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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在第十一届文博会设置的九大专业展馆
中，新设的“丝绸之路”专馆无疑是最
大的亮点。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特色文化风情浓缩于一个专馆，中外参
展嘉宾可以“一日看尽、一馆看罢”，充
分领略“一带一路”的文化风情，这样
的设置令参展嘉宾充满期待。

“给我一日，还你千年。‘一带一
路’元素是本届文博会最大的看点之
一。”文博会公司总经理叶建强表示。积
极发挥文化的桥梁和引领作用，将有力
地推动沿线各国的交流合作，夯实沿线
各国合作的民意基础。

本届文博会增设的 5 号馆——“丝
绸之路”馆，组织了老挝、泰国、马来
西亚、印度等 15 个国家及国内包括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等 15 个省份的
文化产品和项目参展。“丝绸之路”馆
以“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产业发展”为主
题，由国家文化部指导承办，主要依托

“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重

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传
统工艺美术、创意设计、文化旅游及演
艺等内容，通过展示与交易相结合促进
沿线国家地区文化产业的交流、对话与
合作。

“丝绸之路”专馆综合展区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展示“一带一路”的线路、
发展历史和城市概况，舞台区配合演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舞蹈。在海
外展区，来自中亚、东南亚、南亚、中
东欧、西亚、北非等地区的 15 个国家均
带来旅游路线、相关衍生品以及传统民
族手工艺品。参观者可以看到老挝传统
民族手工制品、泰国的芦荟制品、马来
西亚的木雕，印度的羊绒、刺绣、青
铜、木质手工艺品、地毯、挂精品和手
工艺品花瓶。而在土耳其展区，用于制
作烟斗的上等材料——著名特产海泡石
也将亮相。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
斯坦五国展团的展品主要包括各种具有
浓郁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埃及展团则

主要带来陶瓷、铜制品、木制品、彩色
玻璃、珠宝首饰、手工织布，俄罗斯展
团的展示重点则是 《俄罗斯当代艺术家
作品展》。

国内展区由“丝绸之路”上的 15 个
省市组织当地文化旅游、文化新业态等
内容参展。参展城市主要包括西安、兰
州、西宁、固原、乌鲁木齐、重庆、攀
枝花、大理、北海、南京、宁波、广
州、深圳、泉州以及海口。展区主要展
示这些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成果、旅游
推广线路以及工艺美术产品。在乌鲁木
齐展区，鲜明的地域特色扑面而来。展
区以“巴扎”为设计元素，再现古丝绸
之路贸易往来的繁荣景象，形象地展示
乌鲁木齐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推介包
括创意设计、文化旅游、工艺美术、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
品，让观众充分领略“丝路腾飞”的西
域风情。

本届文博会以“一带一路”为主题
的相关配套也让人目不暇接，各类分会

场依托自身优势，策划了该主题的展
览、采购大会、主题新品发布会、高峰
论坛、洽谈对接会、签约等数十项配套
活动。其中，“1979 文化创意园”推出
了“一带一路”文化生活系列展，包括

“碧海丝路，古瓷寻踪”——海捞瓷特
展、“古韵飘香”之博物馆宋瓷展、丝绸
主题艺术展等多个展览。深圳工艺美术
集聚区也开展了“中东联盟企业中国文
化之旅”活动，组织中东联盟企业买家
赴会，并承办工艺美术领域国际采购大
会，以进一步开拓欧洲、港澳台市场。
西部国际珠宝城举办了 2015 中国文化财
富榜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高峰论
坛，探讨文化经济贸易、中华文化走出
去等议题。

今年是深圳文博会新十年的起步之
年，也是深圳文博会转型升级阶段的一届
展会。文博会力争紧紧抓住“一带一路”
建设的新机遇，让“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文
化产业发展的大舞台，让文化产业成为
沿线各国交流合作的坚实载体。

“ 一 带 一 路 ”看 点 多
——写在第十一届文博会开幕之际（下）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李 哲

今年春耕，山东诸城市注意发挥“土专家”的作用，请
他们结合自身体验，对广大农民进行培训。

石桥子镇王家河湾王清富大棚里的西红柿植株干
枯，弄不清楚哪里出了毛病。一筹莫展的老王一个电话
打给了邻村的蔬菜种植“能人”臧传约，臧师傅亲自上门
开“农技小灶”，面对面进行技术指导。老王高兴地说：

“臧师傅上门为俺单独讲解，解决了难题。”
春耕生产，农机培训是个重点。诸城市春季科技下

乡活动中，请出农村“特邀农机技术推广员”、“农机示范
户”和“农机技术能手”等，让他们走上讲台，开设实用技
术培训课，让农民在生产中边学习、边操作、边讨论，帮助
培训对象在较短时间内掌握 1 至 2 门实用技术。像这样
的培训课堂，今年春耕中诸城市举办了 1.3 万场次，涵盖
了农机农艺、畜牧养殖、林业水产等多个领域。

春耕时节，晨雾刚刚散去，河北省滦县古马镇傅庄村
的农民裴广超正走出家门，“今天合作社要来田间种花生
了，我去看看。”5 名农机手各自驾驶着花生专用播种机
在田间行驶，旋地、起垄、施肥、播种、喷施除草剂、覆膜、
覆土，再喷施除草剂，这一系列工序都一次性完成。“这些
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都是合作社统一购置的，不
用担心有假货。我一亩地只交 500 元钱，就只等有个好
收成了！”裴广超说。

裴广超所在的合作社是滦县百信种植专业合作社，
专门开展土地托管业务，从事现代化、高标准耕种。如
今，合作社已拥有花生播种机 50 多台，玉米播种机 50 多
台，还有无人飞机等现代化机械，得益于现代化的管理，
合作社托管的土地已由 2010 年的 1000 亩攀升至目前
的 9.8 万亩，入社成员增至 1.3 万户，辐射区域已由最初
的滦县扩至迁安、卢龙、抚宁、乐亭等地。这些土地，因为
实施了科学管理，都已由原来的一年两茬变为两年三茬，
花生、小麦、玉米轮茬种植，使每亩地平均增收上千元。

5 月的青海，全省春播工作由东向西、由川到山全面
铺开，有序推进。与往年不同的是，青海今年在备耕春播
中主打“科技牌”，成为备耕春播的新亮点。

湟中县共和镇后营村的田野里平地的、浇水的、铺地
膜的、播种子的⋯⋯好一派忙碌的耕种景象。忙碌的农
民们开着一辆辆手扶拖拉机，穿梭于田埂之间。记者在
油菜良种繁育基地春播现场看到，一台油菜精量覆膜点
播机正在作业，田野里机声隆隆。技术员介绍，油菜精量
覆膜点播机可以一次性完成起膜、覆膜、油菜点播工作。

“一天一台机子能种 20多亩地，是人工的 20倍以上。”
青海省各级农牧部门及早安排部署备耕春播各项工

作任务，积极配合有关涉农部门加强农资供应，及时维修
水利设施和农机具，并积极开展旱情监测和病虫害预测
预报工作。依托“科技三下乡”和万名干部下基层等项
目，青海对全省各乡镇、重点村、项目实施村的党员干部、
科技示范户、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活动，培训职业农民
1100人次、进村户 1.5万人次。

每隔几天，二合塬村 79 岁的王文西
老汉就会坐上班车，去十公里外的木钵镇
上吃碗羊肉，转转亲戚，下午的时候坐车
回村。一年前，“这么美的生活”王老汉

“想都没想过”。
盘绕在山梁沟壑间的小路曾是甘肃

庆阳市环县二合塬人心里的痛。3 年前，
这个小山村的好支书黄继龙开着自家的
农用三轮车帮群众送化肥的时候，从山路
上滑进沟里，再也没有醒来。

“山大沟深路不好，以前每年都发生
交通事故。更头疼的是村里种了啥也运
不出去，怎么脱贫？”让人欣慰的是，去年
县上新修的公路通到了村里，站在村口那
座为了纪念黄继龙而命名的“继龙桥”前，
二合塬村的新支书王志祥如今不用为这
事头疼了，“路修好了，村里成立了种草合
作社，满山遍野的苜蓿草除了村里发展养
殖业，还能卖给镇上的养殖场。”

用王文西老汉的话说，“路通了，这
一片山都盘活了，日子就有奔头了！”弯
弯曲曲的羊肠路，像绳索一样把环县人
与贫穷、落后、闭塞捆绑在一起。在木钵
镇的另一片山里，高楼塬村的郭汉成对
二合塬的新变化满心羡慕，“现在通到村
里的是土路，弯子多，刚能过去一辆三轮
车。”所幸的是，通往高楼塬的柏油路今
年也开工了。

庆阳是以南梁为中心的原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属六盘山集中
连片特困片区，2012 年底全市贫困人口
74.85 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32.6%，全市农
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
半。“贫困原因，用群众的话说，就是穷在

‘天’、困在‘路’、贫在‘人’、弱在‘带’。”庆
阳市委书记栾克军分析说，在“天”，就是
自然环境差，靠天吃饭的状况还没有根本
改变。困在“路”，就是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差，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全市 1261
个行政村中有 429 个不通油（水泥）路；
9107 个村组中有 5462 个不通砂石路。
贫在“人”，就是基本技能差，贫困群众自
我发展能力不足。弱在“带”，就是资源开
发对地方发展和群众增收的带动能力弱。

栾克军说，庆阳紧扣 2020 年与全国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确定
了每年减贫 10 万人以上，2017 年贫困面
下降到 8%以内，全市基本消除贫困的扶
贫攻坚行动目标，制定了干部帮联、绩效
考核、脱贫摘帽等工作机制。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成为奠定庆阳老区脱贫致富的基
础支撑，而交通建设则是这个支撑点首当
其冲的突破口。根据规划，今年，庆阳全
市将建成通村油路（水泥路）3173 公里，
农村公路通畅率达到 91.3%，华池、西峰、
正宁、合水、庆城 5 县区将实现 100%建制
村通畅目标。作为甘肃省通村道路建设

任务最重的县，环县今年将新建农村公路
1054公里。

“为了确保完成建设任务，县交通局
所有干部职工按照项目片区，都下沉到了
农村公路建设一线，我们还从全县范围内
抽调了 20 名公路建设相关专业毕业的大
学生。”在高楼塬村的施工现场，环县交通
局纪检组长王明岗告诉记者，在农村道路
建设进度上，庆阳市要求今年 4 月上旬全
部开工建设，7 月底完成 60%以上任务，
11 月底前全面建成。比王明岗还着急的
是高楼塬村的村民，尽管通往村里的油路
正在施工，但郭汉成过几天就要去施工现
场看看，“我的 20 亩玉米和 10 亩苜蓿，自
家的羊根本吃不完，路一通，就能拉出去
卖了。”这个急性子的陇东汉子心里已有
更长远的规划，“村里的水土条件好，以后
还可以种些瓜果蔬菜卖到镇上，多增加一
些收入。”

5 月 13 日 上

午，在尼泊尔 7.5 级

余震之后，西藏公

安边防总队吉隆边

检站，第一时间组

织官兵来到长期帮

扶的吉隆镇完全小

学搭建的帐篷里，

送 来“ 爱 心 衣 物 ”

“ 爱 心 书 籍 文 具 ”

等，并向小学生传

授防震减灾技巧，

与小学生一起做游

戏，为学生减轻心

理压力。

本报记者 代 玲

通讯员 郑永波

摄影报道

甘肃庆阳力争今年农村公路通畅率达到 91.3%——

把 致 富 路 修 进 大 山 深 处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本报北京 5 月 13 日讯 记者乔金

亮报道:农业部今天召开全国“三夏”小
麦跨区机收视频会议。农业部副部长张
桃林说，预计今年投入“三夏”生产的稻
麦联合收割机达到 55 万台，其中参加跨
区作业的达到 30万台以上。

张桃林说，预计今年“三夏”农机作业
水平稳中有升，力争冬小麦机收水平超过
92%，其中黄淮海主产区小麦机收水平稳
定在 96%以上；夏玉米机播水平达到
85%。农业部要求，各地要做好“农机跨
区作业证”免费发放和登记备案工作。

今年“三夏”将投入55万台收割机

山东诸城

“土专家”开课受欢迎
本报记者 单保江 通讯员 徐春光

河北滦县

土地托管便农家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李艳辉

青海

“科技套餐”送到村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孙海玲

本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今年 6
月 5 日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的首个“环境
日”。环保部日前公布了今年“环境
日”的主题为“践行绿色生活”。这个
主题旨在增强全民环境意识、节约意
识、生态意识，选择低碳、节俭的绿色
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人人、事
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和群众
基础。

“环境日”期间，环保部将举办一系列
宣传纪念活动，各地也将围绕“环境日”主
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纪念活动。

今年环境日聚焦“践行绿色生活”

本版编辑 刘 亮 张宏达

本报北京 5 月 13 日讯 记者吴佳佳

报道：国家卫生计生委 13 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公布《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
报告显示，我国家庭发展正经历家庭规模
小型化、家庭类型多样化等七大变化。

国家卫计委家庭司司长王海东介绍，
为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家庭的基本情况，
国家卫计委 2014 年组织开展“中国家庭
发展追踪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中
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这是我国首次
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家庭追踪调查。本
次调查共涉及 31 个省（区、市）、321 个县

（市、区）、1624 个村（居）的 32494 个家
庭，登记人口 184439人。

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家庭发展在诸多
方面都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
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多样化。
二人家庭、三人家庭成为家庭类型主体，
单人家庭、空巢家庭等家庭形态不断涌
现。二是城乡家庭收入差距明显。收入
最高 20％家庭的收入是最低 20％家庭的
19 倍。三是城乡养老照护和医养结合需
求较大。四是父亲在照料和教育儿童的
过程中角色陪伴、教育不足。父母双方共
同照料儿童日常生活的只占 7.5％，共同
教育的只占 11.7％。五是计划生育家庭
发展状况总体上好于非计划生育家庭。
六是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成为常态家庭

模式。流动家庭的比例接近 20％，农村
留守儿童占比超过三分之一，留守妇女占
比超过 6％，留守老人接近四分之一。七
是城乡社区服务设施和功能差异明显。

王海东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国家，同时也是家庭数量最多的国家。家
庭规模、结构、类型等特征随着外部环境
的变化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下一步，国
家卫计委将加强家庭发展政策体系建设，
探索综合运用税收、福利津贴、经济援助
等措施为家庭发展提供支持，同时将以社
区为基础，为家庭提供家庭保健、科学育
儿、养老照护等内容的家庭服务，构建促
进家庭发展的服务体系。

国家卫计委公布《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

我 国 家 庭 发 展 呈 现 七 大 变 化

阳光照在高原上的村庄，泥土散发清新气息，正是播
种插秧的好时节。记者 5 月初在贵州省大方县牛场乡采
访看到，各式各样的小农机在田间地头轰鸣，犁地、播种，
紧张而有序。

“农机翻耕速度比耕牛要快好几十倍，而且牛耕费用
一亩 250 元，机耕一亩 80 元”。九龙村村委会副主任李
洪凯告诉记者，自己村加上周边村子的近万亩高标准农
田，没几天时间就全部翻耕完毕。九龙村是牛场乡的农
业大村，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青年的增多，致使这个拥有
5000 余人的人口大村也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许多耕地
被闲置。2013 年 5 月，李洪凯与 4 位村民合资投入 20
万元，加上政府的惠农政策补助，买来了一批拖拉机、小
型微耕机，成立了牛场乡惠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目前，牛场乡惠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已经发展
到 23 人，合作社业务也由当初的耕地、播种发展到集耕、
播、收于一体，服务范围也拓展到了周边数个村庄。

贵州大方

农机合作效率高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李亚元

黑龙江省江滨农场大棚内，农民正在精心育秧，确保

苗齐苗壮。 本报记者 倪伟龄摄

第十八届北京国际科博会开幕
本报北京 5 月 13 日讯 记者杨学

聪报道：以“引领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
展”为主题的第十八届北京国际科技产
业博览会今天正式拉开帷幕。

在本届科博会上，来自经济合作
组织、国际金融协会等 4 个国际组织
和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个政府、科
技、工商代表团组，31 个省区市和国
内外 16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高校科
研机构、科技园区集聚科博会，展示最
新科技创新成果，交流研讨引领创新
的前瞻思想理念，推介产业合作的优
质项目。

爱心送到

帐篷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