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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园林美景，品中华戏
韵。在北京园博园，身着精
美戏服的演员们移步走来，
唱腔声情并茂、悠扬婉转，现
场欢呼声和掌声不时响起。

近日，第六届中国戏曲
文化周在北京启幕。连日
来，戏曲展演、戏曲市集、学
术论坛、展览游戏等各类活
动，为观众奉上一道戏曲文
化大餐。尤其是“园林中的
戏曲”板块，汇聚了众多名
团、名剧、名家，为观众带来
高水平的专业演出，京剧、昆
曲、河北梆子、评剧等多剧种
集中呈现，让人们在秋意盎
然的园林中欣赏名家好戏。

记者在此次活动主场
地北京园博园看到，在闽
园、忆江南等中式园林化身
的“小剧场”内，人们围在戏
台、仿古建筑前，兴致盎然
地观赏《霸王别姬》《状元
媒》《牡丹亭》等经典剧目，
也 在 园 林 美 景 中 流 连 忘
返。此外，北京戏曲文化发
展成就展、京剧旦角艺术展
等系列展览也让人们更深
入了解戏曲文化知识。

本届戏曲文化周还组织
了多场文化论坛，邀请众多
戏曲领域专家学者、院团负
责人以及导演、编剧、演员代
表等，围绕“新时代戏曲艺术
的现代性与传承发展”“戏曲
艺术的国际传播与交流”“戏
曲演出市场发展与观众培
养”“京津冀青年戏曲人才发
展”等多议题，展开深度交
流。据悉，戏曲文化周主场
活动将于10日闭幕，后续还
将在北京园博园持续开展常
态戏曲演出。

（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

通河县地处小兴安岭南麓，山区
土地较为贫瘠，种植传统农作物收益
较低。13 年前，郑民到各处学习“取
经”，选择了适合寒地种植、市场前景
较好的大果榛子。榛子喜旱不喜涝，
适合在坡地种植，同时当地昼夜温差
大，有助于榛子储存养分。然而，榛
子树苗基本要第三年才能结果。

“刚开始投入了 10 多万元，种了
60 亩地，我们心里也犯嘀咕，只能顶
着压力干。”郑民的妻子张雪竹说，直
到第三年看到榛子树终于结果了，小
两口心里乐开了花。与此同时，前三
年榛子树虽然不结果，但可以套种大
豆，基本能收回成本。

2012 年，首批收获的榛子平均亩
产三四百斤，售价比大豆、玉米高出
不少，这给郑民涨了不少心气，也带
动 更 多 人 种 植 大 果 榛 子 打 开 致 富
路。“榛子价格比较稳定，鲜榛子一斤
能卖10元左右，一亩地利润500多元，
比以前种地收益多。”通河县榛子种
植户许勤飞吃着自家种出来的大果
榛子高兴地说，“大家看到‘郑总’有
了成果，也纷纷种榛子，现在已经成
了特色产业。”

近几年，郑民种植的榛子面积从
60 亩扩大到 240 亩，还成立了合作社，
积极引领示范带动。如今，合作社种
植面积 7300 亩，入社农户 210 户，其中

带动脱贫户30多户。
既能调整产业结构，又能保护绿

水青山，经过反复论证，通河县看准
大果榛子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通
过技术兜底、政策扶持、引进加工企
业、完善产业链等多措并举，鼓励农
民种植榛子。

截至目前，通河县大果榛子经济
林种植面积已达 13.2 万亩，走出了一
条强县富民的新路子。

今年，郑民升级了加工厂，引进多
台自动化设备，单条生产线日加工能
力约2万斤，告别土制铁锅的原始炒制
方式。经过浸泡、加温、压口、炒制、包
装等流程，大果榛子就成了货架上包

装精美的品质坚果。加工厂内隆隆声
不断，加工效率明显提升，还为附近村
民提供了30余个工作岗位。

有了好榛子，还需要有好销路。
为了打开市场，通河县利用各种展
会，提高榛子的市场知名度，并与北
大荒集团等龙头企业签订代加工协
议，与直播带货的主播合作，通过线
上线下等多种方式让大果榛子“走出
去”，让好效益“走进来”。

“明年，我们还将再上一条生产
线，扩大企业规模，为更大的订单做
准备。”谈及未来的打算，郑民信心
满满。

（新华社记者 戴锦镕 杨思琪）

黑龙江通河：念好乡村振兴“榛”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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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7日电（记者
黄垚）在中国气象局 7 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
肖潺表示，预计今年冬季影响我国
的冷空气强度总体偏弱。

据介绍，预计除内蒙古东部和
西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南地区大
部、西南地区东南部、西北地区中东
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外，全国其
余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

冬季气温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明
显 ，2022 年 12 月 至 2023 年 1 月 中
旬，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较弱，全
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高；2023 年 1 月下旬至 2 月，冷空气
强度逐渐加强，内蒙古大部、东北地
区大部、华北地区北部、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
部、西北地区大部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低。

降水方面，预计除内蒙古东北
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大部等
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外，全国其
余大部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
少，其中，华东、华中大部、西南南部
等地降水偏少二至五成。

肖潺提示，江南大部地区气温
偏高、降水偏少，发生夏秋冬连旱的

可能性较大，建议加强水资源调度
管理，做好抗旱准备工作；湖南、贵
州等地可能发生阶段性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建议防范其对交通出行、电
力、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内蒙古
东部和西部、东北北部、西北大部可
能出现阶段性强降温、强降雪过程，
建议做好雪灾和低温防御工作；华
北东部、华东、华中东部、西南地区
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森林火
险等级高，建议做好预警预防工作。

气象部门将加强研判，后续不
断提供滚动监测预测意见和服务
信息。

走进四川成都市金堂县淮口街道
龚家村，漫山遍野的油橄榄树果实累
累，红红绿绿的果子挂满枝头，村民们
正忙着采摘已经成熟的油橄榄果。

摘下一颗红色的油橄榄果子仔
细看了一会儿，村民高云海露出满意
的笑容：“今年的果子颗粒饱满，长得
很好。”

今年 43 岁的高云海是龚家村土
生土长的农村汉子，但说起种植油橄
榄树，他说得头头是道：“品种的选择
和管理非常重要，相同的品种，如果管
理得不好，果子长出来就偏小，整棵树
看起来就没有‘精神’。”

他一边说，一边在油橄榄树下查
看，发现树下有几根杂草，立即用手拔
掉。“树下要避免杂草生长，不然果子
容易长虫。”高云海解释说。

“一斤果子可卖4元多，今年我家
300 多棵油橄榄树收入 4 万多元不成
问题。”高云海告诉记者，因为没手艺，
以前他只能去外地打零工，这几年回
到村里种油橄榄，挣钱更多了。“在家
还能照顾娃娃，最近老婆也在学习种
植油橄榄，以后多种树多挣钱。”他说。

让他感触更深的是，随着油橄榄
树越来越多，不仅村民们的腰包“鼓”
了，村里的生态环境也变好了。“以前
去外地打工的村民多，山上的地没人
种，光秃秃的，一下雨到处是泥巴，现
在山上满眼绿色，环境都变美了。”高
云海说。

记者了解到，油橄榄树正逐步成
为金堂县农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和
生态治理的“常青树”。2009年，当地
政府积极整合资源，引进世界油橄榄

主产地西班牙的良种及产业链技术资
源，结合川中丘陵地区土壤气候特点，
持续专注良种培育、全周期种植技术
攻关和全产业链技术标准建设。

作为金堂县的特色产业之一，当
地还引进培育了聚峰谷、南国花园等
多家经营企业，相关产业覆盖全县14
个镇（街道）。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发
展油橄榄种植基地7.73万亩，建成种
苗繁育基地4个，油橄榄初加工工厂3
家，还注册了12个本土商标。

郁郁葱葱的油橄榄树一眼望不到
边，以油橄榄为主的绿色产业也初具
规模。2021年，金堂县油橄榄鲜果产
量超过1万吨，产业复合总产值超过5
亿元。

随着油橄榄产业的发展，村子还
成了网红打卡点。“村里引进一家公司
开发了10多间民宿，每年村里保底都
有7.2万元民宿收入。”龚家村党委书
记陈积康说，村里还购买了 1 台全自
动榨油机，以后产业发展会越来越好。

陈积康告诉记者，2016年，龚家村
的村民人均收入 8600 元；2021 年，村
民人均收入达到 25600 元。“现在，在
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技术支持下，很多
村民在油橄榄树下种植中药材，今后
腰包会越来越‘鼓’。”

村民易春秀如今在龚家村的民
宿餐厅打工，一个月工资 3000 多元，
儿子在离家附近几公里的产业园工
作，一家人的日子踏实有盼头。“一到
周末，好多人专门开车来看油橄榄
树，不少游客喜欢吃我做的农家菜，
很多游客成了民宿的回头客。”易春
秀笑着说。

葱高 2.44 米，葱白鲜嫩，葱叶碧
绿，析出的果糖结晶点缀其上。近日，
在 2022 中国·章丘大葱文化旅游节
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王金村村民
苗发勇凭借自家的这棵大葱，夺得“葱
王”桂冠。

今年 51 岁的苗发勇种植大葱已
有 32 年。他告诉记者，章丘大葱以

“高、大、脆、白、甜”的特点闻名于世，
自己种植的“大梧桐”品种便是其中的
代表，生长期长达400余天。

据史料记载，山东地区种植大葱
的历史已有 2700 余年。女郎山是章
丘大葱的核心产区，种植面积达1000
余亩，山脚下的王金村是远近闻名的

“大葱状元村”。
王金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开军介

绍，村里共180户，约八成从事大葱种
植，实际大葱种植面积 800 亩，亩产 1
万斤左右。按目前市场价格计算，户
均年收入超过18万元。

专家介绍，独特的品种，得天独厚
的富硒土壤，附近优质灌溉水源，深开
沟、高培土、精耕细作的传统栽培模式
等多重因素造就了章丘大葱的过硬品
质，使其深受市场认可。

“地里的葱还没成熟，就有国内外
客户抢着来预订了。”苗发勇说，“今年
家里的20亩地能带来不少收入，大葱

种植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章丘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部工

作人员张会玲告诉记者，目前全区大
葱种植总面积11.5万亩，年产量达63
万吨，从业人员约10万人。“我们还积
极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开发大葱系列
精深加工产品。”张会玲说。

章丘大葱和高科技还碰撞出了别
样火花。山东省药物研究院发挥章丘
大葱药用价值，研发出大葱消杀产
品。哈工大机器人（山东）智能装备研
究院生物健康工程研究所开发大葱粘
液冻干粉等产品，并利用大葱边角料
制作可降解材料。

“这些可降解材料已经用于生产
塑料袋、一次性餐盒、家具等。”研究所
研发主管金少瑾介绍，目前“大葱面
膜”也在积极研发中。

获评中国驰名商标，成为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申报“葱小白”“葱小
玉”等商标 20 项，走进北京冬奥会等
世界级平台……据估算，章丘大葱品
牌价值达到52.91亿元，知名度、美誉
度不断提高。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政策扶
持、技术支撑等要素保障，拓宽营销空
间，加强产品研发加工，充分利用章丘
大葱品牌效应赋能乡村振兴。”张会玲
说。 （新华社记者 袁敏 高天 王越）

四川金堂念好“绿色产业经”
新华社记者 董小红 杨华

大葱长得高，百姓生活好
——山东章丘大葱收获见闻

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冬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总体偏弱

素有“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之称的山东省济宁市有穿城而过的京杭大运河，境内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是山东省
湿地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2022年，济宁市被评为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目前，济宁市湿地率达13．
62％，湿地保护率达77％以上。如今的济宁呈现出城市与湿地交融共生的生态画卷。 新华社发（薛兆田 摄）

西藏拉萨林周县位于拉萨河上游及澎波河流域，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黑颈鹤分布数量最为集中的保护区。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每年到林周县越冬的黑颈鹤已达2000只左右，林周县区域内的大片湿地成为黑颈鹤的“冬季乐园”。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11月7日，游客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梁园镇护城社区格桑花海内游
玩（无人机照片）。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梁园镇护城社区大片格桑花渐次绽放，成为
扮美乡村的一道靓丽风景，吸引游客赏花游玩。

新华社发（刘玉才 摄）

“咔哒、咔哒”，轻轻一掰，刚烤好的榛子就从坚硬的壳里“滚”了出来，温热香脆。“我们的榛
子个头大还好吃，有了新厂房，加工能力也提升了不少。”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通河县庆秋
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民自豪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