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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省 陇 南 市 文 县 中 庙 镇 的 茶 山 上 ，

满目青翠欲滴。左手轻拉枝条，右手快速

掐 尖 ，茶 农 杜 国 辉 眼 疾 手 快 ，穿 梭 在 半 人

多 高 的 茶 树 间 。 一 天 下 来 ，一 人 采 了 一

篓茶。

“收工了！”杜国辉招呼大家，下山前往

收茶点，一路盘算着今年的收益，“收茶有保

障，价格差不了！”

这个收茶点，在东西部协作机制的帮扶

下运转起来，填补了当地没有专业合作社的

空白，带动茶农大幅增收。

2017 年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即 墨 区 与 文 县

签订对口协作战略框架协议。多年来，从

脱贫攻坚到乡村发展，两地因地制宜聚焦

“三农”，群众在东西协作中获得实实在在

的收益。

一片茶叶和一根菌棒——

找到撬动农业发展新支点

太阳还没落山，卖茶的茶农队伍在合作

社前已经排了 200 多米，负责人杨树森维持

着秩序：“大家往里靠一靠，茶叶我们能收

完。”一旁的车间里，几十台炒茶机昼夜不

停，飘出阵阵清香。

中庙镇地处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边缘的山地，海拔在 600 米至 1560 米之间，

生态环境好，云雾缭绕，漫射光多，所产的茶

叶甘醇。长期以来，当地在生产、炒制和销

售上发展受限，全镇没有一家可以炒制、加

工茶叶的企业。

“以前商贩来收茶，价格压得低。有时

他们收得少，茶叶卖不出去，过夜容易坏，我

们就白白辛苦了。”杜国辉回忆。

为此，当地几个村社联合成立了专业合

作社，但资金问题却难以解决。恰逢两地东

西部协作工作启动，即墨区出资 60 万元，以

村集体的名义入股合作社，解了燃眉之急。

“钱是他们出的，最后分红还能惠及村民。”

杨树森说。

即 墨 区 还 派 出 技 术 人 员 ，指 导 品 种 改

良、引进机器，帮助打开销路。现在，合作社

拥有大型茶叶加工设备 46 套，组织及辐射茶

园近 5000 亩。2023 年，合作社销售茶叶 8.2
吨，收入 380 万元，3000 多户群众受益，人均

增收 3300 元。

“初期出资金、后期继续帮，协作工作因

地制宜，就像杠杆，撬动了农业发展的新支

点。”文县东西部协作办公室工作人员刘宏

亮说。

两地产业协作，不仅在“从无到有”的过

程中携手，还在“从弱到强”中并进。

打开仓库灯，20 多个三人高的培养架映

入眼帘，30 多万根菌棒排列得密密麻麻。在

文县尚德镇的食用菌（木耳）产业园里，这样

的仓库有 10 个。再过一个月，菌棒上长出的

首茬木耳就可以收获。

文县地处白水江上游川坝河谷地带，制

作菌棒的上佳材料——青冈木资源丰富，产

出的木耳柔软有弹性、肉厚有嚼劲。然而当

地没有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农户自产自销，

菌棒还得从外地购买，木耳产业规模小、产

量低。

两地统筹协作资金近 3000 万元支持木

耳产业发展，3 年前产业园顺利投产，后又逐

渐建成 11 个木耳基地。去年，产业园菌棒产

量达 500 万棒、木耳 20 万斤，实现了食用菌

（木耳）工厂化、标准化种植。

“我们统一生产的菌棒，今年产量能够

达到 1000 万棒。”大棚里，园区的车间主任刘

璐介绍。当地通过“园区+基地+农户”新模

式，统一提供菌棒，并进行技术指导、生产管

理、收购销售等服务，让农户安心种木耳。

同时，两地协作推行“电商+直播+农特产

品”营销模式，销售木耳 10 万斤，销售额超

300 万元。

当地还在园区专门设置废旧菌渣加工

区，年加工菌渣 4 万吨，利用菌渣丰富的活性

物质开发育苗基质，让木耳产业的发展更加

绿色。

一罐蜂蜜和一台农机——

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

“波美度，是个啥？”

听到农户问这个问题，于沛江就想着，

一定要把技术留下来。

作为即墨区农业农村局的专业技术人

员，于沛江两年多前被派驻到文县进行技术

交流。他蹬着自行车在村子里调研，发现几

家养蜂农户的蜂蜜质量虽然都不错，但卖不

上价。

一问才知道，保质期太短。“那就应该调

好波美度，可以理解为‘浓度’，调好了，就能

保存更久。”于沛江手把手教，同时向乡镇农

业部门干部开展技术培训，现场培训有时一

下子围过来五六十人。

不仅指导技术，还要调整产业发展的思

路模式。

去年底，在文县农业农村局，一场关于

“农产品品牌培育与销售程序”的讲座现场

人头攒动。台上，于沛江从种植户、采购商

和加工厂等角度切入，讲得认真；台下，专职

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户们听得仔细。

像这样的涉农大型讲座，文县每年会举

办几十场；像于沛江这样的农业技术人才，

即墨区前后派来 15 名，进行科技下乡、田间

指导技术服务 500 余次，培训农业技术人才

1252 人次。

即墨派人才带着技术来，文县也选出技

术人员到即墨学习。

在文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一张一米

高的大海报格外醒目——上面列出各乡镇

的农机服务队，并标明服务范围、联系人、农

机种类数量等信息，一目了然。这张海报，

就是该中心副主任王奇从即墨区学来的。

作为文县派出学习的农业专业技术人

才，王奇是带着问题去的：农机专业合作社

和村民闹矛盾，咋解决？

“农机不符合要求，时间地点协调不好

……合作社管理存在很多问题，严重的还可

能误了农时。”王奇在即墨区学习了农机专

业合作社的管理课程，回来就着手对文县的

合作社进行规范。

建立 24 小时维修机制、监督买卖农机、

签订雇用协议、开展技术培训……这张农机

专业合作社服务海报现已推广到文县每个

村，帮助农民与合作社有效对接。

正值农忙时节，田间地头的微耕机、拖

拉机忙个不停。“村民和合作社间的信息差

小了，合作多了。村民开销少了，更无需担

心用到劣质农机。”王奇说。

一方鱼池和一排新房——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这条锦鲤个头真大，好看不？”柚子树

下，邢国礼抱着孙子，站在家里新修的鱼池

边玩耍。

58 岁的邢国礼，是土生土长的文县碧口

镇何家湾村人，和很多村民一样，邢国礼家房

子就盖在路边。从他记事起，这条土路一直

坑坑洼洼，遇到刮风，沙尘大作；遇到下雨，泥

泞 不 堪 ；周 边 还 有 私 搭 的 牲 畜 圈 舍 、临 时

厕所。

去年，来自中国记协的驻村第一书记杨

文韬刚到这里，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他和

前几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共同努力下，争取到

东西部协作资金 150 万元，用于村主干道硬

化、环境提升等工作。

即墨区派专业人员进行规划，杨文韬和

当地干部、村民一道，硬化主干道，清理周边

的圈舍卫厕，各家各户还领到了柚子树、枇

杷树、樱桃树等。

如今的村道，一侧白龙江依山而过，江

水澄澈；一侧村舍俨然，绿树环绕。环境好

了，维护环境的意识也强了。邢国礼主动把

家里的鸡窝搬走，改成了赏鱼池。村民垃圾

分类、清理杂物自觉主动，各家庭院也都收

拾得更整洁了。

宜居之外，还要宜业。

文县天池国家森林公园，空灵洁净，碧

波荡漾，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距天池 10
多分钟车程的白马村，一栋栋民宿鳞次栉

比，农家乐里笑声不断。

“红烧鱼好咯！”万花民宿的经营者李万

花刚将菜端上桌，就又钻进厨房忙碌。她的

民宿一共三层半，有 6 间客房、2 间练歌室。

对 于 李 万 花 来 说 ，这 里 是 新 生 活 的 起

点。2017 年 8 月，陇南遭遇洪涝灾害，李万

花原来的家被泥石流冲毁。后来，当地政府

重新选址修建白马村。

重修过程中，经过考察，两地盘活东西

部协作资金，出台产业奖补政策。李万花在

重修新房、筹备农家乐时获得了 6 万多元的

补助金。

即墨区通过发放补助金、参与设计、引

导 旅 游 项 目 开 发 等 措 施 ，累 计 投 入 725 万

元 ，提 升 白 马 村 的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水

平。如今，全村家家安装污水处理设备，路

边花圃鸟语花香，白马村成了农旅融合的

“打卡点”。

目前，即墨区 16 个村庄、15 家企业、2 家

社会组织与文县 33 个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

文县推广建设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示范村

11 个。2023 年，双方利用东西部协作帮扶资

金 1200 多万元进行示范村建设，携手写好

一个“农”字。

图①：碧口镇李子坝村的茶园。

宋朝军 王小勇摄影报道

图②：尚德镇食用菌（木耳）产业园里，

工人在晾晒木耳。 刘玉玺摄（人民视觉）

图③：文县一家茶业公司车间内，工人在

加工茶叶。 李智谋摄（人民视觉）

图④：碧口镇何家湾村村民住房。

宋朝军 王小勇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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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岛即墨区和甘肃陇南文县精准推进东西部协作—

携手写好一个“农”字
本报记者 宋朝军

■倾听R

本报北京 6月 14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1.14 万亿

元，为历史同期较高水平。截至 5 月末，我国本外币贷款余额

253.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人民币贷款余额 248.7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9.3%。

从信贷结构看，今年前 5 月，我国信贷资源更多流向国民经

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 5 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13.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 22.7%；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科技中小企业贷

款余额分别为 14.77 万亿元、4.11 万亿元、2.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6%、15.9%、19.2%；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 31.56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9.3%；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 60.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1%。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占各项贷款的比重进

一步上升。

与此同时，贷款利率继续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5 月份新

发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71%，比上月低 6 个基点，比上年

同期低 25 个基点；新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 3.64%，比上月低 6
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 53 个基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数据显示，今年前 5 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平稳。截

至 5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91.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

增速比上月高 0.1 个百分点，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

基本匹配。 5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加 2.06 万亿元，同比多 5088
亿元。

前 5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1.14万亿元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本报上海 6月 14日电 （记者曹玲娟）“触碰

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让我止不住流泪。”自英国

远道而来的丹妮丝·维尼，14 日在第二十六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首映会上

感慨。

当天上午，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国

际电影节首映。影片以 123 分钟的篇幅，向观众

呈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摄录下大量当事人后代的口述史料和多国珍贵

历史文献。该片主要讲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里斯本丸”号船沉没的始末。摄

制组重访了中国浙江舟山，生动回溯了 1942 年

舟山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号船英军战俘的

感人事迹。

在首映中热泪盈眶的丹妮丝·维尼，是“里斯

本丸”号船幸存者丹尼斯·莫利之女。通过大银幕

再度回味父亲的故事，已 75岁高龄的维尼说：“历

史需要铭记，历史不容被遗忘，也不能被歪曲。”

舟山渔民家庭的代表也来到了上海国际电

影节，年逾六旬的陈雪莲就是其中一位。她的父

亲曾驾驶家中小舢板勇救多名英军战俘。“今天

看到父亲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我觉得很激动，

为父亲的英勇之举感到自豪。”她说。

《里斯本丸沉没》的摄制历时 7 年，摄制组除

了在中国舟山和香港拍摄，还奔赴英国、美国、日

本等地，寻找到更多知情人士和当事人后代。

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

本版责编

吴 燕 张伟昊 张安宇

微风和煦，送来阵阵花香。院子

里的老人身着民族服装，随着音乐翩

翩起舞。院子一角，是当地俄罗斯族

居民莉莉娅开的列巴房。这会儿正是

下午茶时光，几个民族的好朋友们团

聚在一起，欢声笑语里，共喝一壶茶、

一起吃列巴。

这里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

宁市的六星街。“在这里，各民族之间

没有隔阂。”莉莉娅说。

“一定要尝尝我做的列巴。”对自

己的手艺，莉莉娅很有信心，“我从小

就在外婆和妈妈的围裙边转，做出来

的味道跟她们的一模一样。现在近一

半的客人都是本地人，这也是他们小

时候的味道。”

“以前家里的葡萄干、坚果，都被

大人锁在柜子里。来了客人，才会取

出来招待。”莉莉娅拿出一块列巴，里

边是满满的干果，“小时候我们都可馋

这口了。现在日子好了，好多人又开

始喜欢没添加坚果的原味列巴。”

“吃的就不说了，你看现在的环

境多漂亮！”维吾尔族小伙子迪力夏

提·铁力瓦尔德从小生活在六星街。

“小时候的六星街，遇到下雨天，或者

开春化雪，就成了泥浆街。为了不弄

脏鞋子，我们只好靠着墙根走路。”迪

力夏提·铁力瓦尔德说，现在的六星

街整洁宽敞，游客络绎不绝，民居各

具特色。

六星街有 3500 多名居民，来自 13
个民族，如今 400 多个院子都被打造

成各具特色的业态。依托这些各具特

色的旅游经营业态，六星街景区还成

功升级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

伊犁以丰富的文化资源为载体，2023 年州直实施 500 万元

以上文旅重点项目 30 个，培育形成各类旅游经营主体 5000 多

家，开办旅游企业 700 多个，直接带动就业超 2.5 万人，全年接待

游客 7368 万人次。

旅游发展让伊犁各族群众都享受到了发展的红利。别看莉

莉娅的列巴房不大，也有来自 4 个民族的 8 名员工，他们中月收

入高的有 6000 多元，少的也能超过 4500 元。

生活富足了，环境变美了，大家的幸福感也提升了。“好多老

街坊都发展了自家的庭院经济。六星街变美了，人情味和烟火

气还是那么浓，我们每周都回来。亲戚朋友欢聚一堂，幸福美

满。”迪力夏提·铁力瓦尔德说。

在六星街，乌孜别克族姑娘古努·阿里根开了一家画室，挂

满了自己创作的彩石画。画框里的马头像极了真马，宛如一个

动物标本。摸起来才发现，看起来柔软逼真的马皮，实际上是坚

硬粗糙的矿石。

“我从小就跟着爷爷学画画，越学越热爱。”古努·阿里根以

木板为画板，以矿石为颜料，创作了一幅幅凹凸有致、引人入胜

的彩石画。

如何创作更好的作品？古努·阿里根的创作曾面临瓶颈，当

地文旅局了解后，多次组织她和当地其他非遗传承人外出学习

交流。“真是开了眼界、学了本事。国画的技巧、玉雕的技法，都

是我外出学习到的，现在也都融入我的创作当中。”古努·阿里根

说，现在工作室里最受欢迎的孔雀画，便是她学习多种技艺后创

作的作品。

近年来，伊犁在非遗保护传承中，打造巴扬艺术、木卡姆艺

术、长调民歌、阿肯阿依特斯、弓箭制作等 29 个非遗保护传承基

地和 26 个传承点、传习所。

“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打造文化空间，

伊犁有优势。”在北京闯荡多年的维吾尔族歌手夏布回到家乡，

在六星街租下一间小院，前院是简约现代的西餐厅和书吧，后院

是风格截然不同的奶茶店，主营当地特色的咸奶茶。

小院开业不到一年，已经吸引了很多当地文艺青年和音乐

爱好者在一起交流学习。“各民族的年轻人一起唱歌、一起创作，

生活很愉快，事业也不耽搁。”夏布说。

盛开的花，不只在六星街。近年来，新疆着力打造新时代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升级版”，加快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

社区环境。红红火火的新疆旅游，更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2023 年，新疆接待游客 2.6 亿人次，各族群众在文旅深度融

合的体验中更好地了解彼此，增进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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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本报南宁 6月 14日电 （记者张云

河）6 月 14 日上午，一列满载着新加坡

聚乙烯，国内白云石、高岭土等货物的

海铁联运班列，从广西钦州铁路集装箱

中心站缓缓发出，驶向重庆小南垭站。

这标志着 2024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

联 运 班 列 完 成 5000 列 ，同 比 增 长

20.8%，折合 25 万标箱，提前 16 天完成

上半年目标，为全年完成 1 万列战略目

标任务奠定基础。

据介绍，近年来，北部湾港基础设

施加速完善，航线网络进一步优化织

密，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规模稳步

增长，班列覆盖面持续扩大。今年以

来，已新增重庆黔江站，四川乐山北站，

云南东川站、建水北站、甸尾站，贵州毕

节 东 站 ，广 西 黎 塘 站 、六 景 站 8 个 站

点。截至 5 月底，西部陆海新通道货物

运输品类已增加到 1154 种，辐射 18 个

省份的 72 个城市 152 个站点。

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1—5 月，北

部湾港（本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12691
万吨，同比增长 4.96%；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 351.3 万标箱，同比增长 19.11%。

其 中 ，5 月 份 货 物 吞 吐 量 创 单 月 历 史

新高。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完成 5000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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