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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聚焦

河北打造环首都农业示范带

260万吨“坝上蔬菜”暑期进京
张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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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工信部再次督促降网费，年底前
实现手机流量和固定宽带单位带宽平均资费水
平都同比下降30%。

据悉，这是工信部年内第四次发声。如果
加上总理的几次发话，这都赶上“十二道金
牌”了。相信三大运营商不太可能故意拖延，
然而从实际表现看，确实给人“只闻楼梯响，不见
人下来”之感。别的不说，5月15日三大运营商公
布的提速降费方案，如流量费“半夜鸡叫”等，就
被批评缺乏诚意。近日，三大运营商降低国际漫
游费，声称最大降幅超过 90%，实则只是在个别
地区，且具有一定约束条件，网友纷纷喊又被坑
了。

看来，个中必有内情。此前，工信部有关负责
人称，网速慢、网费高主要是市场供给不足，4G
投资还未见效益造成等等。也有分析把提速降费
难归因于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等方
面。这些原因未必是托词，却难以令人信服。运营
商网速提不上去和资费降不下来，存在着紧密关
联。网速就是钱，宽带的资费与带宽是捆绑在一
起的。提网速同时降资费，等于双重割肉，运营商
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害怕失去既得利益，或许
才是运营商缺乏提速降费积极性的根本原因。

当前，运营商普遍面临业绩下滑的局面。三
大运营商今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中国电信
第一季度营收为 814.53 亿元，同比下降 2.1%；中
国联通为 743亿元，同比下降 5.73%，中国移动为
1609 亿元，同比增长 3.9%；但三大运营商股东应
占利润同比分别下降了 9%、4.47%和 5.6%，情况
不容乐观。

国内电信行业也在发生结构性变革，传统数
据语音通话、短信业务呈大幅下降趋势，4G 等
移动数据流量等成为重要业务板块。在这种情
况下，提速降费对运营商而言等于在其心口上
插一把刀，喊疼都来不及，怎么还会有积极性去落实方案呢？

垄断性企业总是倾向于坐收渔利，既缺少市场敏感度，又缺
乏自我改革的勇气。运营商依赖自身垄断优势攫取市场份额，久
而久之就会形成垄断惯性与惰性。既然卖流量可稳赚不赔，运营
商又怎么会像总理所说的采取“薄利多销”的手段呢？哪怕愿意
主动配合政策，其长期固化的营销思维和运作机制，也会拖住后
腿。

就此而言，提速降费难固然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关键还在于
运营商的机制与市场不相匹配，造成滞后效应。提速降费是推动
国内“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也为公众所期待。现在的
问题并不在于运营商有否诚意，而在于如何打破僵局，从机制运
作上释放市场力量的倒逼作用。

换言之，提速降费光靠三令五申还
不够，只要创造条件让真正的市场竞争
逼上门，那时三大运营商不提高网速、
不降低资费也不行。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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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点评

75 年在生命长河里是一个悠长的时间跨度，但对
家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街道嘉雨社区的八旬
老人黎树祥来说，75年的岁月就浓缩在笔耕不辍的 85
本厚厚日记里。

从 10岁记录第一篇日记开始，那些或已泛黄或还
簇新的纸页，重现了抗战时期大多数国民的真实生
活，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而黎树祥求学、参军、转业以及离休后乐享晚年
的个人经历，更在这每日一记中清晰重现，宛若一本
人生自传。

小学生笔墨记下抗战生活

“这哪是日记，简直就是一部精装系列丛书！”几
乎每个走进黎树祥书房的人，都会对书柜上整齐排列
的日记本感到惊叹。黎树祥甚至为日记制作了统一的
书脊——用端庄正楷写上了“正松日记”四个小字，
还编注有年序，“正松”则是他的别名。

“我写的第一篇日记是 1941年 9月 8日，那年才 10
岁。”虽然距离年代久远，但黎老仍记忆犹新，当时他
就读于长沙县私立斐光小学五年级，按照老师布置第
一次写日记。

此后，黎树祥一发不可收拾，坚持每日一记。直
到 1944年因条件不允许，才暂时搁笔。这期间恰是抗
日战争时期，他的日记也真实记录下当时国民的生活

实景。在 1941年 9月 2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日军首次
进入长沙县境内，刚到学校，就碰上日军飞机轰炸，
有人大喊，“同学们赶快躲起来，不要有响声。”而
这，也是他的第一篇“战争日记”。

抗日战争结束后，直到 1948 年 1 月黎树祥才再次
记起日记，这回他再没有停下笔。解放前积极投身革
命洪流、参与学生运动；解放后在部队连续工作 27
年，多次立功受奖；40 多岁时转业到长沙自行车厂，
一直干到离休。几十年来，黎树祥用日记记录下自己
的成长岁月。

城市变迁日日记录其中

“改革开放以后，日记里的新词汇、居民乐享的新
生活越来越多。”黎树祥翻开一篇篇日记介绍，上世纪
80年代，购置洗衣机、买彩电，都是值得写进日记里
的大事；到了 90年代，装家用电话、购房甚至涉足股
市，也都能在日记里找到印证。“进入21世纪，生活更
可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对于生活了一辈子的长沙，黎老更是满腔热爱，
笔墨没少涉及城市新变、街头新景。五一大道通车、
一条条跨湘江大桥和过江隧道建成、梅溪湖亮相，黎
老都饱含深情地写进日记。“去年4月29日，长沙地铁
试运行的第一天，我特意去体验了一番，回来就写下
了这篇日记。”翻开本子，黎老禁不住念诵起来：“地

铁开通，这是长沙市民久盼的一件大喜事呀，下午我
去体育新城游泳，就是坐新地铁去的，途中只用了4分
钟、两站路，眨眼就到了。”

75年笔耕不辍，如今黎老的日记已经超过 1300万
字。“我的日记如今还有电子档案咧！”黎老骄傲地打开
电脑向记者展示，从 2008 年起至今，他精选了近 200 万
字的日记录入到电脑中，且大多是自己动手完成。

10年前，黎树祥曾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活过 84
岁，写日记 70年以上，超过当时世界上最长日记人美
国人罗布·艾利斯创下的纪录。如今老人已经完成这个

目标，但写日记的热情丝毫未减：“只要拿得动笔，就
会一直记下去。” （据《长沙晚报》）

大事小情如实记录 时长已超世界纪录

长沙老人75年日记浓缩家国新变
胡媛媛

几十本日记，记录了黎树祥一路走来的人生
点点滴滴。 陈 飞摄

几十本日记几十本日记，，记录了黎树祥一路走来的人生记录了黎树祥一路走来的人生
点点滴滴点点滴滴。。 陈陈 飞飞摄摄

八一前夕，武警指挥学院600余名党员干部分两
批专程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追寻革命先
辈足迹，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近年来，该指挥学院坚持用红色资源为官兵的精
神补“钙”壮骨，经常组织来自全国各地学习培训的学
员和教职员工到革命圣地参观见学，砥砺强军斗志和
爱国热情。 张国良 王见喜摄影报道

新华社南昌7月9日电（记者秦宏） 为进一步做
好进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江
西省财政近日下拨2.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改善相关
办学单位条件。

据介绍，江西省财政下拨的进城务工农民工随
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补充
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
费，及改善办学条件等支出。专项资金安排将按照

“重点倾斜、集中投入”的原则，向接受农民工子女
较多、条件薄弱的城市学校倾斜。

7月8日，上海首条真正意义上的“绿道”——
沪闵路慢行系统，经过近半年建设已正式竣工并对
外开放。这条全长3.8公里的慢行系统内，包含着1米
宽的人行步道、1 米宽的健身步道和 2 米宽的自行车
道，将成为沪闵路沿线闵城路至六磊塘东侧十多个小
区居民散步、健身、骑行的最佳选择。

王亚东摄 （人民图片）

上海首个慢行“绿道”建成开放

新 闻 点 击

武警井冈山下接受精神“补钙”

江西：
专项资金助打工子女进城读书

7 月 9 日，海归明星大熊猫“泰山”在中国保护
大熊猫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迎来了 10 岁生日。据
悉，大熊猫“泰山”为雄性，2005年 7月 9日出生于
美国华盛顿动物园，是旅美大熊猫“添添”和“美
香”的儿子。“泰山”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中美亲善大
使，也是中美合作拯救大熊猫这一濒危野生动物的成
功范例，是目前全球拥有“粉丝”最多的大熊猫明
星。 衡 毅摄 （新华社发）

海 归 明 星 大 熊 猫

“泰山”10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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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即将出台，按照
部署，北京农业发展空间将有所缩减。

7月8日，“京张蔬菜产销对接”活动
在北京举办，每年 7、8、9三个月，将有
260多万吨张家口“坝上蔬菜”集中进入北
京市场。在京津冀三地的农业协同合作框
架下，将农业发展定位于都市型现代农业
的北京，为河北的蔬菜产业发展带来更大
的空间。

在活动现场，北京市农委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北京拥有2000万人口，但农
产品的自给率很低，蔬菜仅为20%多。在调
整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大战略下，为保障首
都蔬菜供应，北京市必须加强与河北之间
的农业生产合作”。

据了解，河北已围绕建设“环首都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带”展开了规划，并将在
建设“互联网+”平台方面发力。

首都第一产业加速“农转非”

作为首都，北京的农业发展空间，将渐趋缩
减。“相比其他产业，农业比较效益很低，这是农
业自身作为弱质产业的特性所决定的。”北京市农
业局局长吴宝新认为，“当前北京经济社会整体上
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和发达城市化阶段，土地
紧缺和水资源紧缺的‘双紧’约束更加明显，市
场高风险和劳动力高成本的‘双高’压力更加突
出，农业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小，农业经营性
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会越来越低，这也是大
都市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因此，守着一个寸土寸金的北京城，京津
冀三地试图以科技为首，要走出一条现代农业协
同发展的路子，建设“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带”。

对此，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认为，建设示范
带要发展一二三产融合的新农业，建设“互联
网+”和“文化创意+”平台，不断降低农产品生
产和流通成本。

而对河北而言，建设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带成为其承接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转移、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开展与京津协同创新的机会窗
口。记者了解到，河北省将通过建设现代农业园
区，吸引“创客”加入，鼓励科技人员以科技成
果占股权，建设科技资源整合和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互联网+”平台等。

推进农产品产销对接合作

按照京津冀三地联合签署的 《推进现代农业
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北京被定位成着重发展都市
现代农业，而河北将围绕特大型城市消费市场特
点，推进农产品产销对接合作，从“菜篮子”、

“米袋子”再到“果盘子”，加强农
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市场流通体系
建设。记者了解到，按照部署，北
京市将进一步缩减农业发展空间，
而这给了河北蔬菜产业以市场的想
象空间。

而眼下，正是冀菜入京的时
节：每年的 7、8、9三个月，是河
北张家口蔬菜集中进京的时间，在
张家口当地，这被当做

一件大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供京第一市”的盛
夏鏖战开始了。

260 多万吨的供京蔬菜总量，占到北京夏秋
季市场份额的 45%。张家口市委农工委一名负责
人告诉记者，作为保障北京“菜篮子”的重要供
应基地，张家口蔬菜产业主打规模化经营、标准
化生产、品牌化营销、市场化运作。在全市种植
业结构中，蔬菜产业因此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富民
产业。

数据显示，张家口市常年蔬菜种植面积 150
多万亩，其中设施蔬菜发展到28万亩，全年蔬菜
总产量可达 600 万吨。全市拥有蔬菜专业合作社
达1300多家。

放眼整个河北省，北京市场对其来说是“必
争之地”。数据显示，河北省2014年瓜菜播种面
积达 2054 万亩，总产 8873 万吨，从“农超对
接”、“农社对接”到“农餐对接”，目前有 90
家河北蔬菜专业合作社与北京市 20 多家超市
建立了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平均日供应量
1000 吨以上，约占超市采购量的 36%。有 8
家合作社在北京居民社区
建 设 连 锁 直 营 店 108
个 ， 日 经 营 量 超 过
200 吨，比 2013 年增
长30%。

（据《每日经济
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