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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尝尝！”三步并两步，辽宁省东港市椅

圈镇李家店村的夏广文从垄沟里跳过来，手捧

一把草莓，果肉饱满、色泽亮丽，咬上一口，味

道甜美、香气浓郁。

“这就是‘红颜’草莓，又叫 99 草莓。”30 岁

的夏广文，去年回村帮父母种植销售草莓，“管

理精细，亩产能到 8000 斤以上，效益很可观。”

草莓这颗“致富果”，扎根东港已有百年。

“据县志记载，椅圈镇夏家村 1924 年最先引种

草莓。”东港市委书记孙晓晖介绍，目前，全市

草莓种植面积稳定在 20 万亩左右，鲜果年产

值超 60 亿元，10 万多农户从事草莓生产，形成

了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

带动农户，精心种植——

一群能人回家乡

阳光洒落，大棚里暖意融融，草莓茎叶一

片翠绿，其间点缀着颗颗鲜红的草莓。细看，

茎叶并非长在土地里，而是长在半人高的架子

上，每株苗旁的“土壤”里，插着输送水肥的

细管。

“这‘土壤’其实是珍珠岩、椰糠等基质。”

夏 广 俊 站 在 架 子 旁 ，说 着 高 架 栽 培 的 好 处 ，

“不用再弯腰干活，劳动效率提升，能精准控

制水肥用量，草莓的甜度高、病害少，产量也

上来了……”

夏广俊是椅圈镇夏家村村民，此前在外

打工，1998 年开始回乡卖草莓。“以前，东港

草莓销路只在省内，我到外地一家家谈，终于

把草莓卖到北京的大型商超。”如今，他带头

成立的和美草莓专业合作社，吸纳 100 多户

农户，种植草莓 300 余亩，建起了 100 座大棚。

两年前，夏广俊的儿子夏远麒回了家，负

责合作社线上销售草莓的业务。得益于东港

实施的“归巢行动”，目前每个行政村至少有 1
名大学生参与基层治理、带领村民增收，他们

依托的产业主要就是草莓。

在东港，“归巢”能人还有不少，他们创新

草莓生产销售方式，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玖玖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岗，以前主要向外

地贩运草莓。“我发现，从农户地里收来的草

莓，品质不一。于是从 2013 年开始自己建农

场，现在已带动 1000 多户农户，去年产值超 3
亿元。”

和草莓打交道近 30 年，徐岗见证了许多

变化。“以前种草莓很费人工，现在有卷帘机，

还能自动控温、滴灌；以前都是红色品种，现在

白的、粉的都有；以前种植、销售各干各的，现

在很多合作社业务覆盖全链条。”

东港市草莓协会会长马廷东，回乡种草莓

20 多年，在他担任理事长的圣野浆果专业合作

社，155 户社员种植草莓等浆果近 1.2 万亩。“为

鼓励大伙儿技术创新，合作社搞了 5 届草莓大

赛，每届都有新成果。今年正推广冷藏苗技术

升级版，让草莓 10月初就能上市。”

每天，早上到大棚起帘，上午采摘，下午浇

水施肥，傍晚再放帘；每年，4 月到 8 月育苗，9
月开始种植，11 月到次年 6 月采摘售卖……这

是长安镇王家村村民季学丹的一天和一年，辛

苦却甜蜜。“加入圣野浆果专业合作社后，跟着

学新技术，现在我家盖了 3 座大棚，年收入几

十万元，还买了车。”季学丹说。

发力电商，对接物流——

一颗草莓出东港

上午 9 点，甲午先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一场直播带货开始了。

“看这特大果，比鸡蛋还大……”主播高小

涵进入直播间，对着镜头认真介绍草莓，补光

灯照亮她的面庞。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了几十

个订单。

“我们 2014 年开始线上销售草莓，目前在

天猫、抖音等平台都有店铺。”甲午先生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吕福鹏说，去年公司线上销

售草莓约 40 万斤。这几年还陆续投资建设了

种植基地、供应链公司和包装厂。“我们研制的

新包装，一层包装能替代过去的两层，环保实

用，成本还低。”

早上，甲午先生的种植基地里，草莓被轻

轻摘下放进筐里；中午，草莓被运到分拣中心；

下午分拣后，草莓被套上网套装进包装盒和塑

封袋，抽真空，随后放进泡沫箱和纸箱，胶带封

箱；“浙江两盒”，箱子上很快被贴上了目的地；

晚上，它们去往大连周水子机场，搭乘顺丰的

“草莓专机”飞往浙江。从下单到收货，全程不

到 48 小时。

“我们针对东港草莓推行‘陆铁空’多式联

运，努力提高运输效率。”顺丰速运辽宁有限公

司农产品供应链负责人杜文峰介绍，公司今年

针对东港草莓的整体运输能力提升超 20%，单

日调配飞机 6 架次，还储备 300 余吨散航资源，

干线冷链运输车辆增至 230 余车次。

小草莓有大流量。东港市商务局负责人介

绍，东港市建立“线下实体店+旗舰网店+物流配

送”的一体化经营体系。目前，全市注册电商企

业、个体户数达 6600余户，各类网店 1.5万多家，

草莓鲜果销售中，电商销售占比超三成。

“让世界爱上东港草莓”，这是马廷东的目

标。在圣野浆果专业合作社的包装车间里，一

盒盒草莓整装待发，几天后，它们将到达印度

尼西亚的超市。“我们的草莓销往东南亚、非洲

等地，去年出口额超 1000 万元。”马廷东说。

大连海关大东港海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对

东港草莓设立查检绿色通道，实现查检环节

“零延时、零等待”。“今年前 10 个月，东港鲜草

莓出口 292.31吨，货值 4027.29万元。”

培育品牌，延伸链条——

一株种苗正成长

身着无菌服，一手拿镊子，一手轻轻挪动

手术刀，张明瀚盯着显微镜，稳稳地从草莓茎

尖切下不到 1 毫米的部分，小心翼翼放入培养

基中。

“30 天后能达到继代状态，再经过扩繁，

就能 1 株变 3 株。”张明瀚是东港市君桦生态果

业有限公司组培中心主任，他正尝试培育新的

草莓种苗。在公司的草莓脱病毒种苗繁育室

里，摆放了 5 万多个繁育脱毒种苗的小罐。

为 啥 大 费 周 章 培 育 新 苗 ？“ 传 统 方 式 繁

育 草 莓 种 苗 ，病 毒 一 代 代 遗 传 积 累 ，草 莓 产

量和品质都会下滑，我们采用茎尖分生组织

培 养 ，配 合 药 剂 处 理 和 热 处 理 ，能 确 保 新 苗

脱毒，从而保证产量和品质。”张明瀚说。

君桦公司董事长吕治君说：“我们由销售

端延伸到链条前端的种苗培育。去年 7 月，组

培中心投产，年繁育脱病毒草莓种苗 300 万

株，冷冻苗、假植苗等 1500 万株。客户反馈很

好，草莓亩均产量增加约 25%。”

东港草莓，也如同一株种苗，在这片沃土

上不断成长——

品牌在壮大。东港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姜

锡鑫的办公桌上，有份东港草莓百年系列活动

筹 备 方 案 ，最 近 他 为 这 事 儿 忙 得“脚 打 后 脑

勺”。近年来，东港草莓积极参加各类博览会、

展销会，去年在北京、上海等地都举办了展会

和发布会，目前已举办 4 届丹东东港草莓文

化节。

技术更普及。辽宁草莓技术科学研究院

坐落在东港，副院长姜兆彤研究草莓 30 多年，

他和同事们起草的《绿色食品草莓生产技术规

程》等，作为地方标准被推广。“我们定期普及

新技术，培训种植户。日光温室草莓早熟栽培

技术的推广，让草莓提早 40 余天上市。”姜兆

彤说。

业态更丰富。北井子镇徐坨村村民孙福

洪，两年前“归巢”东港，将自家的草莓大棚打

造成景点，与村里的稻田画、花海等串联，每到

旅游旺季，有不少游客涌入他家的大棚。“去年

收入 30 万元，其中近 10 万元来自采摘，游客多

时一天能采摘 300 多斤。”孙福洪眼里充盈着

满足。

上图：东港一家果业公司包装车间里，主播

正在直播带货。

本报记者   刘佳华摄   

辽宁省东港市草莓鲜果年产值超60亿元，带动10万多农户增收—

小草莓长成“致富果”
本报记者   刘成友   郝迎灿   刘佳华

改良品种、发展电商、壮大
品牌、丰富业态……近年来，辽
宁省东港市多措并举，推动草
莓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
市草莓种植面积稳定在 20万
亩左右，鲜果年产值超60亿元，
10万多农户从事草莓生产，形
成了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产业链条。

初冬时节，草莓抢“鲜”上
市，记者走进东港，看颗颗草莓
因何红艳如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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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21 日电   （记者杨昊）记

者从全国妇联获悉：自 2021 年 9 月启动实施

凉山州“树新风促振兴”暨妇女儿童关爱提升

三年支持行动以来，全国妇联累计投入超 1.2
亿元款物，实施 45 个实事项目，支持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展覆盖近 80 万人次的“巾

帼大宣讲”活动，为 2.3 万多名妇女提供彝绣、

家 政 等 技 能 培 训 ，以“春 蕾 助 学 行 动 ”资 助

7500 名女童完成学业。

在18日至19日于

四 川 召 开 的 总 结 会

上 ，四 川 省 妇 联 、四

川省教育厅、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等 6 个单位分享了经验做法，

来自凉山州“洁美家庭”的代表和内蒙古“爱

心妈妈”的代表分别讲述践行文明健康生活

方式的家庭故事和关爱帮扶留守儿童的爱心

故事。总结会上，“巾帼齐携手   彝家万户

康”项目同步启动，该项目立足凉山州妇女儿

童和家庭的需求期盼，把宣传宣讲、赋能培

训、家风家教、关爱服务、工作资源等送到彝

族妇女身边。

全国妇联实施专项行动支持凉山妇女儿童和家庭发展
本报广州 11月 21日电   （记者李纵）位于

广东省潮州市的国家东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建设项目近日全面完工。该项目是应急管理

部在全国部署的 6 个区域应急救援中心之一，

助力东南沿海地区乃至全国应对台风及其次

生、衍生灾害。

据介绍，国家东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总体

设“一个机构”——区域应急救援中心，负责基

地的日常建设、管理、训练、保障和指挥协调应

急 救 援 工 作 ；“ 四 个 基

地 ”—— 综 合 救 援 基

地 、培 训 演 练 基 地 、物

资储备基地、航空保障

基地，分别完成相关任务。

项目建成后，平时主要提供仿真、安全、

创新的模拟设施设备和专业化救援科目，保

证救援人员不受外部气象条件影响，随时开

展低风险、低成本、高效能的模拟救援训练；

当台风等自然灾害来临时，可通过信息智能

化系统和应急救援航空等快速输送系统，实

现 就 近 快 速 响 应 、组 织 专 业 救 援 、调 运 应 急

资源。

国家东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项目全面建成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吕

山中心幼儿园日前举办冬季

趣味运动会，组织跳绳、滚轮

胎、小推车等丰富多彩的项

目，锻炼孩子们的协调、平衡

和反应能力，增强身体素质，

养成户外运动的良好习惯。

图为 11 月 20 日，孩子们

在大班组冬季趣味运动会中

进行滚轮胎比赛。

陈海伟摄（影像中国）  

趣
味
运
动
会

本报天津 11 月 21 日电   （记者武少民、李家鼎）由

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天津市

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 2024 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

会 21 日在天津开幕。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余 位 政 府 官 员 、驻 华 使 节 、国 际 组 织 和 院 校 代 表

参会。

本届大会以“创新赋能未来   技能塑造人生”为主

题，21 日下午，围绕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职业教育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全球

战略与实践、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创新、职业教

育与终身学习融合发展、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等

议题举行了 6 场平行会议 ，与会嘉宾进行了深入交流

讨论。

大会开幕式上举行了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成

立仪式，这是首个由我国主导的世界职教合作组织机构。

来自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行业企

业以及教育组织等 89个机构作为首批成员加入联盟。

大会期间举行了部长级圆桌会议，包括我国在内的

32 个国家教育或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会，讨论通过了《世

界职业教育发展天津共识——32 国部长宣言》，为世界

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愿景。大会同期设置职业教育专题

展，展示职业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突出贡献。21 日晚，还

举行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展现了职业

院校学子的风采。

大会将于 22 日举行闭幕式，届时将颁发世界职业教

育大奖。该奖由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设立，是我

国设立的首个世界职业教育大奖，将依照“贡献度高、共

识度高、可推广度高”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并奖励

对职业教育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团队。

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开幕

本版责编：白之羽   刘涓溪   曾亦辰

本报福州 11月 21日电   （记者倪弋）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应勇日前在福州出席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

会议时指出，要充分发挥刑事检察职能作用，依法惩治和

预防犯罪，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应勇强调，持续做优做强刑事检察工作，必须依法全

面履行刑事检察职权，坚持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法

理情相统一，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加强审查逮捕、

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工作。要推动深化完善认罪认

罚从宽司法制度，确保认罪认罚自愿真实合法，保证量刑

建议的合法性恰当性。要依法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

判，以及刑罚执行和监狱、看守所执法活动的监督。要以

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为主线，健全刑事检察公正司法

体制机制。

应勇指出

充分发挥刑事检察职能作用依法惩治和预防犯罪

本报北京 11 月 21 日电   （董惠敏）“2024 国资国企

高质量发展峰会——第十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11月 21日

在京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勇出席并致辞。

王勇在致辞中指出，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资国企改革取得重大突

破，质量效益明显提升，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得到有效

发挥。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论述重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一以贯之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

准确把握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原则持续深化国企改革，聚

焦主责主业既坚定不移做大，更意志坚定做强做优。切

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企业主体作用，着力推进科

技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携手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经

济，共同激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不竭动力和澎湃活力。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尚勇，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张来明，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方江山等在开幕式上发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

副主任易会满、人民日报社社长于绍良出席。

本届论坛峰会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

论坛杂志社主办。

“2024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峰会——第十届
国 家 治 理 高 峰 论 坛 ”在 京 召 开

新华社香港 11月 21日电   （杨晓敏、贺跃民）由海军

海南舰和长沙舰组成的编队于 21 日上午抵达香港，开始

为期 5 天的访问活动。21 日晚，编队在海南舰举行甲板

招待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李家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代表，中央驻港机构有

关领导，驻香港部队、驻澳门部队领导等应邀出席。

18 时许，应邀出席甲板招待会的嘉宾和驻香港部队

官兵代表登上海南舰。南部战区副司令员魏文徽中将在

招待会上致辞，南部战区海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严烈少

将与李家超互赠纪念品。

甲板招待会是海军舰艇编队访问香港的一项重要活

动。伴随着《茉莉花》《我爱你中国》《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等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海军舰艇编队官兵与在场嘉宾

进行交流，现场氛围热烈融洽。

据悉，访问香港期间，编队官兵将与港澳市民和驻香

港部队开展多项交流活动，海南舰和长沙舰还将举行为

期 3 天的舰艇开放活动。

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举行甲板招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