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赵金科 记者 李杰）“感谢
临漳中心卫生院！要不是4年前医院耐心
劝我做检查，免费诊断出食管上的病变，我
咋能活到现在啊？”日前，河北省临漳县邺
城镇回漳村62岁的村民邢学庆说。

邢学庆回忆，2015年底，临漳中心卫
生院的医生在回漳村做上消化道癌“早
诊早治”宣传，当时被纳入筛查对象的邢
学庆感觉自己身体没有异常，本不想花
时间去做检查。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说
下，邢学庆才同意配合检查，并及时诊断
出食管癌前病变，于 2016 年 1 月成功进
行了微创手术，术后 10多天就能干农活
了，康复良好。

“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医改项目、惠
民工程，免费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早诊
早治，防微杜渐，发现一例早癌、挽救一
条生命、造福一个家庭、惠及众多亲朋。”
临漳县卫健局局长郭云
军说，该县紧邻食管癌高
发区，癌症成为群众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
因。过去，农村群众多是
有病症才检查，等查出来
了多是晚期。为降低广
大农民癌症发病率和死
亡率，切实减轻身体损害

和经济负担，该县大力开展癌症防治，
2014年被国家卫计委指定为上消化道癌

“早诊早治”项目点之一。
临漳中心卫生院（临漳县肿瘤医院）

作为项目承担单位，应用内镜下碘染色、
多点活检筛查技术，对全县 40-70 岁的
广大农民群众进行食管癌、贲门癌、胃癌
的免费筛查，并对发现的癌前病变患者
及癌症患者开展相应的治疗及随访管理
工作，对随访患者实行免费的无痛胃镜
检查。

“5年多来累计筛查6000余例，查出
早期癌 198余例。”临漳中心卫生院院长
冯振海介绍。据了解，目前在就诊患者
中，有5%为中晚期癌，癌症到了中晚期，
治疗效果差、花费高、生存率低，5年生存
率仅25%左右。但如能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5年生存率可提高至95%以上。

河北临漳：

癌症“早诊早治”惠及6000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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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点及规模布局

时间：2019年7月26-31日；
地点：日照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展馆面积1万平方米。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日照市人民政府、中国农
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共日照市委农业农
村委员会办公室、日 照 市 农 业 农 村
局、日照市文化和旅游局、日照市人
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日照市贸易促进
委员会、日照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运营执行单位：日照新时代国际会
展有限公司。

主要活动

（一）中国文联“送欢乐下基层”走进
日照活动；

（二）“匠心茶人”制茶大赛；
（三）“海岸绿茶”国际发展论坛；
（四）科技创新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研讨会；
（五）茶园质量提升与土壤改良技术

培训班；
（六）茶文化全国优秀书法作品展；
（七）中日茶道文化展演；
（八）第二届孔子茶文化节。

日照绿茶优质种植基地日照绿茶优质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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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平流雾 孟凡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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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博会简介

山东省日照市是我国纬度最高、面
积最大的优质绿茶生产基地，与韩国宝
城、日本静冈并称为“世界三大海岸绿
茶城市”。全市茶园总面积达到27.8
万亩，年产干毛茶1.6万吨，总产值30
亿元。2016年日照绿茶荣获“山东省
首批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2017
年荣获“中国优秀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入选2017年度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
录；在历届全国名优茶评比中获“中茶
杯”金奖2个、银奖7个、特等奖23个、
一等奖130个；日照圣谷山茶场荣获百
年（米兰）世博中国名茶“金骆驼奖”和
美、日、欧3个国际有机认证，日照浏园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同时获得加拿大、美
国、欧盟、日本4国（地区）有机认证和
山东首张茶叶出口备案许可证。据中
国品牌建设促进会 2019 品牌价值评
价，“日照绿茶”跻身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区域品牌百强第51位。

本届茶博会展馆面积1万平方米，
划分为八大展区：日照绿茶品牌展区、
国际展区、港澳台展区、茶叶标准展
区、茶具及茶配套展区、紫砂展区、茶
道茶艺表演区和茶文化全国优秀书法
展区，产品囊括绿茶、红茶、黄茶、白
茶、乌龙茶和黑茶六大茶类，紫砂、陶瓷
茶具，茶深加工产品，茶包装等茶业全
产业链产品。 文/图除署名外由丁德恩提供

□□ 张富 本报记者 芦晓春

入夏后，北京平谷大桃陆续成熟上
市，果园内外弥漫着阵阵果香。

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北独乐河村大桃种
植专业户王庆林夫妇的桃园面积有百余
亩，果树品种30余种。王庆林一边忙碌，一
边接听客户电话：“大桃质量您放心，跟往
年一样，还是老规矩，不好吃不要钱。”

“有病虫害的不装箱、有硬伤的不装
箱、色泽品相不好的不装箱。”王庆林说，
这是他的底线，为此损失多少钱、得罪多
少合作社社员也在所不惜。

生于 1966 年的王庆林是一名共产党
员，也是北京桃花苑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2018年，他入选“北京榜样”周榜

人物，获评2018年“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
和北京市“农业好把式”。

2010年，王庆林拜村里精通果树种植
技术的张占利为师，从剪枝、耕地到浇水、
施肥，张占利怎么说，王庆林就怎么做。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王庆林一
边拜师学艺，一边尝试区、镇果品部门提
出的果园覆草、施用有机肥等建议。同
时，他到全国各地的大桃种植区参观学
习，并引进水蜜桃、“中油 13”“明月油蟠”
等新品种。

有付出就有收获。2015 年 8 月，平谷
区举办“甜桃王”擂台赛，广大果农积极参
加。经过专业人员精心检测对比，王庆林
一举拿下油桃和水蜜桃两个品种的一等
奖。连续参加四届擂台赛，他荣获一、二、

三等奖16个，成为名副其实的“甜桃王”。
王庆林在擂台赛上一战成名，不少客

户上门购桃，还有客户打电话订购……订
单纷至沓来，王庆林的桃不光不愁卖，甚
至“一桃难求”。这都源于他定下的“三不
摘”规矩：不到树熟不摘桃、甜度不够不摘
桃、下雨过后不摘桃。

2016年夏天，朝阳区的一家超市初次
与王庆林合作，超市经理特意派人到果园
选桃装箱。结果发现，派去的人选桃把关
还没王庆林严格。经理见他如此实在，后
来干脆把人撤了回去。第二年，超市经理
认真做了统计，王庆林的大桃在超市连续
售卖 28 天，每天销售 300 余公斤，最后只
发现3个残桃。

2017 年，王庆林注册了商标“王庆林

大桃”。王庆林把桃树管理得井井有条，
左邻右舍看出他是个正经把式，就有意与
他搭帮一起干。王庆林顺势成立了产销
专业合作社，最初算上他共9户入社，现在
社员已经发展到百余户。

王庆林重视诚信，要求社员诚信种
桃、诚信卖桃，并把“讲诚信”作为第一要
求写进了合作社章程。

当了理事长的王庆林开始操心每一
户的“地里事”，谁家剪枝不规范、施肥不
到位、打药错过了时机，他都要过问。谁
家有困难，王庆林就以合作社的名义发补
贴，减轻社员购买农资的开销，这些补贴
都是他自掏腰包。有了他的示范带动，社
员不用违禁农药、不施劣质肥，严格按照
要求实实在在种桃。

王庆林：自立规矩“三不摘”
本报讯（记者 刘强）日前，2019 年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发布会在北京
召开。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浙
江省青田县、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浙
江省遂昌县、黑龙江省铁力市等 51个地
区荣获 2019 年“中国天然氧吧”创建地
区称号。从 2016 年启动“中国天然氧
吧”创建活动起，全国已有 115个地区先
后获此称号。

据了解，创建“中国天然氧吧”是气
象部门助力旅游、康养等绿色产业发展
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气候资源开发利
用，使气象工作深度融入生态旅游和乡
村旅游，挖掘旅游资源，增加农产品附加

值，为旅游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挖掘更
多的气象“红利”。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由中国气
象局指导，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发起，每年
度由地区自愿申报，经过规范程序，对地
区的气候、空气质量、大气负离子水平等
生态环境质量、生态及旅游发展规划、旅
游配套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

创建活动对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绿
色经济的转型发展以及生态旅游、康养
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创建
活动也被列入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成为
气象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

我国已有115个“天然氧吧”

（上接第一版）建立产销市场体系和营销推
介机制，加强产销对接，全面构建省、市、县
三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商标品牌
协同发展、互为支撑的“甘味”知名农产品品
牌体系。

“省里打造‘甘味’农产品品牌，对我们
这些农业企业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发展机
遇。”甘肃省民勤正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王燕荣说，民勤农产品的品质好，加
工出来的产品口味好、营养丰富，以前因为
企业规模小，走的是传统营销模式，所以产
品销路一直打不开，“以后有了‘甘味’品牌
体系及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的市场体系，我们
的发展肯定能越来越好。”

完善产销对接 畅通“最后一公里”

众所周知，农产品产后通向市场的“最
后一公里”是农产品“变现”的关键一步，也
是农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不得不解决好的
难题之一。长期以来，和许多西部贫困地区
一样，这个瓶颈性难题也同样制约着甘肃的
产业扶贫。

为了破解这个产业扶贫的瓶颈难题，去
年 7 月，甘肃从全省遴选出 225 家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了甘肃省
农业扶贫产业产销协会，并根据全省特色产
业发展情况，组建了 6 个产业产销协会，以
确保终端消费大市场能够与甘肃特色农产
品实现有效对接。协会会长、甘肃省农牧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玉清说，协会成立
一年来，以整合优质农产品资源、探索农产
品销售新模式为方向，形成了协会搭台，政
府、企业、学校、市场等多方对接，农产品信
息共享、仓单质押融资、仓储冷链物流三大
平台互动，带动贫困地区农户从事订单种植
的工作新机制，积极推动“甘味”特色农产品
走向京津沪、粤港澳、成渝地区、东西部扶贫
协作区等大市场。与此同时，协会积极强化
农超对接，依托中欧货运班列和国际陆海贸
易新通道，推动“甘味”农产品走出国门，进
一步增强“甘味”农产品的“国际范儿”。

“作为甘肃特色农产品‘走出去’的高层
次平台，这是一个大跨度的省级农业产业协
作产销对接平台。”刘玉清说，截至目前，协
会牵头征集省内 500 余家农业企业和合作
社的近 4000 种产品，形成了甘肃优鲜农产
品名录库，签订的农产品销售订单超过 10
亿元。未来，协会还将在农业产业大数据平

台建设、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
作、优鲜农产品直营店、农产品仓储及流转
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安全全程追溯等
方面深度发力。

“抱团”搭平台 力促消费扶贫

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一头连着市场，一
头连着脱贫攻坚主战场，事关决胜全面小康
的大局。然而，曾经的甘肃特色农产品虽然
种类多、品质优，但由于自然、地理等诸多因
素的制约，加上缺乏品牌、缺少稳定的市场
销售体系和渠道等原因，一度处于“藏在深
闺人未识”的尴尬境地。去年以来，甘肃将
产销对接作为加强产业扶贫、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的关键环节，加快特色农产品“走出去”
步伐，让“甘味”农产品“抱团”迈向了广阔的
大市场。

“甘味”特色农产品也借此吸引带动了
越来越多来自甘肃省内外的力量投身支援
陇原贫困地区的消费扶贫行动。

去年 7 月 26 日，由农业农村部、甘肃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产品出村·助力脱贫”
2018 西北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暨
甘肃特色农产品贸易洽谈会在兰州举行，活

动吸引了甘肃、陕西、宁夏、青海 4省（区）的
127个县（市）的455家企业携3000多种特色
产品参展，来自全国各地的 467家采购商到
现场洽谈对接，现场签约金额超过 125 亿
元。同样引人关注的是，活动当天，70 辆满
载“甘味”特色农产品的货车从甘肃省农产
品交易中心出发，驶向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
各大终端市场……

今年6月22日，“情系家乡发展·助力脱
贫攻坚”甘肃农产品北京展销推介会在京举
行，来自甘肃的 180 余家企业、2000 余种农
产品参展，北京新发地市场、甘肃好食材公
司等24家企业现场签约。

政府搭平台，农产品“抱团“闯市场。借
助一场场农产品展销会，甘肃特色农产品不
仅畅通了走向大市场的渠道，更大大提升了

“甘味”农产品的知名度，进一步拓宽了农产
品的销路。

“政府部门引导企业‘抱团’参加展销
会，既有利于农产品集中推介，打造区域公
用品牌，又有利于企业生产的高品质农产品
品牌推广，还可以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可谓
一举多得。”兰州市鸿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郑洪臣说。

让“甘味”香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