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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店主“入党记”

一粒种子 一杯橙汁 一座公园
——“中国柑橘城”忠县的农业供给侧改革之路

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忠县

境内，茫茫橘海中挺立着一棵特殊

的柑橘树。树前石碑上写着“奠基

树”字样，它是 22 年前由当地引进

的第一粒种子培育而成的柑橘树。

享有“中国柑橘城”美誉的忠

县，从一粒种子起步，如今已拥有数

十万亩橘海，形成了鲜冷橙汁等完

整的深加工产业链条，并打造了国

家级田园综合体，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从一粒种子

到一杯橙汁再到一座公园”的农业

供给侧改革之路。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橘海

中国是世界柑橘原产国，忠县

所处的三峡库区是世界公认最适宜

种植柑橘的地区之一。

1200 多年前，诗圣杜甫游览忠

州（现忠县）大禹古庙后，挥笔写

下：“荒庭垂桔柚，古屋画龙蛇”的

诗句；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期间，带

领百姓开山、修路、种果，种的正是

柑橘。

然而，由于品种单一、生产方

式落后，柑橘迟迟未能带动当地脱

贫致富。直到 1997 年，忠县引进了

美国施格兰公司，与重庆三峡建设

集团合作实施三峡柑橘产业化项

目，种下现代柑橘产业的第一粒

种子。

“从那以后，忠县柑橘逐渐向现

代化生产转化。”忠县果业局局长熊

长春说，柑橘品种从美国引进，同时

加以自主研发，育苗使用脱毒容器、

栽植由经纬仪放线分区定植，忠县

柑橘品种、育苗、建园等均通过国际

采标确认。

一粒种子已成长为一片橘海。

全县柑橘种植面积达到约 23700 多

公顷，并形成了早中晚熟配套的品

种体系，确保四季均有鲜果批量上

市。2008 年，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

予忠县“中国柑橘城”的称号。

在长江之畔的涂井乡友谊村，

登上观景台极目远眺，一望无际的

橘林随群山起伏似海。著名作家马

识途返回忠县老家时，被这幅美景

所震撼，欣然题写“三峡橘海”四个

大字。

如今不只是友谊村，“半城山水

满城橘”已成为忠县特有的风景：墨

绿连绵，金橘满枝，漫步其间，既能

享耳目之娱，又能饱口腹之欲。

从一杯橙汁到“榨干吃尽”

在重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的

车间，新鲜柑橘经过清洗、分级、榨

汁、消毒等程序后，摇身一变成为橙

汁，存入密封袋冷藏。

“柑橘从采摘到加工成鲜冷橙

汁必须在 24小时内完成，才能保证

色泽、口感和品质。”重庆派森百橙

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洋说，派森

百橙汁已跻身国宴饮品，并在国内

多个大中城市销售，也出口到日本、

韩国等国家。

如今，忠县已形成“从一粒种子到

一杯橙汁”的加工产业链。熊长春说，

全县已培育出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等

加工企业，实现加工柑橘5万吨，生产

橙汁2万吨，加工产值6亿元。

橙汁，只是加工产业链的起点。

柑橘加工会产生大量的皮渣，填埋

处理容易产生污染。忠县选择科研

攻关，先后投入了 3000多万元研发

柑橘皮渣的处理工艺。

人见人厌的柑橘皮渣也成了加

工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在忠县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皮渣经过酸提、碱

提、提纯等复杂工序，提取出来的淡

黄色粉状的橙皮甙身价倍增——它

是抑制肿瘤的药物原材料。

橘皮甙也不是这条链条的终端。

沈洋说，提炼完橘皮甙等多种产品的

皮渣废料，最终可生产成有机肥，再

卖给农户或企业种植柑橘，完成“从

果树里来，到果树里去”的绿色循环。

“榨干吃尽，是忠县拓展柑橘加

工产业链的目标。”熊长春说，除橙

汁、橘皮甙、有机肥之外，忠县的柑

橘产品还包括精油、果酒、橘蓉等10

余种，全产业链目标基本实现。

从一片橘海到一座公园

前不久，3000 多名马拉松选手

汇聚到忠县新立镇。裁判一声枪响，

选手们浩浩荡荡地从新立镇起跑，

穿越万亩橘园，闻着沁人心脾的橘

香，奔跑在色彩斑斓的赛道上。

与此次“田园马拉松”同时举行

的“忠橙”文化旅游节，摄影大赛、摸

鱼比赛、柑橘采摘等20余项活动，吸

引了全国近30万游客涌入新立镇。

其背后是忠县发展柑橘产业的

新目标，即建设“三峡橘乡”国家级

田园综合体，在柑橘种植业和加工

业基础上，发展文化旅游，推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两年前，“三峡橘乡”获批全国首批

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涵盖新

立镇、双桂镇的10个村（社区）。如今的

“三峡橘乡”俨然一座柑橘主题公园。

古朴的巴渝民宿掩映在万亩橘

海中，马拉松廊道、慢行步道蜿蜒起

伏。游客可采摘新鲜柑橘，体验橘乡

特色民宿，也可在柑橘品种博览园

观赏大如西瓜、小如金豆的数百个

柑橘品种，在橘艺手工坊亲手榨出

一杯橙汁……截至今年前三季度，

“三峡橘乡”共接待游客 102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5830万元。

果农的增收渠道因此得以拓

宽。新立镇文笔社区的村民伯志油

算了一笔账：“以前，我的柑橘主要

卖给经销商，年产值约150万元；田

园综合体建设后，我同时发展了采

摘、农家乐等，去年仅旅游收入就达

120万元，总产值达350万元。”

数据显示，忠县柑橘综合产值已

超过 36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近

四成，亩产值超过1万元，带动全县

20万果农致富，人均年增收超过1.3

万元。（新华社 李勇 徐旭忠 赵宇飞）

入党不过一年多，李东觉得常

常忙得不亦乐乎。这位在山东曹

县大集镇远近闻名的淘宝店主，

一手点击鼠标打理生意，一手忙

活企业发展生产，还要帮着乡亲

们化解难题、谋划未来。

李东是个热心人。这几年，他

坚持免费培训附近村民，200多名

群众通过他，搞懂了电商是怎么

一 回 事 ，其 中 大 部 分 人 开 起 了

网店。

“实现小康，完全是我赶上了

国家发展的好时候。”李东说，

“我一直用感恩的心，点击鼠标

成交每一单，和大家一起走向康

庄大道。”

立冬当天，看着门店外车来车

往，李东浅尝了一口红茶，眼睛里

逐渐弥漫起故事。已近不惑之年

的他，几年前，记在心里、拿在手

上的“生意经”，还是走进远近各

地的影楼，上门制作摄影背景画、

推销摄影的专用服装。

“天黑了住宾馆，哪个便宜住

哪个，就像‘闯江湖’，什么情况都

遇到过。”李东咧着嘴笑，顺手撸

起了右裤腿，膝盖上厚厚的护膝

十分扎眼，这是当年骑自行车受

的伤。

东奔西走，所得也仅够勉强养

家糊口。2009年的一天，李东花了

几百块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当

上了淘宝店主。直到当年年底，他

才在网上卖出了第一套衣服。

上门推销有多不容易，网上卖

出的时候，心情就有多激动。他赶

紧手写快递单，跑到镇邮电局寄

出去。这一单，夫妻俩至今记忆

犹新。

2011 年冬天，有客户想购买

多套生肖龙的儿童演出服装，李

东和爱人一起，查阅了各种资料，

最后用胶水黏出来一个试验品。

“那年冬天很冷，我借了一个

傻瓜相机，让四岁的儿子套上生

肖服，先在被窝里面暖和着，我调

整好角度，说开始拍，儿子就拿掉

被子，站在床上让我拍，拍完后再

钻被窝暖和。”就这样，几次拍摄

后，李东有了自己的第一套生肖

服模特照。

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回家淘

宝。这些年，李东的自行车变成了

摩托车，摩托车又换成了小轿车。

在生意越做越好的同时，感恩之

心催促他承担起更多事，回馈脚

下这片热土。如今，他的企业是

“曹县电商扶贫就业点”，他本人

成为了“菏泽市农村青年创业致

富‘领头雁’”。

“李东”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短短几年，曾经最贫穷的大集镇，

演出服装设计、生产、销售全产业

链基本形成，聚集起了全国最大

的儿童表演服装产业集群，32 个

行政村全部被命名为“淘宝村”。

今年儿童节前夕，大集镇儿童演

出服单日发货量超过 35 万件，创

历史新高。

当地政府因势利导，统一建设

了电商产业园，并引导小店主们

延伸产业链，企业提档升级，定

位“互联网创业就业小镇”“全国

最大的儿童表演服饰及特种服

饰加工基地”等，规划建设了特

色小镇——e裳小镇。

蓬勃发展的产业，让这个鲁西

南腹地的农业小镇，焕发出了越

来越大的吸引力。2013年以来，围

绕电商，全镇约有 6500 多名外出

务工农民、包括博士在内的600多

名大学生前来创业，成熟技术、先

进理念与原有产业基础迅速融

合，产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

小店主成了大掌柜。目前，李

东的公司制度、财务制度逐渐健

全，设计团队、裁剪团队运转顺

畅，一年能设计出接近200个新产

品，大多成为当年儿童演出服装

的“爆款”，外观专利、版权专利数

量稳步上升。除了自有的店铺，跟

着李东干的淘宝店铺已有 100

多个。

一个人的天地终究有限。李东

说，在农村广阔天地中要有更大

的作为，只有加入党组织。和李东

一样，在大集镇，越来越多的淘宝

店主在唱好致富经的同时，积极

申请入党。去年年底，李东入了

党，还有多名从事电商的村民在

培养发展过程中。

目前，大集镇 1100 多名党员

中，约有一半从事电商。不少村支

部书记本身就是电商带头人，他

们着眼于长远发展，也积极引导

优秀青年加入党组织。丁楼村党

支部书记任庆生说，有了这些年

轻入党积极分子和年轻党员，村

里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

迎刃而解，连最难处的婆媳关系，

也变得越来越融洽，农村家庭更

加和谐美满。

脱贫攻坚，关键是人才振兴。

大集镇党委书记李涛说，返乡青

年不仅成为致富带头人，更主动

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与村务管

理，给基层党组织带来了生机和

活力，“乡村治理更加高效有序，

农民对未来更加自信从容”。

（新华社 杨守勇 闫祥岭）

近年来，甘肃省徽县紧扣脱贫攻坚这一核心任务，深入推进“123 带动百千万”产业扶贫工程，大力发展了中药材、烤烟、蚕桑、水产养

殖、中华蜜蜂、油用牡丹、食用菌栽培等八大特色产业，为徽县农民打开了致富大门。图为香菇生产大棚。 高琼 摄

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
集中约谈主要网约车
顺风车平台公司

新华社北京 11月 11日电（记者

魏玉坤）记者 11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等六部

门当日联合约谈滴滴出行、首汽约

车、神州优车、曹操出行、美团出行、

高德、嘀嗒出行、哈啰出行等 8 家网

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以来，网约

车、顺风车等市场发展出现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涉及到行业安全、稳定等

多个方面，引发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

广泛关注。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

蔡团结表示，此次是提醒式约谈，旨

在听取平台公司的意见建议，共同为

交通运输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营造

良好的环境，并对各企业的安全生

产、维护稳定等工作再提醒再督导，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

权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出行

需求。

约谈指出，各主要网约车、顺风

车平台对照 2018 年联合安全检查反

馈的问题清单和整改清单，细化整改

措施，落实整改举措，已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但仍需持续推进。各平台公

司应继续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结合发展新形势，把安全整

改的成效制度化、标准化，进一步完

善企业制度和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约谈提出，要为交通运输新业态

发展共同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进

一步加快网约车合规化步伐。各网约

车平台公司要主动配合地方管理部

门，依法依规开展经营，确保乘客安

全和合法权益。

约谈指出，要科学界定聚合平台

各方责任。一些聚合平台近期出现接

入不合规的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

司机，以“聚合”的名义从事非法网约

车经营等新问题。聚合平台要加强对

接入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经营资质的

审核把关工作，并督促网约车平台对

车辆和司机从业资质严格把关，共同

承担起安全保障责任和解决乘客投

诉的兜底责任。

此外，要坚决落实企业维稳主体

责任，切实维护行业稳定。各平台公

司要立即排查自身存在的“以租代

购”、侵害驾驶员权益等问题隐患，严

格整改，落实企业维护稳定主体责

任，做好线下车辆和人员的管理工

作，并保障驾驶员的合法权益。

吉林大学成立
东北抗联研究中心

新华社长春11月 11日电（记者

赵丹丹）吉林大学东北抗联研究中

心 11 日在长春揭牌。该中心将充分

利用吉林大学区位资源优势、学科综

合优势、人才汇聚优势，聚焦东北抗

联研究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东北文化

历史研究发展作出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是党创建和领导的

人民英雄武装，以杨靖宇、赵尚志、赵

一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

大抗联将士，在东北与日本侵略者进

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数万名抗

联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

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是共产

党人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

张希表示，吉林大学将依托东北抗联

研究中心不断深化对东北抗联历史、

精神、文化的挖掘、研究、保护和传承，

通过开展学术研究、承担科研项目、组

织学术交流，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探讨

东北抗联精神的当代价值，将东北抗

联精神薪火相承、代代相传。

同时，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

林省档案馆均与吉林大学签订合作

协议，共同加强东北抗联档案文献资

料的整理与研究。

长三角建立
乡村振兴研究院

新华社上海11月 11日电（记者

李荣）为强化长三角区域农业科技

力量协同联动，更好地发挥农业科技

对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引领作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三省一市农科院联合组建了“长三角

乡村振兴研究院”。在11日召开的长

三角农业科技一体化发展研讨会上，

长三角乡村振兴研究院理事会成立。

据了解，长三角乡村振兴研究院

主要目标是整合长三角地区农业优质

创新资源，围绕区域乡村振兴发展中

存在的共性政策和技术问题，组织开

展智库建设、关键技术突破、乡村振兴

规划、典型模式集成、技术支撑服务以

及三农人才培训等方面的研究。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院长蔡友铭

说，研究院将搭建长三角农业科研创

新协同平台，采用轮值机制，建立常

态化、长效化的对接联络制度；共建

协同创新体系，整合各农科院在学

科、成果、人才以及科技服务等方面

的优势资源，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

局，集中突破一批卡脖子核心关键技

术，打造全国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

重点在优质品种选育、大健康农业、

农产品储运保鲜加工、绿色生产技

术、智能农业、休闲农业等领域开展

联合攻关。

此外，长三角农科机构将协同推

进成果转移转化，搭建长三角农业科

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在此基础上，

服务长三角的乡村振兴，组建长三角

乡村振兴农业科技联合服务团，扩大

联合范围，充实服务内容，组建长三

角农科院乡村人才培训联盟，推进长

三角区域新型职业农民联合培训。

本 报 讯（记 者

胡 桂 芳）11 月 12

日，以“大熊猫繁育

与技术研究”为主题

的大熊猫繁育技术

委员会 2019 年年会

在四川成都开幕。开

幕式上，国家林草局

野生动植物保护司

一级巡视员贾建生

首次发布了 2019 年

最新的大熊猫数据。

据介绍，2019年

共繁殖大熊猫 37胎

60只，存活57只，全

球圈养大熊猫数量

达到600只。圈养大

熊猫种群数量再创

新高，健康、有活力、

可持续发展的圈养

种群已基本形成。以

此为基础，为促进野

生种群复壮的大熊

猫野化放归研究工

作也正稳步开展。

今年是大熊猫

科学发现150周年，

目前，四川现有野生

大熊猫 1300 多只，

占全国的75%，是大

熊猫历史和现今的

分布中心。过去一年中，以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等为主体的圈养大

熊猫科研繁育机构，建立了四川省濒

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与数十家国际保护机构和组织建立

了科研合作关系，累计取得了近百项

国家专利和重大科技成果，攻克了大

熊猫配种、繁殖、育幼方面的难题，

并通过全国大熊猫繁育配对，推动基

因交流，进一步加强了大熊猫遗传学

研究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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