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柳州市定山村菊花
种植每亩收入达2万元

本报讯 近日，广西柳州市柳江区土博
镇定山村种植的 150 余亩菊花采摘接近尾
声。“合作社请我们在这里管护菊花，务工
费 100 元一天，脱贫致富已经不是问题了。”
家住定山村毛从屯的 2019 年预脱贫户黎蓝
秀说。

“菊花种植基地有金丝皇菊、婺源菊、乒
乓球菊和红菊等品种，采摘期近 40 天，3-5
天采摘一次为一批。”菊芳园菊花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介绍，采摘下来的菊花经过挑
选、摆放、烘干等多道工序，制成干花再进入
市场，今年气候适宜菊花生长，预计亩产 100
斤干花，按市场价每斤 200 元来计算，亩产
值将达到 2万元。

“菊花种植投入小、见效快，是脱贫致富
的好产业。”定山村第一书记韦桥东介绍，定
山村将结合当地自然资源大力发展这一特
色产业，扩大种植面积，抓产量和质量，加大
产业奖补力度，鼓励动员更多村民，特别是
贫困户参与种植。

据了解，2019 年定山村采取“公司+村
委+合作社+农户”的菊花种植加工集体经
济项目，以菊花为产业依托，努力打造“花为
媒”乡村振兴菊花种植示范基地。预计今年
定山村菊花产量可达 5000 公斤，销售额约
200 万元，村集体经济占股收益约 15 万元。
菊花产业带动当地农村就业 1000人次，其中
贫困户 50户 1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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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肯尼亚，古老的蒙巴萨港历经
千年沧桑。

对于外来者，蒙巴萨人的记忆中有
恨，源于曾长期被殖民；也有甜，郑和船队
带来了瓷器、丝绸和种子，还有来自中国
的农耕技术。

600多年后，一条乳白色的东方大船
在晨雾中缓缓驶入蒙巴萨港。当地人奔
走相告：当年的郑和船队，回来了！

不光是蒙巴萨港，在吉布提港、达累斯
萨拉姆港、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吉大港……
在这些殖民地时代曾被坚船利炮攻陷的港
口，这条喷涂着红色“十”字标识的白色大
船，都受到了超规格的礼遇和欢迎。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一艘
专门为海上医疗救护而量身定做的专业
大型医院船。没有导弹，没有舰炮，没有
鱼雷，和平方舟满载着技术精湛的中国军
医，肩负着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为和平、友谊与健康而来。

入列11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9次走
出国门，累计航行24万余海里，到访43个
国家和地区，为 23万多人次提供医疗服
务，实施手术1400余例，成为名副其实的
生命之舟、和平之舟、友谊之舟、文化之舟。

生命

“医生，医生，快来救救这个孩子！”听
到呼救，医院船护士长蔡伟萍迅即赶来。

孩子名叫马利萨，刚 2岁，已经因高
烧而昏厥抽搐，出现严重脱水症状，化验
时连血都抽不出来。

蔡伟萍寸步不离地照顾马利萨，不时
拿自己的军用水壶给小家伙喂水，每隔一
段时间，就用酒精棉球给打着吊瓶的马利
萨擦拭额头、腋下，为小家伙降温。

“家没有了还能重建，唯一的儿子若是
没了，今后怎么办？”孩子的母亲罗文娜手
足无措，她的丈夫已经在强台风中遇难。

2013年 11月，菲律宾遭受“海燕”强
台风袭击，人员伤亡惨重。刚刚结束任务
的和平方舟，此时正在进行检修保养。灾
情发生，医院船紧急驰援菲律宾。

为争取更多时间营救生命，和平方舟
直接穿过大风浪区，提前1天抵达灾区。

由于伤病员太多，任务指挥员沈浩也
加入了转运病号的行列，把一位菲律宾老
人背上船。

不幸的马利萨，幸运地被和平方舟搜
救人员发现，并送到陆上前置医院，挽回
了生命。

几天后，和平方舟开设的前置医院撤
收，马利萨和妈妈赶来送行，孩子抱着一
束茉莉花蹒跚着跑过来，一头钻进蔡伟萍
的怀里。

茉莉花是菲律宾的国花，用以表达对
远方客人最高的敬意。

在茫茫大海之上，只要这艘“大白船”
出现，就意味着生命可以延续。在这条生
命之舟上，中国医生一共接生了 6 名婴
儿，大多数孕妇患有多种疾病，无法顺产
而被送到医院船上。

和平

麻醉师李鹏至今也忘不了小男孩里

沙自卑的眼神。
那是在马尔代夫的一个孤儿院里，里

沙把两只手藏在身后，不敢抬头看来慰问
的中国医生，也不敢上前来领取礼物。

李鹏牵起里沙的小手，才发现孩子双
手都是六指畸形——矫正这样的畸形在
中国早就只是一个小手术，但在马尔代
夫，却是很难想象的事情。骨科大夫侯黎
升主刀完成了手术。

当和平方舟离开马尔代夫时，里沙已
经可以大胆地挥动着还缠着纱布的双手，
向中国医生告别。时隔4年，中国海军远
航访问编队抵达马尔代夫，再见里沙时，
他仍然会用汉语说“中国”“和平”。

和平方舟，像一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
鸽，不知疲倦地起航。2010年 8月，和平
方舟首次走出国门，赴亚丁湾海域及吉布
提、肯尼亚、坦桑尼亚、塞舌尔、孟加拉国
等亚非五国，执行“和谐使命—2010”医疗
服务任务。

吉布提共和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
国家之一，也是和平方舟到访的第一站。
7天的医疗服务中，他们共诊疗当地患者
2719人次，辅助检查2588人次，受到当地
民众的交口称赞。

友谊

2019 年 10 月，北京。在“向海图强
——万里海疆画展”上，一幅名为《恩师》
的国画，引起众多参观者驻足欣赏。

画中描绘的是，和平方舟的一位女军
医与当年教过的一位外国留学生，联手为
到访国民众诊疗的场面。

这名女军医的原型，是海军军医大
学长海医院中医专家李伟红。作为医学
交流的一部分，海军军医大学每年都会
接收一批外国留学生，他们毕业后像一
颗颗友谊的种子，回到自己的祖国，撒向
世界各地。

随和平方舟出访，李伟红多次在世界
各地遇到自己的学生，师生同堂会诊，治
病救人。“看到他们用在中国学到的本领
服务社会，我非常开心。”李伟红说。

和平方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
超越了国家、种族和文化的差异，让世界
为之温暖。特别是在危难之时，这艘满载
友谊的“大白船”的航迹，就如同向世界伸
出的友谊之手。

位于西非的塞拉利昂，是世界最不发
达的国家之一。2017年8月中旬，一场罕见
的泥石流摧毁了首都弗里敦的大片房屋。

疟疾、伤寒、霍乱等流行，和平方舟勇
敢“逆行”，来到这里。中国医生冒着生命
危险，进入泥石流灾民安置点巡诊，并派
出分队对灾民临时住所、卫生区域和公共
设施进行消毒，将9名重症患者送到医院
船上做进一步治疗。

“白天出去接诊、巡诊，下午5点左右
开始手术，手术台边上用餐、加班到第二
天凌晨两三点都是常态。”和平方舟第 3
任船长郭保丰说。从靠泊到离开，所有的
人都在紧张工作。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
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一名塞
拉利昂政府高级官员在参观和平方舟后，
对中国军人说：“中国永远是塞拉利昂最

可靠的兄弟。”

文化

加勒比的海风，在夜色中拂过宁静的
委内瑞拉拉瓜伊拉港。悬挂满旗满灯的
和平方舟，宛若盛装的公主，散发出迷人
的魅力。

甲板上，女兵邱明霞轻抚古筝，一曲
悠扬的《渔舟唱晚》从指尖缓缓流出。原
本热闹的甲板招待会，瞬间安静了下来，
人们都把目光投向舞台中央。中国民乐
让来宾们仿佛看到了一幅晚霞辉映下渔
人载歌而归的动人画面。

这是和平方舟执行“和谐使命”任务
期间开展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沿着当
年郑和船队走过的航路，和平方舟一边弘
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救助
生命，一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
国故事。

在 11年的航迹中，和平方舟一共举
办了100多场次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向
世界推介传统又现代的中国。

在和平方舟的接诊大厅，大屏幕滚动
播放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这里，人
们知道了中国除了北京、上海、广州，还有
很多大城市，比如杭州、深圳和重庆。中
国除了有京剧和功夫，还有华为和淘宝。
中国人早就不留辫子，也不穿长衫，出门
根本不用带钱，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买到
自己想要的商品……

56 岁的医疗中心主任蔡金辉，是和
平方舟首批船员，如今也成了年龄最大的
船员。和平方舟的每一次远航，蔡金辉从
未缺席。在他看来，和平方舟始终秉承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帮助世
界更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军队。

据新华社杭州12月11日电

中国之舟，为和平友爱而来
——一份来自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报告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为和平而
生，向和平而去，近年来多次圆满完成海上
伤病员救治后送、重大灾害应急救援、国际
人道主义医疗救助等任务，受到国际社会
广泛赞誉。

白色船体，喷涂红色“十”字标识，在日
益壮大的人民海军序列中，和平方舟是人
民群众心目中那只亲切可爱的“大白”。

浪花掠过3大洋，足迹远赴6大洲43个
国家和地区，在一双双期盼的眼神中，和平
方舟是一支最值得信赖的和平力量。

行遍祖国海疆，保障演习护航，在向海
图强的春潮中，和平方舟是不可或缺的远
洋卫勤力量。

和平方舟是生命之舟。她在疫区逆
行，在灾区冲锋，在危难中点燃生命之光。
人道、博爱、奉献，和平方舟共展开各类手
术1400多台次，将一批濒临死亡的患者拯
救回来。先后有6名婴儿，经过中国大夫的
努力施救在和平方舟上顺利降生，他们被
分别取名叫作和平、中国、友谊……

和平方舟是和平之舟。没有舰炮，没
有导弹，没有鱼雷，和平方舟满载着医术精
湛的中国军医，还有病患急需的药品。除
了治病救人，和平方舟还广泛宣传“对话不

对抗、结伴不结盟、发展不称霸”的原则立
场，热情邀请军地医疗工作者、医学生上船
参观，组织联合演练，毫无保留地开展技术
交流，为当地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和平方舟是友谊之舟。中国军人用实
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军政要员、民众和华侨
的信任与尊重，与到访国家人民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有的国家出动军舰、军机前出
护航，有的民众为医生们带来了自家种的
花生和烤的木薯。有一次和平方舟离开肯
尼亚时，岸上突然出现了一支插着五星红
旗的摩托车队，沿着海岸线追赶送行。

和平方舟是文化之舟。24万余海里的
航程，和平方舟开展了100多场次的文化交
流活动，详细介绍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为
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信仰的人讲
了一路中国故事。和平方舟，成为靠泊地
很多青少年了解中国的窗口。“我长大了要
去中国看一看”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梦想。

中国之舟，为和平而来。忠诚使命，建
功海洋，和平方舟处处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履行中国军队
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必将在深蓝大洋
继续奏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乐章。

新华社杭州12月11日电

承载使命，为国远航
新华社记者 黎云 张瑞杰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 侯雪
静）记者11日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到，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日前追
授张小娟“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称号。

张小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生前
为甘肃省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2019年10
月7日晚，她在下乡扶贫工作结束返回县城
途中，因车祸不幸殉职，年仅34岁。

两部门做出的决定指出，张小娟 2007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2008 年 6 月主动
放弃北京工作，毅然回到深度贫困地区的
家乡工作，历任驻村干部、副乡长、乡纪委
书记、县扶贫办副主任，在舟曲泥石流抢
险救灾现场火线入党。她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
彻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遍访

全县 208个村，遍访 87个贫困村所有贫困
户，了解群众需求，解决群众困难，干部群
众称她为“藏乡好女儿”“群众知心人”。
她熟练掌握扶贫政策，被干部群众称为
扶贫“移动数据库”和“活字典”。她采用
漫画、微信语音播报等多种形式宣传扶
贫政策，不断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几
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脱贫攻坚
事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
办号召全国扶贫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
同志向张小娟同志学习，咬定目标，一鼓作
气，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着力补齐贫困
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安全饮水
短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

张小娟同志被追授“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称号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齐声）2016
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
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对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作出部署。这是新形势下加
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是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抓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
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先是在全党深入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接着在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在两次集中性教育均取得明显成效
的基础上部署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就是要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
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
伸，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每个支部、
落实到每名党员。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按

照方案要求，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为基本
要求，以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坚持基础在学、关
键在做，着力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
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有
序开展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通过“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全党在思想、作风、党性
上进行了又一次集中“补钙”和“加油”，广
大党员干部“四个意识”显著增强，党内政
治生活更加严格规范，基层党建突出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领导干部骨干带头作用、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2017年 3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
见》，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纳入党支部

“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作为全面从严治
党的基础性工程。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本报讯（记者 刘强 实习生 高媛媛）
近日，由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主办的全国农科博士
后学术论坛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全国农科
博士后工作联盟在此次会议上正式揭牌。

据悉，联盟是由中国农业大学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牵头发起，相关农林类博士后
培养单位共同倡议成立的自发性群众组
织。联盟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

为己任，做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旨在汇聚
全国农科领域博士后培养单位合力，聚焦
新时代农业领域的产业特点、行业特征和
学科特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科博士
后全面发展，提升产学研用合作质量和农
科博士后管理服务水平，为加快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
知农爱农新型领军人才。中国农业大学被
推选为联盟的首届联盟秘书处单位。

全国农科博士后工作联盟成立

□□ 巩瑶 本报记者 刘振远

近年来，农业文化遗产越来越吸引“三农”界的目光，不仅因其
承载着传统文化和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农业生
态景观，还在于其对产业扶贫、农业绿色发展、农耕文明传承，乃至
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2月 7日，为期 7天的 2019
年第二期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青年研修班在北京落下帷幕。此次
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办的研
修班吸引了来自全国14个农业文化遗产地的35名乡村青年参加，
7名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专家进行了授课。

针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理论认识和大众科普，有专家就农业遗
产、农业文化遗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概念进行了辨析，结合实
例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传统农业耕作制度和农业文化遗产之间
的密切关联。特别是，有专家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着理性实
用的原本感悟、中国特点的农学体系和自然禀赋、有效的制度文化
保障和更新完善能力。汲取其有益经验并与现代农业科技和经营
管理相融合，将为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一系列生态问题提供有
效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与开发，专家们从不同视角，
阐述了许多精辟观点。有专家深刻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复合生
产系统、产出具有差异化”的特点，提出了“保护优先、适度利用”的
原则，以及在发掘、保护与开发中应当处理好的关系。这几大关系
分别是，“遗产保护与农民利益的关系，生产功能与文化功能的关
系，保护主体与多方协调的关系，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的关系，现
实保护与记忆留存的关系，政策导向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保护主体
与社会大众的关系”。

听完专家的讲课后，学员们感到“贯穿理论与实践，令人耳目
一新，受益匪浅”。此次研修班不仅邀请到专家，还有来自农业文
化遗产地的3名农村创业达人分享他们的创业创新经验。这3名
创业达人分别来自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云南红河哈尼
稻作梯田系统和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面对很多乡村缺少
青春力量的现状，他们一致呼吁，“希望更多有情怀、有能力的青年能够返乡参与传承农业
文化遗产。”

7天研修虽短，却令学员们收获了知识、技术和价值观的多重洗礼。结业典礼上，学员
们纷纷表示，“我们应该将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下去，传播出去，这是责任，也是使命！”据主
办方介绍，研修班已成功举办两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加入
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中来，让中国的乡村热土可以焕发更多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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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肥城市桃园镇副镇长张磊
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答案：“要通过引进大
主体、打造示范园、拓展新业态，进而实现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带领农民多元
增收。”

2017年 12月，北京正大果业进驻桃
园，一期流转了1500亩土地打造示范园，
大行距小株距起垄栽培、水肥一体化、果园
行间生草、多道管理工序机械化等新技术
落地生根，科技示范、种苗繁育、品牌销售、
采摘旅游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成了带动肥
城桃产业转型升级的“灯塔”和“标杆”。

在泰安采访发现，不仅肥城桃、泰山
黄精等优特农产品在品质和品牌上有更
高追求，还有采摘、拓展、康养、研学等新
业态在链条上集聚。东平县东平街道的
洼里小镇示范片区，以湿地特色农业为支
撑，以“行走在水上”和“摇橹研学”为创新
点，建设了张庄映像馆、家庭教育主题馆、
民俗大观园和青青农场等景观节点，带动
了周边9个村庄。

青青农场基地经理张彦来介绍，“围
绕拓展农业农村功能，公司已在泰安打造
集蔬菜宅配、体验式农业、中小学生第三
课堂为一体的现代生态农场3处，总面积
达3200多亩。”

在泰安市委副书记曲锋看来，泰山汶
水带给泰安的不仅是美丽风景，更有以肥
城桃、泰山茶为代表的优特农产品，要通
过推动生态和产业融合振兴，推进产业融
合发展，实现由“卖原料”向“卖产品”“卖
风景”“卖服务”转变，为泰安乡村振兴打
造一个强力引擎。

在实践中，泰安农人已经找到三条路
径。特色品牌带动，围绕泰山茶、泰山板
栗、肥城桃、东平湖水产品等优特产业，推
进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三
牌”同创，市级以上知名农产品品牌已有
44个。产业融合带动，创新“农业+光伏”

“农业+旅游”“农业+电商”“农业+加工”
等融合发展模式，打通农业全产业链，规
模以上龙头企业已达 320 家。现代园区
带动，已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个、
省级3个、市级6个，总面积达71万亩。

重在利益联结，让乡村美
景、经营主体和农民结成互惠
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花田北张”，一个曾经的省级贫困
村，如今拥有了这个诗意的名字，也拥有
了崭新的生活。“去年初，村庄与乐惠生态
农业公司合作，联合开发了猪猪农场、立
体墙画、精美民宿等项目。如今，村民不
仅获得了租金、薪金和股金等收入，很多
土特产在家门口就成了抢手货。”村党支
部书记王培勇说。

更让人赞叹的，是北张村与乐惠公
司构建的利益联结机制：村民拿出闲置
房屋，乐惠公司投资升级改造和运营，运
营收入在前 5 年由公司、农户和村集体
按 5∶4∶1的比例分成，5年后由公司和农
户按 3∶7的比例分成。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岱岳区茶溪谷的
生态茶种植基地内。“村民的山岭薄地，公
司以每年每亩 1000 元的价格流转过来，
在建好茶树越冬大棚、配备水肥一体化设

备、栽植良种茶树后，再以茶叶大棚为一
个单元，免费反承包给农户，反承包茶棚
数量由农户自定。此后园区全程免费提
供生产农资、生态种植技术指导，采摘的
茶树鲜叶按市场价回收，让农民‘给企业
干变为给自己干、就业变创业’，无需投
入，无后顾之忧，踏踏实实挣钱。”茶园经
理王兆祥说。

“推动生态和产业融合振兴，实现风
景、乡村与产业共美，出发点和落脚点是
带动农民增收。”泰安市副市长张红旗说，

“无论是工商资本下乡，还是新型主体带
动，都要健全完善土地流转、入园打工、返
租经营、土地入股等利益联结机制，让农
民更多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实现土地
流转得租金、入园就业得薪金、家庭经营
得现金、股份分红得股金。”

实现“一地生四金”的背后，是泰安在
“钱、地、人”上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
资金方面，整合省市两级涉农资金20.9亿
元集中用于乡村振兴，优化乡村振兴招商
引资政策，吸引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技术
资本“三下乡”，引导金融机构在乡镇开设
分支机构。盘活农村资源方面，增减挂
钩、工矿废弃地复垦和占补平衡指标优先
保障乡村振兴项目，开展县域乡村土地综
合整治，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全市基本完
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三资”
清产核资。人才方面，实施“五乡”行动，举
荐万名新“乡才”植乡治理，回请万名经济
能人归乡兴业，引进5000名大学生返乡创
新创业，每两年选派千名第一书记驻乡帮
扶，遴选万名实用技术人员跨乡服务。

泰山脚下青未了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医护人员在大洋上组织宣誓签名活动。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 摄

本报讯（蒋言芳 记者 吕兵兵）日前，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主办、山东
省栖霞市承办的中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在栖霞市举办，来自科研单位、管理部
门和新型经营主体的代表等 400 多人参
会。会议以推进苹果更新换代、产业转型
升级为目标，推进农业领域产学研合作、促
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中国
农科院果树所与栖霞签订了栖霞苹果试验

站合作协议。
据介绍，栖霞全市苹果种植面积128万

亩，年产量 220万吨，拥有国家台湾农民创
业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全国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导区、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5块国家级
农业农村领域“金字招牌”。2019年，栖霞
苹果品牌价值上升至 62亿元，位居中国果
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第三位。

中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栖霞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