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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丁、李钧德、刘怀丕

“应大家要求，再放一组荷兰鲜
花的图片，我亲自拍摄的！”

39 岁的郭黎民，是郑州一家
“货代”公司负责人，一有稀罕国外
货运来，他爱在微信朋友圈晒图。
他的拍摄对象丰富多姿，稍微一翻
他的朋友圈，除了荷兰鲜花，还有智
利车厘子、挪威三文鱼、马来西亚燕
窝、加拿大蓝莓、澳大利亚奶山
羊……

全球好物汇中原，郭黎民是见
证者。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
机遇，即便地处我国内陆腹地的河
南，近年来也逐渐发展成连通境内
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枢纽通道，与
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
来。河南是一个缩影，彰显出我国
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坚定决心和主动
向世界开放的宽广胸襟。

购物车里的世界

运货单上的中国

在郑州中大门国际购物公园
里，每天下午 3 点多，澳大利亚 CW
大药房（Chemist Warehouse）郑州
线下店迎来销售高峰。在抖音上刷
到 CW 大药房后，24 岁的华小涵专
程来扫货，购物篮里放满了化妆品。

CW 大药房是澳大利亚本土
最大的连锁药房，主营护肤品、保健
品、奶粉等。在郑州的线下店，货架
上摆满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种商品，与澳大利亚门店的
品质完全相同。

“开业两个月，客流量超乎预
期，不少货品常常是一上架，就被抢
购一空。”澳大利亚 CW 大药房国
内线下运营商马艺涛说，琳琅满目
的国外商品满足了消费者的不同偏
好，每天的人流量、交易量是国外同
等规模的店无法相比的。

得益于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
放，全世界的优质商品源源流入，河
南等内地的老百姓走在街头巷尾也
可买到进口商品。吃新鲜智利车厘
子，喝白俄罗斯牛奶，品德国啤酒，
赏荷兰郁金香，用澳大利亚保健
品……这已成为不少郑州市民的日
常消费。

当前是智利车厘子热销季，河
南市场表现出强劲的消费能力。“每天要进两次货，每次货值
达十几万元。”李国伟是郑州世纪联华的车厘子采购员，他为
4个门店供货。

“智利车厘子已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甚至小县城下
沉，中国的市场容量还在增长，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上
海欧恒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仙华承接智利车厘子包机业
务，今年约有 40 架包机在郑州机场落地分拨，每架包机载货
约 80 吨。

中国人购物车里装满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世界各地的
运货单上往往都填有送往中国的产品。

在智利，距首都圣地亚哥 50 公里的纳提瓦车厘子种植
园，种植面积达 30 公顷，车厘子年产量 150 吨到 200 吨，其中
95% 出口到中国。

“我从业初期就赶上车厘子生意繁荣，主要是中国市场带
动的，中国市场一直在扩大，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在不
断调整品种。”纳提瓦车厘子种植园出口负责人巴勃罗·莫拉
雷斯说。

在荷兰，有百年历史的荷兰老牌花卉经销商西尔丰达公
司，现今向郑州等多个中国城市出口荷兰鲜花。目前，该公司
每周向郑州空运两批鲜花，每批重量为 0 . 5 吨至 1 吨。

“中国人口众多，鲜花的消费量非常大，非常看好中国市
场的潜力。”西尔丰达公司总裁格特-扬·舍内维尔德说，一直
希望能通过更多口岸向中国出口鲜花，期待在未来几年出口
量能有所增长，甚至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澳大利亚 CW 大药房中国相关负责人弗迪·本说，线下
实体店在郑州落地，受到郑州人的喜爱和追捧，公司在中国电
商平台上也已连续几年创下不凡的销售业绩，中国消费市场
潜力很大，前景看好。

地球村变小 朋友圈扩大

冬寒凛冽，郑州双桥花卉市场内，鲜花姹紫嫣红，温暖
如春。

小马进口鲜花店店员臧晶晶，与同事一起拆开空运来的
荷兰郁金香，一束束放入早已备好的水篮中养起来。小的时
候，河南市场上没有卖，这位郑州姑娘从来没见过真正的荷兰
郁金香。如今，她头天在网络上下单，隔天就能收到货。

荷兰与河南相距上万公里。这么远的距离，运输娇嫩的
鲜花很不容易。

“24个小时内，从荷兰地头收割的郁金香鲜切花，就能送
到臧晶晶手中，离不开河南空中丝绸之路的开通。”郁金香进
口商北京东方卉达国际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孝臣说，从
2017 年起在郑州进口荷兰鲜花，每年货运量以 20% 多的速度
增长。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河南发挥区位交通优势，“无中生
有”打造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改变了内陆
地区与世界交往的时空观念。生长在地球另一端，智利车厘
子经过 30 多个小时的运输，就能从南美的地头送上郑州人的
餐桌。

“郑州机场航空网络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航班密集度能
满足生鲜商品的时效需求。”河南省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卫东说，郑州机场还推行 7×24 小时的便捷通关，只要货
物一到，海关可随时检验放行。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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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12 月 29 日电（记者邹大
鹏、杨喆、谢建飞）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冬日
斜阳如画，垂落在皑皑积雪上，深藏于冰雪中
的蔓越莓枝条，顽强地伸展腰身，为迎接春天
的到来蓄积着力量。

“中国东极”黑龙江省抚远市黑瞎子岛镇
东安村附近，中俄界江乌苏里江畔的一片黑
土地里，积雪已深及膝盖。抚远红海植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峰清开一片空地，下面却不见
黑土，只有平整的冰面。

“冬天用水封冻‘冬眠’，有助于第二年生
长！”李峰随手抓起一根细细的蔓越莓枝蔓
说，它生长低矮靠近地面，由于六七月开花时
形似仙鹤又被称为“鹤莓”，红红的果实椭圆
饱满似樱桃般大小，收获期用水冲灌田地，一
粒粒漂浮在水面上如同红色海洋。

虽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但李峰选址之
初却并不了解“抚远”这个地方，他先后在海
南、江西、上海、辽宁、内蒙古等地进行了种植
实验。“抚远没有工业，天蓝水清透着舒服劲
儿，是一张未被污染的‘白纸’，最适合发展生
态农业。”李峰“一见钟情”并于 2015年在此建
设基地，如今经过试种植培育进入挂果期。

这三年多，抚远市寒葱沟镇良种场村脱
贫户任秀英家里的脱贫攻坚也在“开花结
果”。“去蔓越莓基地捋苗，干活不咋累，每天
管吃还能赚 150 元。”患有心脏病的她说，第
一次打工就赚了近 7000 元，“打工没出抚远
市，尤其基地附近东安村的农民最吃香，在
家门口就把钱赚了，你说好不好？”

李峰告诉记者，作为当地脱贫攻坚共
享产业之一，企业目前种植了 4200 亩蔓
越莓，利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帮
助当地农民创收。项目自成立以来带动贫
困户 102 户，每户每年实现增收 3000 元，
带动 257 户特殊帮扶户共计增收 44 . 9 6
万元。

走进种植基地，几名农民工正在检修收
获机器的传送装置，地上摆着一些筛选淘汰
出来的蔓越莓果。“优质鲜果在市场上最好时
能卖到每斤 150 元，我的乖乖，你能想到吗？”

其中一位农民工笑着说，搞不清这酸酸的红
果子为啥这么金贵。

“这些果子是准备春节期间上市的，口感
偏酸，一般配着蜂蜜等食用。”李峰打开基地
内一个集装箱冷库，搬出一箱红红的鲜果展
示说，蔓越莓盛产于北美高寒湿地，富含维生
素 C 及抗氧化物质，冻果比鲜果价格低很
多，主要用于果酱、果干制作等，目前公司主
要瞄准鲜果市场，正加大后续投入扩大种植
规模，建设集生产、检测、销售和产品深加工
为一体的综合性示范生产基地。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有这么红的硕果？
挂果后可以稳产 50 年到 70 年，虽然前期平
整土地、建设灌溉设备等投入大一些，而且
头几年看不到回报，但越往后越有账算！”一
直参与扶贫工作的抚远市商务和口岸局副
局长聂志刚说，如同脱贫攻坚决战一样，虽
然面临困难和磨砺多、投入精力多，但越是
用心算准“民心账”，就越能结好全面小康的
胜利果实。

远处冰面上，历经极寒的蔓越莓，正静待
冰雪消融，绽放脱贫攻坚那团燃烧的火。

蔓越莓为什么这样红？

本报记者顾钱江、涂洪长、陈弘毅

一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背倚青山，面
向水田。屋后，“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
大字庄严肃穆，引得纷至沓来的游客思量其
中深意。

90 年前，一支建党 8 年、建军 2 年的红
色革命队伍，在这里探索出了“思想建党、政
治建军”的光辉道路。古田，因此成为载入中
国革命史册的重要红色“原点”之一。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革命精神历久弥新、
老区苏区跨越赶超…… 90 年后再访古田，山
川风物依旧淳朴，发展光景却日新月异，见证
和诉说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初心。

守护红色文化之魂

走进闽西龙岩上杭的古田会议旧址，只
见正厅上挂着会议召开时的横幅会标、党旗，

四根红柱上贴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
那时正是闽西山区一年之中最冷的时节，石
板地上，当年烧炭取暖留下的漆黑印记仍然
清晰，让人仿佛置身于 1929 年冬天红四军党
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现场。

其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刚找到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走出了大革命
失败的阴影，但重心转入农村后，党和军队内
农民意识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滋长，如何建设
好党和军队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成为十分
严峻的新问题。

会址的建筑，原系建于 1848 年的当地廖
氏宗祠，民国初改为“和声小学”，1929 年 5
月红四军进驻古田后，将其改名为“曙光小
学”。当年 12 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
建党、政治建军”的重大原则，成为新型人民
军队定型的地方，嘹亮的古田军号吹开了中
国革命的灿烂曙光。

守住这一方革命圣地的魂，古田坚定而

智慧。
自 1989 年大学毕业来到古田会议纪念

馆后，傅柒生就把根扎在了这里。为了让古田
会议会址建筑群重新焕发光芒，他和同事们
上下奔走，甚至不乏“顶牛”的时候。

曾经有人建议，为了开发旅游，在古田会
议会址前建一个音乐喷泉大广场。时任馆长
傅柒生第一个反对：“红色是闽西的底色，大
家来这里首先感受到的一定是原汁原味的革
命建筑群和当年的自然环境，大开发必然会
破坏这一严肃性。”

从 2000 年开始，古田以旧址保护与品牌
打造为切入点和抓手，对《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写作地、红四军司令部旧址、蛟洋镇文昌
阁等一批会议旧址群进行了全面维修，并进
行革命历史展陈，让一大批红色建筑、红色文
物“活”起来。至今，古田会议旧址群已经开展
了四期维修保护工程，专家赞扬，旧址群维修
保护得很好，看不出重新维修的现代痕迹。

经过多年努力，古田会议会址已经实现
了从点到面、从单个建筑的保护到红色文物
建筑群整体保护活化、从单纯参观到培训研
学深度游的转变。

“在古田，不仅接受了革命教育，眼前舒
展开的是一幅红色、绿色和谐共生的画卷。”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一位参观者如是留言。

闽西奏响“彩色交响曲”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内，摆放着当年毛泽
东同志使用过的一床薄棉絮。

90 年前，红四军一名叫杨冬冬的炊事员
把家里唯一的一床被子给了参加赤卫队的儿
子，自己床上只铺了一件田间劳作用的破棕
衣，毛泽东同志看到后，把自己床上仅有的两
条毛毯中的一条抽出来给了他。闽西特委知
道这件事后，特地又给毛泽东添上了这一床
棉絮。 （下转 2 版）

90 年后，古田会议和今天的对话

世界最大跨度铁路拱桥——云南大理至瑞丽
铁路怒江特大桥主体今日建成，大瑞铁路重难点
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

大瑞铁路怒江特大桥主体建成

▲在黑龙江省抚远市黑瞎子岛镇东安村附近，工人在蔓越莓田里进行水收作业（9 月 23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12 月 29 日拍摄的贵州平塘特大桥。目前，贵
州平塘至罗甸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平塘特大桥已经
通过验收，将于近日全桥通车。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贵州平塘特大桥即将通车

新华社评出 2019 年国内十大新闻
1 . 外商投资法颁布促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

2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等主场外交展示

开放合作共赢

3 . 全党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4 . 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进

一步完善

5 .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

一批重大项目成功实施

6 . 国之大典隆重庆祝新

中国 70 华诞

7 .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

擘画“中国之治”新蓝图

8 .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逆

风前行

9 . 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

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10 . 坚持“一国两制”，反

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

事务
【详细报道见 5、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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