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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公告
白城市广大市民:

白城东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建
设的长庆北街(曙光路一乘风变电所)电力、通
讯排管工程，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开工至
2019年6月30日竣工。地点:白城市长庆北
街北二环北侧白平公路中农蔬菜批发市场至
鸿生驾校，全长约400米，届时采取全封闭施
工，望广大市民及过往车辆按照施工标志、警
示牌通过，以确保出行安全，请广大市民谅解
施工带来的不便。

特此公告
白城东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公 告
王惠敏：

本院已受理原告吉林大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307室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大安市人民法院

涪陵榨菜：“青疙瘩”如何成为“金疙瘩”
●新华社记者 陶冶

重庆涪陵榨菜自1898年诞生并推向市场、走
向世界以来，历经百年沧桑，与欧洲酸黄瓜、德国
甜酸甘蓝并誉为世界三大名腌菜。

从田间地头里的青菜头“疙瘩”，到一碟碟美
味的“国民下饭菜”，涪陵榨菜已发展成重庆市农
村经济中产销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辐射带
动能力最强的优势特色产业。“青疙瘩”，成为富民
兴产“金疙瘩”。

咸菜变榨菜：匠心成就百年产业
“榨菜”的原材料在涪陵叫作“青菜头”。涪陵

人世世代代都有将青菜头腌制成咸菜的习惯。
1898年，涪陵青菜头大获丰收，商人邱寿安家在
传统青菜头腌制咸菜工艺中，引入榨豆腐的“榨
箱”榨出青菜头中苦水，开启了规模化加工咸菜的
序幕，“榨菜”从此得名。

咸菜变榨菜，一个产业在长江和乌江交汇处
起航。

如今，涪陵作为“中国榨菜之乡”，榨菜产销
量位居全国第一，有榨菜生产企业37家，年产成
品榨菜60万吨以上。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全国酱腌菜行业首家上市企业。

该公司总经理赵平告诉记者，公司2010年上
市后迎来黄金发展期，彻底从一个传统手工作坊榨
菜企业成为了世界一流的酱腌菜工业企业。“今
年，我们会有第一条智能化生产线投产，相比机械
化生产线，产量将提高60%。”

时代大潮中，也有一些企业重拾传统制作方法。
在涪陵榨菜传统制作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万绍碧

创办的辣妹子集团，一道道传统工艺流程得以再

现，“涪陵榨菜深厚的传统底蕴，受到越来越多年
轻人的喜爱；传统工艺在当下农文旅融合中，焕发
了新生机。”万绍碧说。

秋去春又来：“青疙瘩”终成“金疙瘩”
青菜头种植于秋末、生长于冬季、收获于初

春。涪陵百胜镇新河村农户张韬家祖祖辈辈以种植
青菜头为生，而今，张韬也从种植大户变成了半成
品加工户。

他告诉记者，去年家里种了50亩青菜头，加
工成半成品约130吨，除去成本，一年可收入约
20万元。

数据显示，2018年涪陵区青菜头种植涉及
23个乡镇，种植面积达72万亩，年产量160万
吨；青菜头种植加工带动60万农民、近2000户
加工户增收致富；农民人均“榨菜收入”超过
2000元。青菜头，成为农户心中名副其实的“金
疙瘩”。

涪陵区榨菜管理办公室主任曹永刚介绍，当前
涪陵正在加速榨菜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成集

“品种选育、青菜头种植、加工生产”于一体的榨
菜产业基地。同时，农旅文商贸综合性项目“涪陵
1898榨菜文化小镇”也正在推进过程中，建设内
容包括榨菜博物馆、榨菜文化广场、榨菜非遗传承
保护中心等。

促增长增收：科研“护航”榨菜产业
2018 年，涪陵榨菜行业总产值突破 100亿

元。这一数字的背后，离不开科技的贡献。
重庆市渝东南农业科学院创建之初，就设立

了专门的榨菜研究室，2017年成立了榨菜研究中
心，科研内容涉及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机械
化耕作与收割、采后处理与加工、成品保鲜等诸
多方面。

传统青菜头对环境、温度、日照都有一定要
求，难以推广种植到更广泛的区域。为了进一步
扩大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增收，选育出更好的适
应不同种植条件的青菜头品种，对榨菜产业来说
至关重要。

榨菜研究中心主任范永红介绍，为了增加
青菜头的产量，他们对青菜头品种进行改良，
提高品质，增强抗病虫害的能力；还培育出了
直接针对蔬菜市场的早播早收和晚播晚收的品
种，让青菜头作为新鲜蔬菜销售，增加种植农
户的收入。

除了青菜头育种，渝东南农科院还在榨菜加工
和保存技术方面进行探索。农科院储藏加工中心副
主任罗远莉告诉记者，为了增加榨菜“脆爽”的口
感，中心尝试多种腌制食材和辅料的搭配，已经取
得一些成果。

为了青菜头加工成产品的效率更高，榨菜研究
中心研究人员还进行技术攻关，尝试在3年内将青
菜头靠近根茎部分的“皮筋”部分从占总重的8%
左右控制到5%以内，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新华社重庆5月28日电）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5月28日，在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吕寨镇杨庄村，村民在田间收割小麦。
新华社发（卢启建摄）

5月28日，老师带领孩子们认识不同民族的服饰。
当日，浙江省长兴县包桥幼儿园举办“民族一家亲”活动，师生家长一同表演舞蹈，展示

民族服装，迎接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据悉，该幼儿园一半以上的孩子来自省外，其中
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新华社重庆5月28日电（记者周
闻韬）“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
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这首
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是革命烈士何
敬平1948年夏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写下的。这位被称为“铁窗诗人”的
革命者，身陷囹圄，面对国民党反动
派的威逼利诱，以诗明志，表达了革
命者不屈不挠的战斗决心和大无畏的
英雄气概。

何敬平，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
巴县栋青乡 （今重庆市巴南区木洞
镇）一个贫农家庭。1935年，北平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重庆
各界闻讯响应，正在巴县中学读书的
何敬平参加了“重庆学生救国联合
会”的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
发后，19岁的何敬平在抗日救亡运动
中表现突出，被吸收为重庆公共汽车
公司“救国会”小组成员。

1938年春节刚过，何敬平就和
一群青年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中
途他因被误解滞留西安，后加入国民
党部队，在政治处从事抗日宣传工
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何敬平进
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本
来面目，他愤然弃军回家，经朋友介
绍进入重庆电力公司工作。

1945年2月，重庆电力公司发生
“胡世合事件”。中共南方局领导发起

了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带动全市的争人
权、争民主的群众革命斗争，有力地
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由于勇于斗
争、表现突出，何敬平被吸收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

1946年上半年，中共重庆电力
公司党支部成立，何敬平任组织委
员。党支部根据白区工作方针，在公
司成立了公开合法的“职工福利
社”，以组织、团结、发动广大职工
配合当前形势，参加争取和平、反内
战、反独裁和改善职工生活的斗争。

1948年春，在即将夺得全国胜
利的大好形势下，因叛徒出卖，何敬
平被捕入狱，先后被关押在石板坡第
二模范监狱、渣滓洞集中营等地。在
狱中，他备受酷刑、坚贞不屈，同敌
人进行了顽强斗争。

借助渣滓洞牢房外小院坝“放
风”时机，何敬平与难友们相互传递

着各方面情况。1948年秋，何敬平
与难友们一起分析形势，共享胜利前
夕的喜悦。他饱含革命激情，用几天
时间，在一片小纸上写下题为《为了
免除下一代的苦难》一诗。后经同牢
房的周光复、胡春圃等人更名为《把
牢底坐穿》，并谱上曲子在难友中传
唱，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
派发动了惨无人道的渣滓洞大屠杀。
何敬平奋力越狱逃跑时，被敌人枪杀
在牢房中。为追求革命理想，他献出
了31岁的年轻生命。

如今，烈士故里巴南区木洞镇已
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依托宝贵
历史文化资源，木洞镇正在倡导“农
文旅”融合发展，唱响“木洞文旅”
品牌。当地还专门设置了何敬平烈士
生平陈列，向四方来访者讲述着英雄
的故事。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愿把这牢底坐穿——“铁窗诗人”何敬平

图为何敬平像。 新华社发

北京首次发布全市生活服务业网点电子地图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记者吉宁）记者今日
从京交会有关新闻发布会获悉，为动态掌握基本便民
商业网点运行情况，更加精准地加强便民网点补建工
作，方便市民生活，北京首次发布全市生活服务业网
点电子地图。

该地图汇集27.4万余个生活性服务业网点信息
供市民查询消费，通过对包含蔬菜零售、便利店、早餐
店、家政服务、便民维修等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网点分
析梳理、归类，开发“北京生活”App，为市民提供周边
网点信息查询、店铺导航、消费评论等服务。

同时，该地图通过各区更新报送数据、专业队伍
采集、公众评论反馈、与高德数据共享等方式，定期
实现生活性服务业网点信息的动态更新；还将结合商
业网点大数据分析，对照商业街区生态配置标准，及
时掌握各区、各街道生活性服务业网点分布和发展情
况，便于针对性查漏补缺。

北京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北京市
商务局将根据便民网点市场运行情况，定期动态更新
电子地图信息，指导各区按图作业、按表销账，切实
加强基本便民商业精准补建工作，并优先补建便民商
业设施基础弱、缺口大的区域。

新华社西宁5月28日电（记者张大川）进入
五月以来，当中东部地区被“高温”“热浪”“空
调”等关键词刷屏时，深居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
省却“一夜回冬”，雨雪天气席卷全省大部分地
区，刚刚压到箱底的“毛衣秋裤”再次被高原人民

“装备”起来。
青海省气象局27日发布消息称，由于近期冷

空气频繁侵扰，青海各地降水不断，气温也随之起
伏不定。从5月26日白天开始，青海出现大范围
降水天气，多地出现“五月飞雪”景观。气象资料
显示，截至5月27日8时，青海715个测站中有
613个测站出现降水。

降水中心出现在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降雪
量达27.9毫米，积雪深度20毫米，突破该地区

1961年以来同期降水极值。西宁市26日晚间至27
日早晨也迎来雨雪天气，降水量为5.1毫米。

5月27日，青海各地气温均出现明显下降，
西宁市最低气温仅有0.8摄氏度。青海省气象台首
席预报员马秀梅表示，5月28日夜间至29日白
天，青海省大部分地区还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降
温天气过程，同时，柴达木盆地将出现吹风、沙尘
天气，青海南部地区将有雷暴天气。

青海省气象局气象专家提示，相关部门应注
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洪涝等自然灾害，青海
南部虫草采挖区要做好防范雷击事件的准备，高
海拔地区降雪将影响道路交通运输，出行要注意
行车安全。

青海五月不“入夏”

北京世园会为中拉绿色合作筑起桥梁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记者许咏政
张拓）玛雅图腾、迷你火山……在北京世园
会上，以“隐秘在雨林中的玛雅文化”为主
题的拉丁美洲联合展园吸引了大量中外游
客。其中，有一个展位尤为特殊——“摊
主”是一对来自玛雅文明发源地的父子。

父亲胡里奥·梅内塞斯是中国—危地马拉
合作商会的总代表，此次作为危地马拉展区
的负责人来到北京。“中国人和玛雅人都是人
类文明的奠基者，我认为中国和危地马拉可
以借世园会这个平台，加强文化交流、绿色
交流，共同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梅内塞斯
说，希望通过这次世园会，推广玛雅文化旅
游，促进两国在旅游业方面的合作。

“北京世园会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平台，让
我们在共同的主题下突显各自特色。”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阿德里安·托

马斯说。
“北京世园会‘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的

主题与中国在环保领域取得的进展十分契
合。”托马斯表示，“特多虽然面积不大，但
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此这一主题与我
们密切相关。”

参加本次世园会的拉美国家代表纷纷表
示，非常希望通过世园会这一平台，扩大与
中国的绿色经济合作。

乌拉圭展区负责人安东尼奥·卡兰布拉
说，希望在世园会上展示乌拉圭在天然农
业、清洁能源、现代物流等方面的优势，促
进和中国的有关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研
究室主任岳云霞表示，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
适应拉美的发展需要，绿色经济可以说是双
方未来重要的合作方向之一。

（上接一版）总投资约8000万元。”市住建部
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亮化建设采用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将建筑本身与艺术特
色有机结合，兼顾功能性与安全性，环保性
与景观性，夜景景观既各自成景又浑然一
体，全面提升城区夜景档次。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人
们纷纷走出家门，有说有笑地漫步街头。“现
在白城的夜景实在太美了，我每天都会出来
走一走。”走在城区幸福街上的王成老人对记
者说：“我最喜欢路两边的中华灯，看起来跟
北京天安门的灯差不多，大气。我数过，这
条街有近200基杆中华灯，把街道照得通
亮。每基杆中华灯有 9个装饰灯头、3盏
LED主灯和1盏副灯，底座还刻有双鹤图
案，有咱们鹤乡特色。”王大爷如数家珍地
说，脸上还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顺着他的目
光看去，两排中华灯高高伫立，整条街宛若

一条灯火的长廊，鳞次栉比的楼宇演绎着光
与影的交融。

散步的于悦女士也由衷地赞叹：“这里就
是我梦想家园的样子，不必再羡慕大城市的
霓虹闪烁。”

赞美、感叹之声渐渐淡去，灯光璀璨的
夜晚并没有结束。灯光就是城市的“眼睛”，
城区亮化工程让我们的“眼睛”变大、变明
亮，夜色中的白城变得越来越美好，越来越
让人喜爱。

记者手记：采访过程中，市民对我市亮
化工程一片赞誉，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
记者依然历历在目。城市变美了、变好
了，受惠最大的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人们。作为城市的一员，我们既要享受城
市的美好，也要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从一
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为建设更加美丽的白
城贡献力量。

（上接一版）农工党白城市委动员部分党员深
入帮扶的镇赉县沿江镇东莫村，走访慰问了
15户贫困户，为每户送去慰问金和生活用
品。还动员党员捐款3.5万元，为特困户大
学生解决3年学费。此外，还组织党内部分
企业家到东莫村就扶贫情况进行帮扶对接，
为东莫村文化书屋捐增图书800多本、书架
60平方米，价值3.3万元。配合农工党吉林
省委做好对洮北区洮河镇精准扶贫走访慰
问、入户调研工作，为贫困户送去价值2500
元的生活必需品。此外，还连续多年开展为
农民送文化、送医药、送科技、送法律“四
下乡”活动。共向农民群众捐赠药品价值4
万余元，诊治患者600余人次，观看文艺演
出4000余人次，为推动新一轮白城振兴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

助力生态环境治理。“举市三年大造林”
“三年再造百万林”是中共白城市委治理生态
环境，建设美丽白城的战略举措。农工党白
城市委坚决响应，积极行动，连续9年开展
植造白城农工林活动植树2万余棵，成活率
达95%以上，现已绿树成荫。“农工林”已
经成为农工党助推白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
色品牌”，受到了农工党吉林省委和中共白城
市委的充分肯定。此外，他们还多次组织农
业专家为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洮河镇、平
安镇、金祥乡等乡镇的农民讲授保护生存环
境，农作物的种植栽培、病虫害防治等技
术。指导使用玉米膜下滴灌和农作物栽培技
术，为农民灌溉节水70%，亩产增加30%，
达到了节约资源、增产增收、保护生态环境
的目的，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农工党白城市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点亮城市 点亮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