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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春，长途跋涉而来的红军敲响
了寂静小城的大门，籍籍无名的寻甸由此
被推上历史舞台。

1935年至 1936年间，红军两次经过寻
甸，中央军委在寻甸鲁口哨作出速渡金沙
江的决定，数万红军将士用双脚踏出一条
血路突破重围，蹚过金沙江、强渡大渡
河，最终成功转战陕北。

时光荏苒，如今这片红色土地开始寻求
自身的发展。寻甸四季温润，物产丰富，如
何用好这多姿多彩的资源优势？“生态是底
线，在保护好生态的同时谋求发展是我们今
后的大方向。”寻甸县委副书记杨蜀军告诉
记者，几经考量，寻甸最终选择在传统农业
方面做文章，并赋予它新的定义——高原特
色农业。

为此，寻甸县制定出台加快高原特色
农业发展相关政策，重点打造全国优质花
卉基地，全省绿色无公害生态山地养殖业
基地和蔬菜基地，着力构建高原特色农业
经济带。“农业崛起”的大幕已经在寻甸

拉开。
寻甸县功山镇稻田养殖户蔡正林已经尝

到了甜头。今年初，在当地政府建议下，种
了大半辈子地的蔡正林开始尝试稻田养鱼。
和传统人工养鱼不同，稻田里生长的鱼主要
以稻花、蚊虫幼虫和麦糊为食，肉质鲜甜且
生态环保，被寻甸人称为“谷花鱼”。

“‘谷花鱼’销路好，一亩地至少能
增收 1500 元。”蔡正林告诉记者，自己并
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两年村里以
稻田养鱼发家致富的不少。为帮助农民提
高养鱼的效益，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寻甸
县政府注册了“泉水稻花鱼”商标，让全
县稻田养鱼走上专业化、品牌化经营之路。

“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
在寻甸县柯渡镇新村蔬菜花卉产业基地，
400 亩红的、粉的、黄的非洲菊正次第开
花。因为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生长时间
长，新村种植的非洲菊一年种苗，三年可
熟，天天长、天天采，瞄准季节空当，在市
场上格外畅销。

“看准市场、找准优势，就一定要集中
力量打造和发展。”柯渡镇党委书记沐兴贵
告诉记者，新村投入 300 万元建设蔬菜花
卉基地 3 个，占地 2000 余亩，年产值达千

万元。产业化经营对地区经济带动作用明
显，依托 3 个基地，新村不少人解决了就
业问题，原有的 30 个贫困户，今年有望实
现全部脱贫。

思路对了，路就好走。寻甸逐渐找准
自身优势，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现
产业化整体开发，集中连片、规模发展的
农产品基地不断涌现。目前，寻甸全县共
有蔬菜标准化种植基地 1 万亩，马铃薯种
植 面 积 17.4 万 亩 ， 水 产 养 殖 面 积 25000
亩，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达 3万亩。

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发展高原
特色农业，最终还要和市场接轨。这既需
要产品有特色有质量有竞争力，也需要农
业从业人员拥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组织化
程度，还需要龙头企业的开拓和带动作
用。近些年，寻甸逐渐学会把分散的农民
组织起来，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截至 2015 年，寻甸共建各类农民专业
合作社 420 个，拥有 19 家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1.2 亿
元，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近 7000元。

立足高原特色，探路现代农业，寻甸
人孜孜以求，多业态开发，正一步步为现
代农业发展注入蓬勃的生命力。

云南寻甸：高原兴起特色农业
本报记者 李华林 周 斌

1936年4月6日，红二、六军团
到达寻甸县城，次日继续西行，准备
抢渡金沙江北上。蒋介石命令滇军集
结，试图把红军“消灭在功山以南、
普渡河以东”。为打破滇军阻击的阴
谋，红二军团六师十七、十八团和五
师十四团返回六甲，利用六甲岩高谷
深、山道崎岖的有利地形，阻击滇
军。4月9日，战斗打响，六甲一带的
老百姓在战火中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
送水送饭抬伤员。战斗从早晨持续到
晚上，最终歼灭滇军400人，红军伤
亡200余人。

六甲一战，重创滇军，有力地掩
护了红军主力部队。自此一役后，红
二、红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与红
四方面军成功会师，促成并实现了红
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陕北。

“六甲之战”

红军长征跨越大半个中国，先后翻越
几十座高山（有些是终年积雪的雪山），渡
过几十条河流。

红一方面军翻越20多座大山，主要有大
余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岷山、
六盘山和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

古山等雪山；渡过22条河流，主要有湘江、乌
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腊子河、渭河等。

红二方面军翻越的高山主要有乌蒙山、
六盘山和玉龙雪山、雅哈雪山、大雪山、小雪
山、茨布腊山、扎拉牙卡山、藏巴拉雪山等雪
山；渡过的河流主要有澧水、沅水、资水、巫

水、清水江、鸭池河、普渡河、金沙江、渭河等。
红四方面军翻越的高山主要有伏泉山、

千佛山、巴罗山、皇宫山、大坪山和虹桥山、鹧
鸪山、党岭山、剪子湾山、卡子山（喜委拉卡
山）等雪山，其中有的雪山是两次翻越；渡过
的河流主要有嘉陵江、涪江、岷江、大金川、青
衣江等。

红二十五军翻越的高山主要有桐柏山、
伏牛山、秦岭等；渡过的河流主要有渭河、泾
河、汭河、葫芦河等。

长征经过的高山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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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旌 高

伟 东 王 志 远 关 晋 勇 报
道：9月 28日晚，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在纽约驻地举行
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
使及章启月总领事、常驻联合
国副代表吴海涛大使与各界
人士欢聚一堂，共庆共和国华
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夫
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白
俄罗斯副外长雷巴科夫，以
及多名联合国高级官员，美
国、俄罗斯、英国等 100 多个
国家驻联合国使节及各界代
表共 400余人出席。

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各项
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
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
去年联合国系列峰会上提出
务实举措和取得的进展。

9 月 29 日晚，中国驻纽
约总领馆举行国庆招待会，热
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7 周年。纽约州、纽约市政
府代表及美东地区各界代表
近 800 人参加。广大侨胞对
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自豪；为
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感到骄傲；
对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他们愿为中美民间友
好继续作出贡献。

9 月 30 日晚，中国驻德
国大使馆举办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67 周年外宾
专场招待会。德国外交部
国务秘书艾德和、总理府国
务秘书弗里彻、经合部国务秘书福赫特等来自德国
联邦政府、联邦议会、驻德使团和德国企业等各界
代表 600 多人参加了招待会。中国驻德国大使史
明德在致辞中表示，今年中德关系继续在高水平运
行。今年和明年两国间还将有一系列高访。频繁
的高访是中德政治互信和全面合作的体现。双方
将继续推进“中国制造 2025”和“德国工业 4.0”战
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也为中德开展第三方合
作开辟了广阔空间。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艾德和说，中德两国不仅
在双边领域高层互动频繁、关系不断深化，在国际问
题上的合作也日益紧密，例如改善经济交流、促进中
德旅游业发展、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等等。艾德和
认为，持续交流十分重要，尤其是年轻人之间交流。

“中德、中欧之间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可以共同
解决的。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就是共
同解决气候变化、反恐等全球性问题”。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熊波于 9 月 29 日在金边洲
际酒店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7 周
年。熊波大使说，中柬友谊经受了时间和国际风云
变幻的考验，历久弥坚。双方已成为和睦相处的好
邻居、情同手足的好兄弟、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休戚
与共的好伙伴。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柬维护主
权独立，支持柬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
加快发展、改善民生。

柬埔寨副首相贺南洪代表柬埔寨政府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67 周年表示祝贺。贺南洪表示，柬埔
寨对中国在柬发展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
谢，相信两国政府和人民的传统友谊会不断得到巩
固和发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七周年
我多个驻外使领馆举行国庆招待会

本报北京 10月 1日讯 记者齐慧从中国铁路总
公司获悉：今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
送旅客 1400 万人次。国庆假日期间，铁路客流将
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 1.1 亿人次，日均发
送1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1.3%。

9 月 30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140.7 万人次，
同比增加 159.0 万人次，增长 16.2%，全国铁路运
输平稳有序。为满足假期旅客集中出行需求，铁路
部门进一步发挥高铁成网优势，对高铁线路实行高
峰运行图、动车组重联或大编组运行等方式，尽最
大努力增加铁路运输能力。9月 30日，全国铁路增
开旅客列车 476 列；10 月 1 日，预计增开旅客列车
500列。

为方便广大旅客出行，铁路部门通过增设售
票、改签及退票窗口，合理安排旅客购票、候车、
乘降、进出站流线，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
个性化、“订制式”服务，方便旅客购票乘车。各
大主要客运车站纷纷开设微信服务号和手机 APP
等新媒体业务，旅客可随时查询列车运行信息、候
车地点、站内设施和重点旅客预约等情况。

铁路迎来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

国庆首日，与国庆相关的红色主题游受到广大
游客欢迎。记者从各大旅游企业了解到，从 10 月
1 日开始，各地红色主题景点游客接待量出现不同
程度的上升，红色旅游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旅游已成为人们抒发爱国情怀的一种方式。在
北京工作的王霞说，在孩子放假前，她就通过携程
网预订好一家五口飞往遵义的机票，准备全家寻着
红色足迹缅怀革命先辈。

驴妈妈 CEO 王小松表示，国庆节是最能激发
爱国热情的节日。旅游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祖国、热
爱祖国，为祖国感到骄傲、自豪。

从各地区周边游热度来看，北京、上海、杭
州、重庆、延安、遵义等城市，在国庆节当天都迎来
了大量游客。其中，北京纳入全市监测的180个主要
A级景区接待游客108万人次，同比增长9.5%。

祝 福 祖 国 明 天 更 美 好

国庆假期爱国游受欢迎
本报记者 郑 彬

10月 1日上午，第十八届北京国际旅游节拉开帷幕，备
受瞩目的大型盛装行进表演在开幕仪式后如约而来。中国
功夫、西亚歌舞、欧风情韵⋯⋯以“新·丝路风情”为主题，来
自亚、欧、非等“一带一路”沿线 19个国家的 26支表演团体、
近千名演员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进行了精彩实景表演。

在开幕式临时搭建的观众席上，记者见到了市民董先
生一家三口。3 岁的小男孩正举着志愿者发放的彩旗不停
挥舞。董先生告诉记者，“我们主要是想带着孩子来看看什
么叫盛装行进，看看表演，开开眼界”。

据了解，整个盛装行进表演分为“古道悠情”“豪情纵
影”“瀚海吟歌”“欧风情韵”“情动世界”五大篇章，每个篇章
均由海内外最经典的民族风情节目组成。

看着表演，身为“80后”的董先生跟记者分享起他儿时的
国庆记忆。“每年国庆都要到天安门广场留影，到中山公园游
园。如今，每个假期带孩子旅行一次，已经被写入家庭计划。
儿子幼儿园伙伴中有不少都跟家人出远门旅游了，我们不如
人家走得远，但也要到郊区转一转，看完表演就出发！”

目前，北京国际旅游节已成为北京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性旅游节庆活动，丰富了北京市民和外地游客国庆黄金周
旅游文化生活。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盛装行进表演，曾经
走过前门大街，如今走进花团锦簇的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
场，还将现身石景山游乐园，成为更多人的国庆记忆。

据了解，本届旅游节为期 5 天，还将在石景山游乐园、
平谷金海湖和密云房车小镇设立分会场，部分优秀国外表
演团队将为远郊区的百姓献上独具异域特色、精彩纷呈的
演出，让北京国际旅游节成为山区百姓看世界的窗口。

北京：

添 彩 国 庆 记 忆
本报记者 杨学聪

10 月 1 日一大早，家住甘肃兰州市安宁区的刘喜会老
人就带着一家老小，前往兰州植物园赏菊。

“兰州植物园从 1999 年开始办国庆菊花展，我每年都
来看。知道今天肯定人多，所以吃完早饭就来了。”74 岁的
刘喜会是一家企业退休工人，平时喜欢养花弄草，“植物园
的第一届菊展正赶上共和国 50 周年大庆，不到 20 年时间，
这个园子里菊展没变，但是咱们国家可有了大变化”。

记者来到兰州植物园时，满园秋色里已是游人如
织。刘喜会老人告诉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企业效益不
好，他和老伴儿每个月只能从厂里拿点生活费。“这些
年国企改革力度大，我们的老厂子改制后也越来越红
火。”但在刘喜会眼里，这些年变化最大的还是人的观
念，“我儿子当初大学毕业，去的是民企工作，我们老
两口还不同意，如今都是高管了；现在孙子毕业后，跟
几个同学当‘创客’。国家越来越强，老百姓生活的路
子才越来越宽广”。

说起国庆长假，刘喜会老人深有感触。“国庆黄金周刚
推行时，大家对这个节日的概念就是放长假。如今，随着国
家越来越强大，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每个人说起国
庆都有一种自豪感”。

10 月 1 日早 8 点，山东高唐县赵寨子镇北街村前的
文化广场上热闹非凡，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30 多
人一起高唱国歌，神情十分激动。这是北街村连续 7 年
用升国旗的方式欢度国庆节。

这其中，贫困户张在林一家三口格外引人注目。张在林
和妻子都是二级残疾，女儿6岁，属特困家庭。镇里为他们一
家申请了所有能申请的国家政策，一年下来仅帮扶资金就达
上万元。一家人衣食无忧，通过危房改造政策，还盖起三间
房。“多亏了党的关怀和扶贫好政策，现在俺又有了生活的信
心，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报效国家的有用之人！”张在林说。

“俺村是名副其实的‘报国村’，自 1947 年至 2014
年，全村共有 82 人入伍当兵，其中包括七对父子兵，一对
祖孙兵，还有一家五口人当兵的光荣典范。”赵寨子镇张
庙北街村村支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宪贵自豪地说。

张宪贵说，在党的惠民政策和扶贫政策扶持下，北街
村里成立绿色家园蔬菜种植合作社和畯农粮食种植专业
合作社，吸纳村民 200 多户，共同增产增收。今年，北街
村新安装了 42 盏路灯，新扩建了文化广场，增添了健身
器材，村民物质文化生活同步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全村人都有着浓厚的爱国情怀，在国庆节当天举行升国
旗仪式，不仅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同时也增进了邻里感
情。”张宪贵说。

山东高唐：

“报国村”里抒豪情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赵永斌

兰州：

金 秋 菊 展 话 巨 变
本报记者 陈发明

10 月 1 日，北京南开往天津的 C2031 次高铁列车上，乘务员同旅客共唱 《歌唱祖国》。当天是新中国 67 周年华

诞，也是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列车开通运营的第八年。北京铁路局天津客运段在 C2031 次高铁列车

上，开展祝福祖国“京津同欢为共和国庆生”旅客互动活动，与旅客共同表达祝福祖国的心声。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 大 王 楼 紫 薇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现 有 牡 丹 花 、 石
榴 、 金 森 女 贞 球 、 高 干 红 石 楠 。 园 内 还 开 设 有 摄
影、荡秋千、垂钓等项目，欢迎‘十一’期间周边
县的市民前来采购观光旅游。”10 月 1 日，人称“紫
薇哥”的河南沈丘县槐店镇大王楼的王晓康，在朋
友圈里“叫卖”起来。

上午 10 时许，紫薇种植百亩花卉园里，还真来了
第一批游客，他们来自邻近的安徽省临泉县。虽然仅有
3 位游客，可王晓康和百亩花卉园里的几个村民还是热
情接待。

2013年，王晓康注册成立沈丘县紫薇种植专业合作
社，把村里的土地流转到自己手里，主要种植“三红”
紫薇。“凡土地流转给紫薇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贫困户，可以
在合作社务工、分红，与乡亲们‘抱团’走‘合作社+紫薇种
植+贫困户’一村一品的脱贫致富之路。目前已有21户贫
困户加入了紫薇种植专业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既
可照顾家庭，每人每天又有80元到100元的收入，同时享
受入股分红，可谓‘一石三鸟’。”王晓康说。

“今年前 9 个月，紫薇种植专业合作社已支付入户
农户工 （资） 钱 43 万元，户均 2 万多元，预计年底户
均收入可达 3 万元至 5 万元，21 个贫困户年底有望全部
摘掉‘穷帽子’。”王晓康颇为自豪。

河南沈丘：

紫 薇 花 开 迎 客 来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向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