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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
台、铃铛阁”。

2 月 17 日一早，顶着瑟瑟的冷风，记
者来到与鼓楼一街之隔的天津古文化街。
虽然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但古文化街依然
人头攒动，祈福吉祥的钟声、喜庆悠扬的
空竹声和商家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交织在一
起，年味丝毫不减。

天津古文化街位于南开区、海河西
岸，总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主街全长
680米，有“津门故里”之称。

漫步古文化街，店铺门口挂起了大红
灯笼和巨幅的大红吊钱儿。记者注意到，
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碑帖、古籍、杨
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和天津风筝等专业
店铺丛聚整条街。

据了解，作为“津门十景”之一，古
文化街一直坚持“中国味、天津味、文化
味、古味”经营特色，以经营文化用品为
主。“春节假期 7 天，古文化街的客流量
超百万人次。”随行的南开区商务委主任
刘美乐告诉记者。

中午时分，轻雾渐渐散去，太阳露出
笑脸。到天后宫祈福的人络绎不绝。各种
民俗年货摊位前，游客纷纷饶有兴趣地驻
足观看。由于今年是蛇年，一些商铺还推
出了许多与蛇有关的可爱泥塑和面塑，格
外受游人青睐。

来自湖南的唐先生带着一家老小 8 口
慕名而来。他用“名不虚传”形容自己
初来乍到的心情，600 多米长的街道，他
们一家竟然走了两个小时。他兴奋地告

诉记者，实在目不暇接。天津的小吃，
原来只知道狗不理包子，到了古文化街
才知道还有更好吃的。一上午全家人已
经把这里的茶汤、麻花和果仁张吃了个
遍。他幽默地说，吃过“天津味”，才算
到过“天津卫”。

随后，记者来到久负盛名的“泥人
张”店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白皮
肤、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格外抢
眼，他正操着流利的汉语向售货员询价。
最终，他购买了 3 套价值近 1500 元的泥
人张彩塑。泥人张彩塑可谓天津一绝，栩
栩如生，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每逢节假
日，这里的生意格外好。

“古文化街已经成为中外游客感受天
津文化、体味天津民风、了解天津民情

的窗口。”南开区委宣传部长朱树江表
示，仅 680 米长的一条街道荣获了全国
5A 级旅游景区的殊荣。古文化街正是凭
借突出的民俗文化特色，打破众多商业
街“千街一面”的瓶颈，形成了独树一
帜的风格。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作为天津新春
民俗游的重点项目，各个区县也都举办了
特色各异的庙会，如杨柳青民俗文化旅游
节、津南区葛沽宝辇花会、北辰龙顺庄园
庙会、武清区新春民俗庙会、宝坻新春庙
会等，为中外游客献上一顿丰盛的民俗文
化大餐。

据了解，春节黄金周期间，天津共接
待海内外游客 428.52 万人次，旅游综合总
收入33.5亿元，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到 天 津 卫 品 民 俗
本报记者 张 静

农历正月初五，清晨和煦的阳光唤起了沉睡的小城，
家家户户热闹的鞭炮声早早催醒了睡梦中的人们。节日
少不了走亲访友，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为繁文缛节所累，
简便轻松地走门串户之后，选择各自的方式放松身心。

记者来到河南南阳白河游览区。漫步河边，堤岸边
的绿化带、公园里游人成群。南阳市民赵刚一家正在河
边散步，他告诉记者，儿子一大早就惦记来河边玩，这儿
人多热闹，空气也好。他家离河近，每天早上他都会来跑
步、做操、健身，比花钱去健身房好多了，这里 20 年前是
受污染的河，现在是市民健身和文娱活动的好场所。

白河边的古玩玉雕花卉城，也是花鸟鱼市场。许多
的小动物等着游人带走。来玩的小朋友磊磊和妹妹买了
一只小白兔，抱着笼子很开心。

“咚咚咚，咚咚咚⋯⋯”白河北面七一路的金玛特宜
居广场传来阵阵锣鼓声，南阳市群众艺术馆的艺人们带
来了地方传统剧种宛梆、抬花轿、扭秧歌等节目，在色彩
绚丽的服装、飘舞的彩绸、复古的道具配合下，表演惟妙
惟肖，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在白河岸边极目四望，穿城而过的河水延伸至天际，
两岸绿树成行，游人漫步其中，春意浓浓，如在画中。喧
天的锣鼓声、悠扬的宛梆调子，和新春游人的欢声笑语一
起，在美丽的白河岸边久久回荡⋯⋯

白河岸边春意浓
本报记者 徐 达

白河岸边春意浓
本报记者 徐 达

小街一角迎新春
本报记者 姜天骄

家庭年会有趣味
本报记者 李万祥

专业舞台、音响、灯光控制系统、电子
屏⋯⋯这些先进设备出现在一场由农民自
己筹办的乡村春晚上。这就是湖北省恩施
市白果乡桑树坝村罗家坳组大垭口土家族
刘氏的家庭年会。

活动策划人刘成告诉记者，举办此次
活动，是为了让大家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增进家庭的和睦气氛。

春节期间，刘成他们举办了蛇年春晚
篝火晚会、猜灯谜、戏曲表演等活动，参与
者主要是刘氏家族的人。“相比于往年挨家
挨户吃喝，我们通过举办年会的形式把大
家伙召集起来一起过，省了不少开销。”

“我们在去年 12 月底就向各家发出了
通知。”刘成说，各家各户收到我们发送的
通知都积极准备，热情更高了，加之采用了
更好的设备，让我们今年的刘家年会更加
有趣、好玩。

家庭年会既丰富了家庭生活，又形成
了传帮带和赶帮超的氛围。 2月 17日，市民在天津市古文化街体验民俗文化。 本报记者 张 静摄

□ 本报记者 佘惠敏

采 访

感 言

陕西省白水县有个知名度很高的农民
曹谢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通过留学
生的现场翻译，向听众介绍了他在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苹果试验站帮助下，科学种果
致富的情况，博得阵阵掌声。曹谢虎说，依
靠苹果收入，他不仅供两个儿子上完大学，
还盖起了 300平方米的新房，开上了小车。

像这样帮助农民科学致富的试验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与地方共建了 23 个，
还建立了 39 个科技示范推广基地。201 名
科教推广人员常驻试验站和推广基地，让
科技之花绽放在田间地头。

专家住进农家

前不久，记者来到白水县林皋镇可仙
村采访时，曹谢虎摸着光秃秃的苹果树杈
子感慨：“过几天又要挖树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挖树。2006 年被选
作示范户时，西农大苹果试验站的高级农
艺师杜志辉带着 4 个县乡技术员吃住在曹
家，手把手教曹谢虎果树整形、施肥、花果
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各种实用技术。杜志
辉建议他把家里 6 亩果园的苹果树间伐掉
一半，从每亩 50 棵至 60 棵减到每亩 30
棵。“专家说了五六次我都没舍得。”曹谢虎
回忆说，“后来跟我说，你要实在舍不得，先
挖一亩看效果。”

2006 年间伐过的这一亩，苹果的产量
和质量明显高出其他 5亩。次年，曹谢虎心
悦诚服地按专家指导对全部果园进行改
造。“间伐前，2005年6亩地我收了5万个果
子，间伐后，产量年年递增，2012 年我一共
收了 13.5 万个果子，纯收入 16 万元。现在
果树长得更大了，需要进一步减少密度，所

以过几天还得再挖一次，每亩留15棵。”
在苹果试验站，西农大的 7 名专家带

着县乡技术人员深入农户果园，带动 14
个示范村和 700 多个示范户，使 8 项苹果
关键技术迅速得到推广，培养出大批农村
基层科技人员。过去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专家教授的曹谢虎，就在专家入户后逐渐
成长为白水县苹果种植的科技带头人，甚
至在 2010 年被邀请去美国哈佛大学作演
讲。西农大苹果试验站的技术成果，也就
通过“大学→试验示范站→科技示范户→
农民”的四级推广通道，一步步发扬光大。

服务全产业链

当然，试验站的任务远不止服务农
户。“我们把试验站建在核心产区，就是要
围绕一个主导产业，服务全产业链。”白水
苹果试验示范站首席专家赵政阳说。

试验站的专家们首先为地方政府绘制
了主导产业升级的蓝图。“2004 年进行建
站调研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地方政
府改规划，改动不科学的地方。”赵政阳说。

试验站的专家们还为地方龙头企业
提供全程技术辅导。“在生产的每个关键
环节，都有专家来帮忙。”白水县兴华果蔬
公司董事长成高启说，从苗木栽培、林间
管理到深加工，各种新品种新技术都在专
家的指导下一步步走进公司的苹果示范
园，变成实实在在的利润，并进一步向周
边的农户推广。“现在公司的年产值已经
近亿元了。”

全产业链服务带来了整个主导产业
脱胎换骨般的提升。

“苹果是白水的支柱产业，曾因果园

老化和市场变化一度陷入低谷，从 2005 年
苹果试验站建立以后，白水开始进行大规模
老园改造,牌子一年比一年硬。”白水县副县
长刘建成说，这几年来，白水苹果产业化水
平得到很大提升，如今全县 52 万亩苹果已
有 30 万亩通过绿色食品认证、6 万亩通过有
机食品认证。“2012 年全国苹果销售波动情
况下，白水苹果 10 月底前都卖完了，价格也
好，别的地方只卖一块多一斤，白水苹果卖
到 2.8元到 3元一斤。”

让科研接地气

白水苹果、阎良甜瓜、眉县猕猴桃、西乡
茶叶⋯⋯一个个围绕区域农业产业发展需
要建成的试验站陆续建成。“最早是我们找
地方政府建站，现在是地方政府找我们建
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技推广处副处长
吴万兴说。

农民可以学技术增收入，政府可以做好
主导产业，龙头企业可以建立更好的基地得
到更多的利润。对大学来说，深入产区建试

验站又有什么好处呢？
把试验站建到农村，让科研工作更接

地气。苹果试验站教授王雷存说：“站里有
果园有实验室，果品、叶片、根的样品从果
林里取来，马上就可以在最新鲜时做基本
分析，解决了样品可靠度问题。”

把试验站建到农村，让大学品牌更加
过硬。“我们要把试验站建成‘顶天立地’的
百年老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李华
说，“现在因为‘立地’，科研成果转化率高
了，国际交流日渐频繁，生源也是一年比一
年好，学校地位提高了。如果做成百年老
店，每个试验站都是一个观测站，长时间的
资料积累将厚积薄发，带来更多更好的原
创性科研成果，那时就会‘顶天’。”

为保障试验站工作的顺利进行，西农大
还在机构设置和体制设置上做了探索。吴
万兴说：“比如我们专门设立一个推广研究
员、推广教授的职称系列，推广做得好，可享
受二级教授待遇，和长江学者是一样的。”

西农大的成功实践表明：把大学“象牙
塔”建到泥巴地，地更肥，塔更高。

陕 西 农 民 哈 佛 演 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 23 个试验示范

站。魏安智是凤县花椒试验站的，为解决

花椒采收难题，正在与机械工程专家合作

开发花椒采收机；吉红是安康水产试验站

的，教农民养生态鱼⋯⋯

这些试验站其实都是扎根乡村的“西

农大”牌科技连锁店。2012年，全国已有 10

所涉农高校启动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建设。

这些大学连锁店有共同的资源背景

——涉农高校，有一样的职责特征——农

科教结合、教科推一体，有相似的建设模式

——学校与地方共建、成果与地方共享。

根深才能叶茂。这些大学连锁店增加

了农民收入，希望这些科技连锁店能如李华

所言，做成百年老店。

“大学连锁店”值得推广

探访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新模式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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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9 点，我接到一个旅客希望接站的电

话。通过电话，了解到旅客姓张，她的父亲年前查

出了癌症，过完年在女儿陪同下来北京看病，“我

的父亲还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接站的时候还麻烦

您帮我保守这个秘密。”我深知作为女儿的良苦用

心，一定会帮助保守秘密的。

下午 1 点 13 分从合肥开来北京南的 G264 进

站了，我和同事推着轮椅已经等候在站台上了。

看到张女士扶着父亲慢慢地走出车厢，同事

亲切地对老人说，“我们是来接您的，您坐轮椅上

吧。”由于这两天是返程高峰，出站的旅客非常多，

我们推着老人走向了爱心通道。

为了缓解老人的紧张疲劳，我们一边走一边

和老人攀谈起来，老人很是高兴。

说笑间，我们走到了车站西侧的出租车平

台。我们已经为老人提前约好了出租车。

临别前，张女士含着眼泪说，“谢谢你们，没想

到在北京我们能得到像家人一样的帮助。”老人也

挥挥手说，“谢谢姑娘，等我看完病，还从这里回

家，还来找你们。”

“到时我们还来接您，祝您早日康复！”我衷心

地希望老人能好起来。 （齐 慧整理）

2月17日 多云

保守秘密
北京南站值班站长 陈 静

湖南省娄底市城市不大，人口不多，但是年味却很
浓。这个“浓”并不是因为这里过年有什么特别的习俗，
一样的爆竹声声，一样的春联对对，然而走在小街上，每
个角落都有温馨动人的画面令人回味悠长。

贤童街上有一家味道很好的湖南米粉店，老板是一
对残疾人夫妇，快过年了，他们没有休业，还在煮着热气
腾腾的米粉。老板为人热情、厚道，他说：“这条街上的人
我都太熟悉啦，很多人都有早餐呷一碗米粉的习惯，所以
即便是除夕，我们会煮好了热乎乎的米粉等着大家。”客
人小李抬起头来说：“老板人好，过年不关门、不涨价，牛
肉米粉里的牛肉从来都是给得足足的。”一位小姑娘拎着
自家腌制的腊肉前来拜年：“老板过年好，一碗排骨米
粉。”没等老板招呼坐下，她已经像进了自家门一样帮忙
收拾起餐桌的卫生。原来，在这条小街附近居住的人都
很了解这对残疾人夫妇生活的艰辛，只要是来这里吃米
粉，大家都会力所能及地帮助老板搞搞卫生。

小街上的人大多都是老相识了，听说陈伯伯在深圳
打工的儿子今年没能回家过年，一些街坊邻居纷纷提着
年货前去拜年。“我们都很敬佩您有这样无私奉献的儿
子。”张阿姨的话语让陈伯伯感到宽慰，他说：“有了你们
这些好邻居，我们老两口一点都不感觉到孤单。”

黄昏将近，孩子们不知从哪里蹿了出来，带着长长的
花炮，三五成群，在街角点起爆竹，噼里啪啦的响声让过
年的氛围越来越浓了。年轻的妈妈从家里拿出扫帚，牵
着小孩子的手说：“来，我们扫起这些纸屑，这样环卫工人
就可以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新年了。”

夜晚的小街格外安静，家家户户的窗子里都透出暖
暖的光，令人感到格外温馨、幸福。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爱，最美的风景将永远停留在我们的心中。

值 班 站 长 日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