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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2018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完颜文豪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上接 7 版）

（上接 1 版）世界遗产哈尼梯田元阳管理
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朱文珍说，森林、村
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
统，以及农耕生产技术和传统文化活动
均是保护内容。“可以说一草一木都是文
化。”

哈尼梯田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下、崇
山峻岭环境中人类生态系统的杰出范
例，被誉为“伟大的大地雕刻”，世代在梯
田上劳作的卢世雄等哈尼族人被誉为
“大地雕刻师”。

“‘大地雕刻师’？那可不敢当。我们只
是按老一辈们传下来的技艺种地。”在世
界文化遗产地耕种的卢世雄，早已习惯
了外来的人们出现在田边，好奇地用相
机、摄像机甚至无人机记录田间美景和
春种秋收。

哈尼族村寨中寨村民小组位于海拔
1800 多米的山坡上，地处哈尼梯田的
核心区域。在卢世雄心目中，这里的山
田溪流，村寨房屋，包括祖辈们传下来
的种稻方式，甚至手中这把镰刀都饱含
文化，也很独特。能让祖辈们的东西世
代相传，还能让山外更多的人知道，这
令他十分自豪。

谷船、鱼篓、袋子……物件准备妥
当，卢世雄又郑重地把镰刀拿出来反
复擦拭，“父亲当年带我割稻时就用
过，它的‘岁数’也不小了。”

要收割新稻，还要庆祝“新米节”。
山头上刚露出太阳，卢世雄一家就忙
碌了起来。两个孩子在外工作忙，来不
及赶回，卢世雄和妻子李燕英便请了
几个人帮忙，还要专门准备“新米节”
饭菜。

到山脚处的老田里采稻穗归来
后，卢世雄来不及拭去头上的汗水，便
把三个稻穗郑重地敬献到祖先的龛位
上，祈求五谷丰登；

卢世雄和妻子等人挥舞镰刀，不
断把割下的一把把水稻递给身后的村
民；

帮忙的村民推动谷船紧随卢世
雄，接过割下的水稻，双手把它们举过
头顶，然后重重地摔打在谷船上脱粒；

割稻间隙，卢世雄还要从稻田的
积水里把鱼捞出来放进鱼篓；

……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历史可

追溯到 1300 年前的唐代，千余年来延

绵不绝，卢世雄等村民们的劳作方式
基本沿用前人。

传承着祖辈们的方式和技艺，秉
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传统的耕
作体系至今还很活跃，并得到很好的
保护。这在朱文珍看来十分珍贵：就像
哈尼古歌四季生产调中唱到的一样，
人只有劳动才有收获。“传统的农耕技
艺得以传承，表现的是当地人对土地
对生活的热爱。”

稻香缕缕，笑声阵阵。转眼已近黄
昏，夕阳的余晖染在漫山遍野的梯田
上。大家已收割完一块稻田，背着一袋
袋散发着香气的稻谷，沿着田埂回村。

“又是个丰收年，要好好庆贺一
下。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耕田，要把
祖先的技艺传下去。这把镰刀明年还
要用，以后孩子们也可以用。”卢世雄
摘掉粘在镰刀上的杂草后，不断用手
擦拭刀身。

天色已暗，夜空中繁星点点。
卢世雄一家和帮忙的村民们正举

杯庆贺“新米节”。笑声、酒香、稻香融
在一起，借着微风飘出窗口，在村寨
中、梯田上、山谷间久久飘荡。

父辈的镰刀——— 哈尼梯田丰收图

（上接 1 版）

“老观念”转“新理念”瞄

准市场创新

记者走访“老字号”时发现，这些国
企振兴，都经历了解放思想、强化市场观
念的过程，实现了由生产主导到市场主
导的变革。

中国一重累计召开 180 余场次专题
讨论会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整改具体
问题 226 项，确立以营销为龙头的经营
新机制，建立“内部模拟法人实体运行”和
“研产供销运用快速联动反应”机制。

铸锻钢事业部财务总监周金波说：
“调度会主持人由生产部门变为营销部
门，不仅汇报生产进度、质量问题和交货
时间，更要将客户的意见直接反馈给研
发、生产、管理部门，用市场倒逼生产。”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被誉为
“中国铝镁加工业的摇篮”。机电工程公
司党总支书记王强深有感触地告诉记
者：“过去是我们能生产啥就卖啥，现在
是市场需要啥我就干啥。在一次地铁产
品订单业务中，我们主动把甲方提供 4
个部件组成的焊接件图纸，创新研制加
工成为一次成型的压制件产品，既提高

了安全性又降低成本，产值超千万
元。”

在这间亚洲最大单体铝合金厂房
里，一台台巨型龙门吊正在吊装铝合
金板，这些板材将用于生产国产大飞
机机翼。车间内，“为大飞机插上中国
翅膀”“插翅飞天党员攻关队”的大红
条幅格外醒目。

东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范云
强说，这些新材料的研发，始终瞄准国
际一流水准，紧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和中高端市场供给，打破了国外企业
的技术垄断，产品投放市场后，同类产
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因此对半“跳水”。

“老传统”塑“新使命”

筑牢根与魂

“老字号”国企干部群众普遍反
映，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让企
业找回了“精气神”，党支部在生产一
线唱主角，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教育
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

中国一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明忠介绍，公司取消党政联席会议
推行“党政一肩挑”，建立党建工作指
标-责任-跟踪-评价-考核“五个体

系”，与经济考核并行，解决了“两层
皮”问题。严肃监督执纪问责，两年来
共立案 20 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41
人次，诫勉谈话 28 人次，组织处理 56
人次。

“不当干部也能高收入，这种价值
导向让职工有了更多的获得感。”东轻
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李海涛告诉记
者，公司通过“党建+经营”“党建+活
力”“党建+典型”载体平台和党政“双
百分”互乘考核，创新了党建融入生产
运营新模式。

“老字号”国企的勃勃生机也搅动
了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池春水。
去年，仅中国一重地方配套比例由不
足 20% 提升至 37%，带动了地方配套
企业快速聚集，产业链、价值链不断延
伸。今年前 7 个月，黑龙江省国资委出
资企业利润、税金同比分别增长 21%
和 58%。

在成绩面前，黑龙江省有关负责
同志清醒地认为，黑龙江省国企点多
面广、布局分散、竞争力不强，改革攻
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省里将出台系
统性配套改革文件 23 个，打出组合
拳，实行一企一策，加快推进国企振兴
走出新路子。 (参与采写：马晓成)

黑龙江“老字号”国企绽放新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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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9 月 24 日电(记者陈思
武、段续)4 年前穿梭在上海写字楼里、
操着流利英语“谈笑有鸿儒”的蔡雪没想
到，27 岁的自己会在家乡吉林省舒兰市
的田埂旁察看水稻长势、计算收购价格，
盘算着如何把最好的大米卖到远方。她
的“领地”，是耕种着 187 公顷优质水稻
的农丰水稻专业合作社。

距舒兰市约 100 公里的永吉县，28
岁的张楠楠经历相似：当初在长春做咖
啡师的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开着越野车
在田地里穿梭，还会成为村里唯一一名
既能飞又能教植保无人机的“飞行教
练”。她的“领空”，是自家农场的 285 公
顷稻田。

同属“90 后”的蔡雪和张楠楠都自
称“新农人”，不约而同从都市返回了广
阔的乡村。

金秋时节的东北黑土地上，两位 90
后姑娘，在稻香里诉说青春。

归：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乡

大学毕业后，蔡雪在上海一家外贸
企业拿着七八千元的月薪，在国际化都
市生活，一切都让她很新鲜。

她笑称，返乡是被父亲“套路了”。
“那时妈妈身体不好，爸爸建议我回来。”
蔡雪说。

从小生活的村子，既熟悉又陌生。习
惯了城市生活，蔡雪刚回来时很不适应
乡村的宁静：在上海，下班后能和朋友去
酒吧小聚，而在村里，晚饭后村道上已难
见到人。她一度动摇：是不是走错了？

同样的怀疑也曾让张楠楠心里打
鼓：念大学不就是为了不再回来？空有一
身抱负却只能回村？咖啡、下午茶、电

影……张楠楠过去向往“小资”生活，如
今却在“种地”，对比鲜明。

最终，两名“90 后”返乡女大学生觉
得，踏实干下去，自会有答案。两人的家
乡同处黑土地黄金水稻带，家里都是当
地种粮大户。

她们返乡要延续的，并不是祖祖辈
辈面朝稻田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方式。生
活在新时代，蔡雪和张楠楠有了更多想
法：种植面积越来越大，生产技术更需与
时俱进；稻米品质优良，品牌还要更响
亮；农业已不仅仅是种地，必须全方位谋
划……

“我坚信能用知识做更多事。”张楠
楠说。

去：在广阔田野里挥洒青春

农村天地大有可为，但施展抱负并
非一帆风顺。“不就是种地？产量大了就
能赚钱。”张楠楠回想起当初的念头说，
“可真干起来，苦累自不必说，种地的学
问够学一辈子。”

秋收就是一场战役。今天收哪块地？几
台收割机作业？雇多少人？新稻分几批加
工？……无数事情需要处理，张楠楠在飞奔。

再把时间线拉长到一整年，育苗、插
秧、施肥、除草……农时衔接必须严丝合
缝，如果每个环节都往前抢，自家水稻就
能抢先上市，卖个好价。

干旱、多雨、大风等灾害最令人发
愁。“受台风影响今年倒伏比较多，趴在
水里的水稻容易生芽，如不及时处理，品
质就会受影响。”张楠楠说。应对自然灾
害，是扎根农业的必修课，需要“大心脏”。

“既要关心产量，更要关心质量，还
要打造品牌。”蔡雪说。理念的冲突曾让
她头疼，为提高产量，一些农民加大了化
肥农药的使用，但却会让肥沃的黑土地
加速板结。

改变非朝夕之功。为了推广有机水
稻，她和父亲发动 50 户村民成立合作
社，统一采购、种植、销售，平均每人能增
收 1 万多元。“分红时，农民的笑脸让我
更加认同自己的选择。”蔡雪说。

来：农业的未来已来

返乡后，蔡雪主要负责打造品牌和
对外销售，一年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外出
差。穿上正装，稍加打扮她就会变成漂亮
的都市白领；而穿上工装，又可以自如地
游走在稻田间。

车间里，工人正将紫薯和玉米制成
的紫色、黄色“大米”与优质小町稻米混
合、封装，契合粗细粮搭配的饮食风尚。
“这想法是我琢磨出来的。”蔡雪说。

而在稻田里，合作社分块测试种植
的 193 种水稻品种成熟在望，木栈道、玻
璃栈道穿越其中，不时能见到游客留影。
秋风阵阵，田里泛起金色稻浪，一望无垠
的金黄让人沉醉。“这里是网红地标，我
们专程来拍抖音。”一位市民说。

太阳能生物除虫灯、有机肥料施放、
鸭蟹稻混合养殖……有机稻田里新设备
布放有序。还没丰收，蔡雪已开始计划来
年从 193 种水稻中优选出最适宜的推广
种植，在河边建几个观光大棚，发展乡村
旅游，让稻田美景成为城里人的好去处。

“飞行员”张楠楠一边麻利地指挥着
收割机作业，一边盘算着来年的无人机
作业计划。“科技就是农业的未来，机械
化种‘大田’，轻松快乐。”她说。

以前，给稻田做植保是体力活，数十
人背着喷罐，在 285 公顷稻田里干十几
天。现在呢？三五个飞手在田埂边支起遮
阳伞，摆上小桌，冲杯咖啡，七八架无人
机闪转腾挪，3 天就能搞定。

“以前在城里，我干的只是一项工作，
而在农村，我是在做一番事业。”蔡雪说。

▲左图：蔡雪手捧着刚收割的水稻（9 月 19 日摄）；
右图：张楠楠行走在稻田间（9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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