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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巴中：

不忘烈士遗志 誓拔巴山穷根
本报记者 林紫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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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
败后，红四方面军由大别山转战大巴山
区，于1932年12月在四川通江县建立
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开始发展为以
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
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
4.2万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成为全
国第二大苏区，仅次于中央苏区。短短3
年内，红四方面军从入川时的1.5万人，
发展到长征时的8万人。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将中国苏
维埃红色版图扩大到遥远的中国西部，
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把
真理和共产党的主张传播到川陕边区，

动员了川陕边最广大劳苦大众投入土地
革命的洪流。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
红四方面军的壮大，策应了中央长征红
军进入川西。

（本报记者 王 晋整理）

川 陕 革 命 根 据 地

青山莽莽，云雾缭绕。秋雨中，记
者一行到达了昔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
中心——四川省巴中市。川陕苏区军
民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据
了解，当年巴中市总人口约 120 万人，
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人数达 12 万
人，牺牲 4 万余人，每 10 人中就有 1 人
参加红军，每 30 人就有 1 人牺牲。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漫山遍野的烈士墓群庄严肃穆。“这里是
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
军烈士陵园，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红军为
自己战友修建的陵园。”陵园解说员告诉
记者。

这座陵园由当时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设计墓碑并题写碑
名 。 1934 年 陵 园 修 建 之 初 ，安 葬 有
7800余名红军烈士。近年，陵园进行了
修缮，散葬于通江县 20 个乡镇 50 处烈
士墓地的 17225 名红军烈士被迁葬于
此 。 至 此 ，陵 园 内 共 安 眠 红 军 烈 士
25048名。

从陵园高处俯瞰，眼前仿佛重现红
军将士冲锋陷阵的景象，耳畔又响起战
马嘶鸣、枪声阵阵。金戈铁马的历史浓
缩在一块块无名碑之中，巍然屹立，守望
巴中。

苍莽的大巴山，给巴中人带来满目
青翠，也曾伴随着闭塞和贫穷。巴中多
山，丘陵、山地占辖区面积达 90%，生产

生活基础条件较差，属于典型的“一方水
土养不起一方人”。巴中有 31.83 万的
贫困人口，贫困人口数量居四川第四位，
贫困发生率居四川第三位，脱贫攻坚任
务十分艰巨。

“巴中是红军故乡，我们是红军传
人。”巴中市委书记冯键告诉记者，“先烈
遗志一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智勇坚
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
军精神一直是我们奋进的法宝”。

面对革命老区、秦巴山区、贫困地区
“三区叠加”的基本市情，“宁愿苦干、不愿
苦熬”成为巴中人新的时代印记。

南江县八庙镇普照寺村是巴中市的
建卡贫困村，在这里记者看到一排排具
有川东北特色的崭新楼房坐落在山水
间，一派田园意趣。

“以前，我们村基础设施薄弱、产业
发展滞后，老百姓住的都是多年前修建
的‘土墙+木头+黑瓦’式的土坯房，年久
失修，逢雨便漏。”当了15年村党支部书
记的王东告诉记者，“农民主要种植玉
米、红薯，忙一年就挣点口粮，经济收入
只能靠油菜，村里贫困发生率高”。

两年来，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
普照寺村提出了“春看花、夏戏水、秋摘
果、冬挖藕”乡村观光体验旅游的产业
发展思路。同时招引在外成功人士返
乡创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贫困
户增收，形成产业增收“四渠道”，贫困
户均拥有两三个稳定增收的骨干产业
项目。

53 岁的杜怀德是革命后代，也是一
位退伍军人。这些年，杜怀德在外务工，
妻子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儿子顺利考

上了研究生。眼看着日子越来越好，不
想一场大病，让这一家成了贫困户。

在杜怀德最困难的时候，村里引进
了沐生农业有限公司，流转经营了他家
的 6 亩地，并入规模化种植园，成片种
植清脆李和油牡丹。闲置的土地“变
现”了，杜怀德还能到种植园打工。现
在，他用打工收入和政府补贴盖起了
新房。

如今，普照寺村借着扶贫好政策，着
力发展规模化种植、订单农业和乡村观
光体验旅游产业，“我们是革命老区，更
要继承伟大的长征精神，致富路上，决不
让一个老区人掉队。”王东告诉记者。

村里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对村民居
住环境因地制宜，按照“小规模、组团
式、微田园、生态化”原则规划建设新

村，切实提升和改善了村民居住环境。
曾经的土坯砖瓦房到如今的粉墙朱瓦、
鳞次栉比，普照寺村的居住环境焕然
一新。

红军精神已经在巴中人心中生根发
芽。冯键向记者表示，精准扶贫是一场
艰难的“长征”，巴中拟通过“一本账”（每
个贫困户家庭都要建立一本开支账）、做
到“两不愁”（吃穿不愁）、给予“三保障”

（教育、医疗、住房）、达到“四个好”（住上
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
好风气）。

重走长征路，穿行在巴中的过去与
未来之间，感受着红色传承与绿色发展
的双重魅力。这块昔日贫困落后封闭的
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巨大
变化。

本报广州 10 月 14 日电 记者庞彩霞 冯其予报道：
第 120 届广交会的各项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于 10 月 15 日
正式拉开帷幕。

据介绍，第120届广交会展览规模保持稳定，仍然分三
期举办,展览总面积为 118 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60250 个，
境内外参展企业 24553 家。第一期是 10 月 15 日—19 日，
主要展出机电、五金、建材等产品。第二期是10月23日—
27 日，主要展出日用消费品和礼品。第三期是 10 月 31 日
—11 月 4 日，主要展出纺织服装、箱包、文体、食品、医疗用
品以及医药保健品等产品。

本届广交会重点从 4 个方面进一步提升专业化水平：
一是优化展区展品设置。二是做强出口品牌展区。三是培
育新展区。四是进口、出口展区融合发展。

第120届广交会开幕
境内外参展企业24553家

本报北京 10 月 14 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科技部今
天宣布，将在河北省和浙江宁波市启动建设首批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示范区将优化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
创业环境，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各具特色的试点示范任务，探
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模式。

“各地方是推动成果转化的重要主体，科技成果必须要
与地方企业和产业发展融合才能落地生根，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副司长张旭介绍，示范区将主要
在两个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一是推动落实国家科技成
果转化政策法规，优化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环境，推动
地方创新驱动发展；二是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各具特色的试
点示范任务，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模式，为国家政
策制定提供支撑。

河北省科技厅副厅长郭玉明介绍，河北·京南示范区将
全面推行PPP模式，以企业为主体与各类社会资本共同出
资组建混合所有制开发运营公司，负责区域内整体开发建
设与运营。同时，将加快转化路径创新，着力发展以大数据
为重点的电子信息、大健康新医疗、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节能环保、科技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同时将精品农
业打造成区域生态底板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将实行
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推行以
转化应用效益为标准的成果转化评价机制。

宁波市副市长陈仲朝介绍，宁波市将着重推进 8 项改
革试点，包括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及研发组织建设培育试
点，专业化众创空间及公共研发平台建设培育试点，企业创
新方法、创新标准及研发（转化）准备金制度试点，市场化技
术转移机构培育试点，自主创新产品应用推广机制改革试
点，民间资本境外研发创新投资 PPP 模式试点，创新型初
创企业互联网股权众筹融资、科技银行投贷联动、科技保险
等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科技人才双向流动与分类考核评
价改革试点等。

首批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开建
河北省和宁波市入选

据 新 华 社 电 （记 者 俞 俭 梁 建
强） 为期 3 天的第二届“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13 日在
华中科技大学拉开帷幕。

第二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以“拥抱‘互联网＋’时代 共筑创新
创业梦想”为主题，由教育部、中央网信
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人社部、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团中
央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本届大赛自今年 3 月正式启动，根
据项目发展阶段和投融资情况的不同，
参赛项目分为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
并根据行业领域细化为“互联网＋”现代
农业、“互联网＋”制造业、“互联网＋”信

息技术服务、“互联网＋”商务服务、“互
联网＋”公共服务和“互联网＋”公益创
业6大类、27个行业，便于投资人和大学
生项目精准对接。

在校级初赛、省级复赛的基础上，全
国共有 600 个项目入围全国总决赛。通
过网上评审和会议评审，共产生120个项
目进入全国总决赛现场比赛，争夺金奖。

本届大赛参赛高校 2110 所，直接参
与学生54.58万余人。

第二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开赛

山东栖霞市位于胶东半岛腹地，是国家生态示范
区。全市苹果种植面积达到了 100 万亩，其中盛果期果
园就有 71 万亩，年产优质苹果 20 亿公斤，农民收入的
85%来自果业，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和国家有关部门授
予“中国苹果之都”称号。

近年来，栖霞市委、市政府依托苹果产业特色，着力
打造“中国苹果之都”品牌。自2002年开始，已经连续举
办了十四届苹果艺术节，以果为媒、以节搭台、经济唱
戏，有力提升了栖霞苹果的品牌形象和城市知名度。近
几年，栖霞苹果卖得快、售价高，每年为果农增收都在亿
元以上，农民人均收入翻了三番，栖霞苹果的品牌价值
达到100亿元。

苹果品质向高端提升
俗话说，好种出好苗，好芽抽好条。为推动栖霞苹果

向高端转型升级，增强国内外市场竞争力，栖霞不断强
化品种选育，全市苹果新优品种覆盖率占35%；同时，扶
持发展 3 处大型苹果优质苗木繁育基地，自主研发的组
织培养苹果苗木完全脱毒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年出圃优质苗木500万株以上。加快老劣果园更新与示

范园建设，鼓励农民将土地流转出来向果业生产大户集
中，先后流转农民土地 4 万亩，农民入股土地 8000 余
亩。累计建设百亩以上标准化新植园 30 处，1000 亩以
上的示范园 5 处，示范带动老劣果园改造 15 万亩。实施
物联化监控方式，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去
向可查询、责任可追究、质量可追溯。引导广大果农使用
优质果袋、测土配方施肥、安装频振式杀虫灯和粘虫板
等新优技术，目前，全市标准化生产技术普及率达到
85%以上。

苹果市场向高端拓展
按照“做大产业、做强品牌、叫响国际”思路，栖霞苹

果全力打好营销组合拳。目前，栖霞苹果约占据国内高
端市场60%以上的份额，其中占北京市场份额达到80%

以上；年出口苹果8万吨、1亿美元左右，出口到40多个
国家和地区；实现农超对接大型连锁超市累计 100 多
家，年销售栖霞苹果 35 万吨。2013 年以来，大力发展农
村电子商务，举办“淘宝栖霞苹果网货节”、“网上苹果
节”，启动“栖霞苹果商城”、“千县万村”村淘工程等，累
计发展果品网络店铺800多家，年网上销量占果品总量

的 10%。栖霞率先在全国成立了果品拍卖中心，依托烟
台苹果的品牌优势，努力打造全国最大的果品拍卖中心
和进出口水果集散地，实现中国果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
的自由流动，实现价格主导话语权，预计“十三五”末年
水果拍卖量可突破 500 万吨。与此同时，加快绿色有机
食品认证，全市共有 18 家企业的 18 个产品获得绿色食
品认证，基地面积 7 万多亩；8 家企业的 8 个产品获得省
以上名牌或著名商标称号，30 多家企业通过欧洲 GAP
认证。

苹果产业向高端转型
栖霞着力加强苹果全产业链建设，积极拓展苹果生

产、储存、加工产业链，推进苹果产业进入高端时代。目
前全市 820 家冷链企业，年储藏能力达到 150 万吨，30
多家深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达 40 万吨。为切实解决苹
果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和制约瓶颈，栖霞市政府与青
岛农业大学联合成立“青岛农业大学现代农业研发中心
暨栖霞苹果产业发展研究院”，为栖霞苹果产业发展提
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是目前全国仅有的苹
果产业专业研究院。2015 年 12 月，“栖霞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建设。届时，苹果产业研究

院、科技企业孵化器、苹果大数据建设、农产品检验检测
中心等园区中心平台将陆续建设，一些国内知名的科研
院所将进驻园区建立研发机构，建立博士工作站，吸引
高层次的人才来园区工作，加强对园区建设的技术支
持，将带动栖霞农业科技的迅速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全
面升级。

又是一年苹果红。朋友，到栖霞来吧，第十五届栖霞
苹果艺术节等着你！

国内高端市场占六成 年出口国内高端市场占六成 年出口88万吨 品牌价值万吨 品牌价值100100亿元亿元

·广告

果都水城果都水城

金珠落玉盘金珠落玉盘

游客采摘苹果游客采摘苹果

又是一个丰收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5∶00 印完时间：6∶15 本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