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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屈凌燕、魏一骏

　　新冠疫情反复、海外采购商不便来华、运
价原材料等各种成本上涨，给国际贸易带来
严峻挑战。被称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克
服疫情不利影响，多措并举强健国际贸易链，
今年 1-3 月实现进出口总值达 1062.9 亿
元，同比增长 63.9%。

“眼睛”连四海：捕捉新生机

　　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水晶商铺内，业务员
小丁正在货架前进行远程视频连线，手机的另
一头连着巴勒斯坦。受疫情影响，海外客商来华
不便，远程直播成为其采购之“眼睛”。“客户担
心这个灯台尺寸比较大，运费会不会比较贵？”
业务员小丁问。“没问题，主体和灯座可以拆卸，
包装不占空间。”商铺负责人刘荣斌立即回复。
　　“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客商无法到店选
购，我们就把工作转到线上。”刘荣斌在电脑

和手机之间自如切换，与各国客商沟通。
　　提升进口转口枢纽地位，打造 RCEP
进口货物集散中心；抢滩东南亚跨境电商
蓝海市场，打造跨境电商业态模式创新中
心……今年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后，义乌人敏锐感受到新机遇。
　　“很多出口日本的产品关税会逐年降
低，我们正抓紧机遇做大做强。”浙江海源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向望高介
绍，今年一季度他们向海关申请了 RCEP
证书共 92 份，共获得日本进口关税优惠
额近 20 万元人民币。
　　统计显示，一季度义乌海关共签发享
受自贸协定优惠的原产地证书 48885 份，
货值 10.06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4.43%
和 33.49% ，可为相关出口货物减免 3.19
亿元人民币的进口国关税。

贸易数字化：“带你到中国”

　　在数字化转型动力和疫情倒逼之下，
义乌市场大力发展互联网电商、社交电商、
直播电商，强化数字化连接线上线下能力，
加快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作为数字贸易综合服务平台，“义乌小
商品城 Chinagoods”上线两年来，入驻超
6 万家实体商铺，整合了上下游 200 万家
中小微企业，商品种类 500 多万种，今年
一季度实现交易额同比增长 90%，累计交
易额超 210 亿元。
　　贸易数字化也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经贸合作打开新通道。“带你到中国”卢
旺达展厅内，整齐地陈列着各种商品，每天
都有大量采购商在此寻找中国好货。卢旺
达商人阿卜杜刚刚与客商谈成一笔价值
10 万元的订单。这批套锅、小家电货物将
从义乌发往卢旺达。
　　义乌商城集团积极完善海外站点网络
体系，创办卢旺达数字贸易枢纽，“带你到中
国”就是该数字枢纽在卢旺达的线下展厅。
通过“展厅看样、远程商谈、保税库出货”方
式，可快捷成交跨境订单，实现货物交割。

“四港”大联动：助物畅其流

　　虽然国际海运成本大涨，在铁路、海关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从义乌始发的“义新
欧”中欧班列车轮不停，保持着常态化高密

度开行，发挥了中欧国际物流的重要通道
作用，今年一季度累计开行 370 列，同比
增长 10.1%。
　　为全力保障班列日常运营及沿线境外等
重大项目拓展，今年 3 月 10 日，义新欧贸易
服务集团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约进行战略合作，根据市场
客户需求适时推出一揽子保险服务和产品。
　　为缓解外贸企业“一箱难求”的供需矛
盾，今年 2 月，义乌市政府与中国远洋海
运集团有限公司、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
公司签订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依托
中远海运港口船务优势和普洛斯仓储基础
设施优势，实现义乌“货”与中远“船”、普洛
斯“园”的强强联合，有力推动义乌物流升
级，加快构建现代化贸易枢纽。
　　义乌打通国际物流动脉的步伐不断加
快：数字化前移宁波舟山港港口功能和船
务资源，提升开放能级；创新义乌—宁波—
美国快船、义乌—欧洲卡车航班、义乌—老
挝班列，提升物流时效……如今，义乌已成
为浙江省唯一陆港、海港、空港、信息港“四
港”联动的试点城市。
      新华社杭州 4 月 28 日电

新华社记者于晓泉、刘一诺、孙飞

　　晚春，粤东。
　　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细
雨沁润下的红墙愈发鲜艳，广场中
央的彭湃烈士铜像依然挺拔。
　　 1927 年 11 月，海陆丰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创建全国第一个县
级苏维埃政权。这颗在海陆丰人民
世代生长的土地上，用鲜血和生命
种下的红色种子，历经百年风雨，
而今枝繁叶茂、繁花似锦。

播 种

　　走进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
海丰农会会旗、海丰总工会印戳、
彭湃题词等珍贵文物，《胜利会
师》《浴血奋战》《气壮山河》等大
型群雕，海陆丰革命烈士纪念
墙……将近百年前的革命历史诉
说，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流转。
　　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国白色
恐怖的危难时刻，中共海陆丰地
委毅然带领海陆丰人民举行了第
一次武装起义，占领两县县城，夺
取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成立了
两县临时人民政府，颁布革命纲
领。但这次起义引起国民党反动
派极大仇视，十天左右，海陆丰县
城相继陷入敌手。
　　“革命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拥有大无畏的斗争精
神。”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馆长陈火金说。南昌城头的枪
声，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让海陆丰的党组织和群众认清
了全国形势，明确了革命方向，找到了斗争出路。
　　 1927 年 9 月，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先后
占领陆丰、海丰两县城，分别成立了工农临时革命政府。
在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反扑下，他们主动放弃县城，转入
农村坚持斗争。
　　一个多月后，海陆丰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是党
依靠群众，领导工农武装的伟大胜利！”陈火金说，起义成
功后，陆丰县和海丰县先后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分
别成立了陆丰县和海丰县苏维埃政府。
　　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海丰县的孔庙学宫召开，彭
湃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没收土地案”等
八项决议案。“会场四周和街道墙壁都刷成了红色，会场
内用红布覆盖墙壁，红宫也因此而得名。”陈火金说。
　　陆丰县和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统称为海陆丰苏维埃，
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诞生，同时，种下了一
颗贫苦群众紧跟共产党求解放、谋幸福的红色种子。

耕 耘

　　“如果说，海陆丰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
是孕育在此的革命种子，那么耕耘这片红色土地的，就是
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汕尾市委党史研究室副
主任莫春云说。
　　海丰县海城镇莲花山脚下，一片片茶树郁郁葱葱、长
势喜人。
　　“做大做强富民兴村产业，充分激发老区资源要素活
力，才能带领群众奔小康。”海城镇党委副书记、莲花村第
一书记罗常彬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是在红色土地
上立起“绿色招牌”。
　　近年来，莲花村党支部带领村民种植茶田 5100 亩，
成立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10 个、建成茶坊 41 家，组建
村集体企业莲茶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莲花山茶获评“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切实做强茶产业。
　　“目前，莲花片区茶叶年产量 70 万斤，产值超亿
元。”罗常彬说。
　　在陆丰市省级现代农业甘薯产业园，作为牵头实施
主体，陆丰植物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断创新农企
联结方式，带领产业园其他企业助力乡村振兴事业。
　　“通过订单联结方式带动农户 124 户，土地联营入
股方式带动农户 52 户，股份合作分红农户 50 户，联农
带农达到 10 万余人次，带动农户达到 3000 余户。”陆丰
植物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100 年前，“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领导成立了“六人
农会”。100 年后，传承红色革命传统的海陆丰老区人民
冲锋在集体致富的路上。

果 实

　　位于陆河县河口镇北溪河中游的北中村，是广东省第
一批“红色村”，建设了红色欢乐谷，打造红色生态景区，成
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每周游客量达 2000 多人次。
　　近年来，汕尾市全力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
目的地建设，发展红色旅游，打造美丽景观，让老区红色
资源“活”起来，高标准高质量发展红色旅游。
　　走出红宫红场旧址，海丰县鳞次栉比的民居里，飘来
烟火饭菜的味道。汕尾市对红宫红场进行升级改造，获评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并打造了长达 3.7 公里的“红色文
化街”。“党和政府带领老区群众克服种种困难，群策群
力，迈上了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陈火金说。
　　陆丰市深度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把红色旅游景观、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机整合，打造以“红色堡垒，黄金海
岸”为主题形象的现代化滨海全域旅游示范区，带动更多
的革命老区乡村走上振兴发展的高质量绿色发展道路。
2021 年“七一”期间，到该市红色教育基地金厢镇开展建
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的党政团体就达 600 多个。
　　春芽何惧狂风骤，破土成荫嘉木秀。
　　这片红色沃土上，“敢为人先、依靠群众、敢于斗争、
无私奉献”的海陆丰革命精神，成为汕尾努力探索具有革
命老区特色创新发展道路的不竭动力。2020 年、2021
年，全市 GDP 增速连续两年位居广东省第一、多项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居全省前列。
                 新华社广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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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健国际贸易链，义乌外贸大增速

　　暮春时节，河南新县田铺乡的黄毛尖山
上，漫山杜鹃披彩流霞，吐露芬芳。暖阳下，杜
鹃花在春风中摇曳身姿，向八方来客发出
邀约。
　　位于大别山区的新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当时，不足 10 万
人的新县为革命献身 5.5 万人，回响着“ 28
年红旗不倒”的壮歌。
　　田铺乡田铺大塆是一个坐落于大别山深
处的小山村，距今已有 400 余年的历史。
1947 年，刘邓大军南下，在田铺大塆设立了
临时指挥所，大塆后山上至今还保留着当年
战斗的遗址。
　　“朋友圈里满屏都是这里的映山红，我特
意带家人过来打卡。逛逛传统村落，品品农家
小菜，在田铺大塆总能找到记忆中的乡愁。”为
了一饱大塆春光，信阳市民田蕊专程驱车
赶来。
　　错落有致的豫南民居，静谧悠长的青石
小径，翠绿如玉的天然河塘，香溢四方的农
家小菜……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田铺大
塆，已成为不少游客旅游观光的好去处。近
年来，田铺乡在改造田铺大塆等传统村落

时，不搞大拆大建，依托自然禀赋，修旧如
旧，形成了农家乐餐饮、特色民宿、休闲旅
游、观光体验等多种业态，走出了一条文旅
农“三位一体”、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乡村
振兴路。
　　走进田铺大塆村口的文创产品店，构思精
巧、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让人目不暇接。“我们
注册了‘大塆印象’商标，开发出红色记忆、绿
色生态等 5 个系列 80 多种文创产品，可以让
游客尽情挑选。”文创产品店员张磊一边整理
着货架，一边给记者介绍。
　　游在大塆，品味农家，大塆农家小菜同样
饱享美誉。许秀青开的“春临农家”很受顾客
青睐，她总是忙得停不下来。

　　“2014 年刚开饭庄时，我们身上还背
着负债，房屋也就三两间。这几年乡里发展
得好，我们也跟着沾了光，不光还了贷，县
城里还添了两套房。现在由于生意红火，儿
子儿媳也回来帮忙了。”谈起近些年的发展
变化，许秀青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村一品，移步易景，距田铺大塆仅 1
公里的泗店乡大畈村又是另一派乡村景象：
棵棵古树遮天蔽日，河流田塘星罗棋布，古
刹庙宇清幽深邃，红色遗迹修葺一新。
　　文化为核，生态为媒，大畈村厚重的文

化底蕴助力乡村振兴。修缮域内红色文化
遗址、加大古树资源保护力度、开发利用古
色历史建筑……近年来，大畈村通过发挥

“红绿古”三色资源优势，打造出集红色教
育、多彩田园观光体验、民风民俗展示于一
体的多彩田园乐居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
兴新路。
　　自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启动以来，老
区新县立足自然特征和文化特色，因势利
导，将乡村的自然生态与现代生活融为一
体，留住了“原味”的绿水青山，使自然和人

文景观成为寄托乡愁的载体，通过生态为
根、文化入魂、旅游为径的模式，探索出了
一条实现产业、生态、文化等乡村全方位振
兴的有效路径。
　　“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是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接下来，我们
将扛牢老区振兴发展历史使命，着力打造
产业强、农村美、群众富的乡村振兴样板，
以扎实成效交出一份合格答卷。”新县县委
书记夏明夫说。
  (记者翟濯)新华社郑州 4 月 27 日电

新华社记者涂洪长、董建国、庞梦霞

　　究竟是什么魔力？让一个日益凋敝的古村
落几年内重焕光彩，成为众多年轻人近悦远来
的“小桃源”。近日，记者来到“网红村”闽东屏南
县熙岭乡龙潭村，近距离采访这里的新鲜事。
　　从福州市区出发，一路经高速、省道、县道，
约 3 个小时的车程才到达龙潭。一进村，就感觉
置身于一幅古朴的山水画卷之中：远山如黛，清
流淙淙，一座座黄墙黛瓦的老宅子错落有致，一
棵棵虬枝劲挺的柿子树生机盎然，房前屋后挂
满的红灯笼驱散了山区的漠漠轻寒……
　　“品一口香醇的农家酒，赏一出温软的四
平戏，泥腿子会画油画，年轻人忙着搞直
播……在龙潭，有田园味道，也有文艺气息。”
龙潭村村支书陈孝镇说。
　　龙潭村地处偏远、群山环绕。伴随着城镇
化浪潮，缺少地利之便的龙潭村一度“人去楼
空”，120 多栋明清时期的老建筑年久失修，
不少只剩断壁残垣。村民大多外出务工，
1400 多户籍人口仅剩不足 200 人留守。

　　改变来自一场试验。2015 年，屏南开
始探索文创引领的乡村振兴之路，借助外
脑外力激活当地丰富的传统村落资源，龙
潭村由此脱胎换骨。
　　“天冷，快来喝一杯手冲咖啡。”坐在村
里的一处咖啡屋里，担任龙潭文创项目总
策划的林正碌和记者打起了招呼。“这是一
个被文化创意重新点亮的村落”，林正碌
说，他牵头启动了“人人都是艺术家”油画
公益教学，带领团队给村民开展免费油画
培训，先后培训近百人，既拓宽了百姓增收
渠道，更重塑了村里的文化生态。
　　此后，龙潭村又开始“拯救老屋”、复兴
古村行动。“我们采用‘认领老宅’的办法，
村委与租客签订 15 年合同，15 年内每年
每平方米只收 3 元钱租金，租金收益归村
民所有。”林正碌说，“针对古宅多为土木结
构的特点，我们聘请老工匠艺人用传统工
艺修复，尽可能修旧如旧，非必要不砍一棵
树。”目前，龙潭村吸引了国内外 200 多人
来此定居，他们被称作“新村民”。
　　荒废的老宅被认领修缮后，既保存了村
庄原有风貌，又发展起了新业态。沿着村里
转一圈，记者发现，一座座老宅中，藏着的是
一间间书吧、画室、民宿和创意工作室。

　　静谧的夜色中，一阵鼓点和吉他电音
破空而来。推开山脚下一处挂着“嘶吧”牌
子的老宅子，里面竟是一个小型的演艺厅。
在山石裸露的表演台上，几位年轻人正在
纵情敲打、歌唱和舞蹈，台下还架着几部手
机正在网络直播。
　　“来了龙潭，才发现我会的东西还挺
多。”唱完一首自己新写的歌，“新村民”梅
宏开心地说。梅宏曾在一线城市做律师，
慕名来到龙潭之后便不想走了。现在的
她，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名为“小梅桩”的民
宿，墙上挂满了她入村以后学习创作的
油画。
　　山长水远，“新村民”靠什么生活呢？

“网络正在抹平城乡之间的信息落差，反而
是质朴的、独特的、新奇的场景和创意，更
容易找到知音。”林正碌说，自己一年中大
部分时间生活在龙潭，单是书画创作短视
频的网络打赏收入就相当可观。
　　在村中拾到一片古瓦，洗净后，黄旭丹
将其改造成一个小花器。这个过程，她制作
成短视频上传网络，获得一片点赞。黄旭丹
的抖音号“演丹”拥有 17 万多名粉丝，因
为疫情，自家经营的咖啡屋生意受影响，她
把更多精力用于网络呈现龙潭的古貌新风

和自己的“诗意栖居”。
　　黄旭丹的丈夫曾伟是第一批入住龙潭
的年轻人之一，夫妻俩在村中租下一幢
100 多年历史的老房子，花了几十万元改
造成“随喜书屋”，居住、创作两用。对乡村
治理颇有思考的曾伟今年还担任了村委会
的副主任。
　　随着越来越多有文化创意的人的到
来，龙潭不再“一潭死水”，一些外出的村民
开始返乡创业。目前，龙潭村每年游客量在
20 万人次以上。
　　“当年不得已背井离乡，现在人回来了，
心也回来了。”年过五旬的老村民陈孝高把
自家的老宅改造成民宿，生意越来越红火。
　　新老村民的融合让龙潭村发生着奇妙
的变化：村里建起四平戏博物馆，戏班子完
成了 20 多年来的第一次“纳新”。闲暇时，
新老村民还帮衬着做自媒体直播，一起办
画展、演唱会、读书会，甚至计划着共同完
成一部电影。
　　“龙潭像一个梦，似真似幻，在这样的
梦里，所有爱乡土、爱文艺、爱生活的人都
不想醒来。”在“小梅桩”的留言簿上，一位
游客这样写道。
          新华社福州电

一个被文化创意重新点亮的村落

▲游客在河南省新县田铺大塆游玩（2021 年 4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郝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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