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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生防疫措施到位的前提下，中国
政府鼓励复工复产。同时，大连市政府还出
台系列措施，帮扶企业渡过危机。”近日，
这段文字出现在法国 《外贸顾问》 杂志上，
作者是在大连定居的一名法国外贸顾问法比
安·阿齐。

法比安·阿齐是法资企业大连浩乐泛照
明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中国，这个法国

人更愿意别人称自己的中文名——龙天宇。
他早在 20 年前就来到中国发展，先后在四
川、广东、上海等地工作。2009年，龙天宇
来到大连工作并定居，接受本报采访时，龙
天宇直言“我爱上了大连”。

“这里总能看到蔚蓝的天空。”谈到钟爱
大连的原因，龙天宇首先想到的是这里的碧
海蓝天，“这座城市环境十分宜人，我既感
受到中国大城市的现代化，也可以欣赏到海
洋、森林等自然风光。”龙天宇眼中的大
连，市民热情好客，生活舒适精彩。

关于刊文，龙天宇说：“我想告诉法国国
际企业家们，大连处理疫情和恢复生产的经
验值得借鉴。”据介绍，法国外贸顾问委员会
出版的双月刊《外贸顾问》 在法国外贸领域
有着重要影响力。龙天宇的文章，客观介绍
了他在大连经历的复工复产过程，向法国国
内传达了中国经济有序重启的积极信号。

如果说疫情是一场关于政府服务水平的
“考试”，那么在龙天宇等外商看来，大连政
府的答卷是令人满意的。

一方面，缓缴土地租金、少缴社保费
用、发放不裁员补贴、降低水电费等政策迅

速在大连落地，为外资企业复工复产排忧解
难；另一方面，企业在线提交 《疫情防控承
诺书》，严格落实员工的“健康码”和“日
报告”制度，疫情防控不放松。这些“中国方
案”和“大连行动”，都被龙天宇写进文中。

疫情也是一个“放大镜”，凸显了大连
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外商服务
质量等方面的成果。2019年，大连获评“中
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称号，这
种喜人的变化，令本身就具有外贸优势的大
连更具竞争力。

“对日本企业来说，大连地理位置优越、
产业基础好、生产成本低、自然灾害少。”5
月25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大连事务所所长
水田贤治在该机构网站的刊文中，强调了大
连对日资的吸引力。除了这些“硬实力”，
他认为大连政府的服务好是“软实力”。

在采访中，水田贤治从两个方面说明了
大连政府的服务好：一是信息透明。水田贤
治认为，语言问题对外商十分重要。“拿相
关政策信息来说，大连市外事办通常第一时
间就译成日语并通知我们，这带来了极大便
利。”水田贤治还举例说，疫情期间口罩短

缺，他向大连市商务局询问有口罩产能的企
业名单后，很快如愿获取。

二是效率高。“我的签证 2 月 1 日到期，
申请更新后，2 月 3 日就拿到了新的签证。”
让水田贤治感到惊喜的是，疫情期间的业务
办理比平时还快。

这同样也是欧力士 （ORIX）（中国） 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国平的感受。一周前，
刘国平的企业急需办理境外认证手续，但受
疫情影响，中国驻日大使馆暂停办理认证业
务，这怎么办？

收到紧急求助后，大连市外事办第一时
间联络中国驻日大使馆，特事特办，加班加
点，在当日深夜将所有认证材料递交到日方
手里。为此，刘国平将写有“急企业之所
急”的锦旗送到了大连市政府。

贴心的对企服务也增强了外资信心，大
连疫情期间的投资额“不降反增”。近日，
日本电产株式会社公开宣布，将位于大连金
普新区的日本电产新工厂的投资计划，从此
前的500亿日元提高至1000亿日元。

日本是大连最大的外贸市场。前不久，
国家发改委复函辽宁省政府，正式支持设立

中日 （大连） 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对此，
水田贤治表示，这有助于进一步创新中日地
方交流合作模式。

为了给更深层次的对外经贸合作创造条
件，大连也积极营造开放、友好的对外文化
氛围。

对外国商人来说，生意做到哪儿，家人
可能就要跟到哪儿，龙天宇就特别提到了大
连开设的法语学校。他说，这让法国商人可
以放心地“举家定居”。

水田贤治笑着说，在大连的日本人中流
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辆大连的公交车上，
一个不会讲中文的日本人遇到困难，十分着
急，他下意识地用日语求助，结果有三名中
国乘客前来帮忙。这个小故事，说明大连的
日语人才储备多。“在大连，每一百万人中
通过日语能力测试 1 级人数在中国国内居首
位。”水田贤治在刊文中写道。

好氛围也影响了外国留学生。巴西留学
生卡妮娜今年 24岁，去年 9月入读大连外国
语大学。现在，她通过网络帮助一些在巴西
的中国人学习葡萄牙语。“在抗击疫情期
间，我看到了中国人的辛勤努力和巨大牺
牲。”卡妮娜说，这段经历让她决心研究巴
西与中国外贸的有关知识，希望有一天能回
报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

外商脸上的笑容、笔下的赞誉，是最情
真意切的认可。大连，种下优化营商环境的

“梧桐树”，引得八方“凤凰”来。

大连种下优化营商环境的“梧桐树”
朱春宇 朱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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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抵达山西考察调
研，首站来到大同。他强调，乡亲们脱贫后，我最
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
续增收致富。一下车，总书记就直奔田间，深入了
解当地黄花产业发展情况。

黄花又名萱草、忘忧草，既能食用，也能药
用。大同黄花种植有 600多年历史，近年来大力
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达到 26 万
亩，年产值达9亿元，带动了1.5万多户贫困户脱
贫致富。正如古话所讲：“莫道农家无宝玉，遍
地黄花是金针。”

村民们正在地里除草、松土，看到总书记来
了，兴奋地围拢过来，高声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同大家攀谈起来：土地是不是流转
了？一亩地能给多少钱？加上做工，一年下来能

赚多少钱？
大家告诉总书记，土地流转后每亩地一年收

入 500 元，在这里做工一天还能赚 150 元。这些
年，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引领下，黄花产量品质
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有保障，去年带动贫困户户
均收入1万多元。

“原来不敢多种，现在基地办了加工厂，烘
干、加工、储藏、销售都不愁了，黄花越种越
多，收入也越来越多。”村民们兴奋地说。

听了大家的“致富经”，习近平十分高兴：
“我上个月去了陕西秦岭山区的一个村叫金米

村，那里种木耳形成了产业化，我称赞他们是
‘小木耳大产业’。你们这里也是‘小黄花大产
业’，很有发展前途。”

他叮嘱当地干部，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好黄
花这个产业，让它成为乡亲们致富的一个好门
路，变成群众的“致富花”。“共产党人就要为民
办事、为民造福，要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办
好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大同，黄花相关产品已经形成系列。黄花
产品展厅里，黄花干、黄花酱、黄花饼、黄花
制作的化妆品等各色产品琳琅满目。通过深加

工，延长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当地老百姓
走出了一条幸福路。展厅墙上贴着“忘忧草，
脱贫宝”标语，生动诠释了黄花种植给乡亲们
带来的好处。

习近平细致察看黄花产品，感慨地说：“就
是 要 立 足 本 地 实 际 ，
大 力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
把大同黄花做成全国
知名品牌，让乡亲们
富而忘忧。”

——摘自 《蹚出新路
子 书写新篇章——习近平
总 书 记 山 西 考 察 纪 实》
（人民日报 2020年 5月14
日1版）

“小黄花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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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0日，在陕西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察看脱贫情况

时，习近平总书记为当地木耳“带货”；

5月11日，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有机黄花标准化种植

基地，总书记又为黄花菜“点赞”。

短时间内，总书记两次关注乡村土特产——“小木耳、

大产业”，“小黄花、大产业”。

总书记称赞的“大产业”，不仅助力当地脱贫攻坚“大

事业”如期完成，也见证着一段段令人动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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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农民在种黄花。
本报记者 周亚军摄

▼ 淘宝主播李旭
瑛在推销柞水木耳。

本报记者 原韬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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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黄花采摘季，大同云州
区农民都会举办丰收月活动。图为
农民鼓乐队。

本报记者 周亚军摄

“金疙瘩”和“忘忧草”

近年来，在农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走进田间地头、产业园区，提到了玫瑰、柚
子、牡丹、草莓等十余种土特产。

最近，总书记的关注，让“柞水木耳”和
“大同黄花”成了抢手货。

4月21日晚，超过2000万网友涌入人民日
报直播间和淘宝直播间，买光了柞水县24吨木
耳，这相当于全县去年4个月网络销量。

直播结束前，参与带货的柞水县副县长张
培笑得合不拢嘴。“今天的木耳都售罄了！谢
谢热情的网友们！”

不久，黄花菜也“热”了。
5月16日，在央视新闻“秦晋之美”公益

带货直播间，袋装“大同黄花”开始下单后，
“全部卖光了”“又卖光了”“加货，补货”，把
主播忙坏了。当晚，包括黄花菜在内的农产
品，取得了超过1200万元销售额。

两种常见食材背后，是厚重的历史文化。
木耳，是中国人餐桌上重要的食用菌，被冠

以“素中之荤”的美誉。柞水木耳一夜之间火起
来，既靠总书记“带货”，自身也有“硬实
力”：个大肉厚，口味鲜美，营养丰富。

早在 2010年，农业部就对“柞水黑木耳”
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总书记此番实
地察看的小岭镇，便属于保护范围划定的10镇
6乡之一。

在我国，木耳有着广泛自然分布和人工栽
培。柞水木耳，有何得天独厚优势？其中秘
密，藏在“柞水”二字中。

柞水，因当地柞树多而得名。柞树，别名
耳树，是生长黑木耳的极佳树种。乾佑河 （古
称柞水） 是汉江二级支流，发源于柞水县黄花
岭，使得柞水成为水资源丰沛县区。除了有
木、有水，柞水土壤、气候条件也样样合适。

柞水和木耳之间的故事，源远流长。“万
山丛树多，土人伐生木耳。近耳收买成包，水
陆运至襄汉，作郧耳出售，价倍川耳。”明朝

《陕西通志》 关于柞水木耳如是记载。当时，
柞水木耳销往湖北一带，价格比川蜀一带的木
耳高。可见，现在的“金疙瘩”，自古就能卖
出“金”价。

黄花在我国也有着悠久历史传统。
黄花菜，又名金针菜、萱草、忘忧草，是

“素食三珍”之一，可炒菜，可煲汤，可凉拌。

早在 《诗经·伯兮》 中就有萱草芳名，背
景故事大致是：诗中的妻子思念外出征战、许
久未归的丈夫，于是寄托于萱草，希望能暂时
消除心头忧郁。萱草忘忧，《全唐诗》 中也有
文人赋咏：“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

作为我国著名“黄花之乡”之一，大同有
超过 600 年黄花种植历史。大同地处黄土高
原，给人们最直观印象就是，当地气候干燥，
十年九旱。这样的气候，黄花怎么能长得好？

恰好黄花耐旱、耐瘠、喜阳。加之大同云
州区土壤可不一般，是火山土，富含硒元素
等，产出的黄花苗大苔繁、肉厚角长、七蕊色
黄。2005 年，“大同黄花”注册地理标志商
标，2017年，又被授予“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称号。

可见，如今“柞水木耳”和“大同黄花”
声名远扬，是历史传承、因地制宜的结果。找
对了路子，土特产助力脱贫就顺理成章。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智能木耳大棚排列有序，地栽木耳地块
整齐划一，村里道路干净宽敞，展厅里的木
耳制品琳琅满目……总书记考察时，全国人
民看到了这样的金米村。

“1个菌棒赚7元钱，承包两个大棚，一年
两茬，一茬能挣 2 万元，两茬能挣 4 万多元。”
农户肖青松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自家收入时，
喜笑颜开。

平日里，肖青松身影常常出现在木耳大
棚。采摘木耳时，他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拧坏
了，“这些都是我们的金‘耳朵’，要小心摘下
来，才能卖个好价钱。”

几年前，肖青松还在外省打工，收入并不
稳定。2015年，他家是全村 188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一员。村里木耳产业大发展，把肖青松

“拉”了回来。现在不用各地奔波，在家门口
就业，既能赚钱也能顾家。去年，肖青松承包
了两个大棚、3 万多个菌袋，收入达到 4 万多
元，摘掉了贫困“帽子”。

从一户脱贫到户户脱贫，中间离不开帮扶
带动。肖青松家是“党员户”，去年，他带动2户
承包种木耳。年末盘算收成，经济效益可观。
今年，又有 3 户原本处于观望的贫困户加入进
来。一开始，村里就确立了党员带头致富、带领
群众致富模式。金米村第一书记赖胜涛介绍，
村委会按照“党员中心户+贫困户”模式，将188

户贫困户捆绑在木耳产业上，一户都没落下。
百姓安居乐业，村貌焕然一新，几乎让人

忘了金米村曾经贫穷落后的模样。“如今村里
大伙一心扑在产业上，比着谁家木耳长得多、
长得好。群众富起来了，乡风民风变好了。”
村委会主任江百川说。

今年2月27日，柞水，这个曾经的国家级
贫困县脱贫了。正如总书记勉励乡亲们所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金米人、柞水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在大同云州区黄花地里，会有这样的景象：
春天，乡亲们忙着培秧；黄花生长期，菜

农们俯下身子，在田间松土、除草；7月收获
季，一眼望不到头的黄花，是随风舞动的金色
涟漪，散着芬香，也吸引着游人。

云州区，2018年前还叫大同县，是个典型
农业县区。2012年，这里被列为燕山——太行
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县。从那以后，
云州区把黄花产业确立为“一县一业”的主导
产业和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事实证明，这是
一条富裕之路。

现在，全区黄花种植总面积达到 16万亩，
其中有2个万亩黄花片区、3个万亩乡镇、3个
5000亩乡镇、18个黄花专业村。村村都办起了
合作社，每个村集体一年就能增收25万元，对
脱贫的贡献是，全区农民人均增收 3600多元，
7403人因此脱贫。

脱贫后的考虑则是如何稳定增收，防止
返贫。总书记考察时嘱托，把大同黄花做成全
国知名品牌，让乡亲们富而忘忧。当地黄花不
愁销路的原因，正是在于打响了品牌。

当地人明白，现在卖产品离不开品牌建
设，而且要有细分品牌，让“大同黄花”在市
场上不是“单兵作战”。于是很多农庄都注册
了自己的牌子，很多企业也有主打的商标，如

“昊天”“金针寿”“御黄”等。
要说品牌建设的成果，看看电商平台上的

买家留言就知道了：“买黄花就买大同的。”
近些年，大同还利用农业博览会的窗口，

把部分产品卖到了美国和日本。
现在全国各地流行观光农业，恰好黄花盛

开的美景十分吸睛。当地决策者谋划，发展黄
花产业的同时，建设黄花采摘观光园区，发展
乡村旅游。在去年的“第二届大同黄花文化旅
游月”上，知名演员成龙为“大同黄花”代
言，大大提高了活动知名度。地里黄花丰收，
一旁游人如织，这可不增收了嘛。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当地人欣喜
地发现，扩大种植黄花这些年，土壤质量改善
了，植被覆盖增加了，水土流失减弱了……生
态环境的美化，又反哺城郊农业、乡村旅游、
中药种植的持久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十几年前，渴望发展的当地人曾发问：大
同黄花何时“香”？

如今，大同黄花已飘香神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