一

建军节、海军成立纪念日等重要节点进

行双拥共建互动，战舰发挥“城市名片”

“流动国土”作用宣传城市建设成就，双

方发挥“城舰共建”特色品牌优势，不断

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谱写军民鱼水情时

代新篇。

海军组织现役舰艇靠泊命名城市开放展示

在浙江嘉兴的正泰新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智能工厂内，一条条自动化生

产线全力运转，随着机械臂上下挥舞，一

批批太阳能光伏组件顺利下线，即将发

往海外市场。

“今年以来，订单量饱满，海宁基地

的海外订单排到了第三季度。”企业海宁

基地总经理刘古岩说。

向北约 100公里，位于苏州高新区太

湖科学城功能片区的星恒电源股份有限

公司，依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先进

技术，具备了研发、制造动力锂电池电芯

和动力锂电池加工组装等技术能力。

星 恒 电 源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截 至

2023 年，企业生产的锂电池出口德国、

法国等约 30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销量超

2800 万组。2024 年，预计企业电动两轮

车锂电池出货 350 万组。

过去，服装、家具、家电等“老三样”

走俏海外；如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

伏产品等外贸“新三样”扬帆出海。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

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外

贸“新三样”也成为长三角区域在加快创

新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方面的重要产业。

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有效的分

工合作体系明显。一家新能源汽车整车

厂可以在 4 小时车程内解决所需配套零

部件供应，形成了体现现代化产业体系

特征的“4 小时产业圈”。

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国际汽车码头

上一片忙碌，每天有约 3000 辆汽车从这

里出发，销往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汽国际党委书记赵爱民说：“近年

来，中国汽车出口节节攀升。未来两年

多，我们将对 14 款智能电动车产品进行

全球化的开发、研究和投放”。

汽车业是我国重要的工业产业之

一，长三角正在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冉冉升起。

今年，慕贝尔绿色新能源汽车港项

目落户江苏太仓，占地面积 105 亩，总投

资 1亿美元；4月上旬，苏州中兴联精密工

业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扩产项目

启动，旨在提升新能源汽车核心组件生

产制造能力……不断密集的项目投入，

为长三角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蓄

满动能。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崔东树说，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地区，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产业集群，进

而形成了汽车出口的规模效应，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在长三角逐步集聚、快速发

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数据显示，2023 年，长三角地区“新

三样”出口形势喜人：相关产品出口，江

苏共计 1949 亿元，同比增长 12.3%；浙江

共计 1401.8 亿元，同比增长 11%。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明文彪说，外贸“新三

样”成为长三角地区发展重要引擎，同时

产业协同方面，应鼓励产业链“链主”企

业牵头，联合上下游伙伴、高校和研究机

构搭建创新平台，集中攻关共性关键技

术问题，持续提升技术含量和产品品质，

才能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和应对风险挑

战，进一步释放产业新动能。

（据新华社杭州 4月 20日电 记者

张璇、刘巍巍、周蕊）

外贸“新三样”成为长三角地区发展重要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