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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蒋文龙

一直以来，茶产业在浙江农业发展中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浙江各
地你追我赶、不甘落后，进入到新一轮茶产
业发展升级战。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茶叶品牌建设
专委会顾问陈永昊认为，尽管对质量、效益
的追求，早已成为浙江茶产业发展的主题，
但对品牌建设的探索，从未如此凝心聚力、
聚精会神。

在乡村振兴、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等
新的命题下，在“国际茶博会”永久落户浙
江的前提下，茶叶品牌建设在浙江被赋予
了更为多元的意义。

品牌整合尚需假以时日

在全国茶叶版图上，浙江以“一县一
品”战略闻名。2005 年，浙江第一次推选

“十大名茶”，其中 9 个是地方政府打造的
区域公用品牌。

茶叶品牌化的最初摸索，由于实现了
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传播，很快便使
品牌崭露头角，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茶
叶“卖难”问题。但随着竞争的升级，浙江
茶叶面临新的挑战：

纵览国内，云南普洱、福建铁观音分别从
西南和华南出发，一路攻城略地，迅速奠定领
导地位；湖南大力度整合“潇湘茶”品牌，声名
鹊起；江西“四绿一红”（四绿：狗牯脑茶、婺源
绿茶、庐山云雾茶、浮梁茶，一红：宁红茶），以
集团军方式，虎视全国；贵州绿茶一夜之间，
以其规模的迅速扩张让人瞠目结舌。群雄纷
争的格局中，浙江以县域为单位打造区域公
用品牌，已经很难跟其他省份同台较量。

再审察内部，因为多年来强力推广无性
系良种，“龙井43”已经覆盖全省，成为当家
品种，加上品种与品名混同，各地龙井的制
作方法大同小异，虽然分为西湖、钱塘、越州
三大产区，事实上产品高度雷同。18个龙井
茶区域品牌，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区隔。

想做大，缺乏规模支撑；想做专，又缺
乏辨识度。

面对这一尴尬现状，各地政府开始想
方设法，以地市为区域背书，加快品牌整合
进程。

宁波希望将宁海望海茶、奉化曲毫、余
姚四明龙尖等品牌整合成“明州仙茗”；杭
州希望将桐庐雪水云绿、富阳安顶云雾、建
德苞茶等整合成“杭州龙井”；绍兴希望将
新昌大佛龙井、嵊州越乡龙井、上虞觉农瞬
毫、柯桥萍水日铸等捏成拳头，以“绍兴龙

井”统一的品牌形象亮相……这些整合有
的胎死腹中，有的试探性迈出脚步，在遭遇
阻力之后，很快偃旗息鼓。

品牌整合不是简单的“1+1”。看来不
仅需要研究规律，还得假以时日。在县域管
理驱动为主的体制下，产业和文化的发展具
有浓重的县域特色，而这正是浙江茶叶品牌
升级的客观前提，也是浙江茶文化存在并得
以进一步弘扬的基础。离开这一人文基础，
势必难以调动县域政府的内在积极性。

彰显个性差异才能立足

“浙江茶叶尽管在全国最早推行‘品牌
化’，但实际上，多年来一直只有品牌名称，
谈不上品牌定位、品牌口号，更缺乏科学的
传播。品牌与品牌之间，除了名称上的差
别，其他都十分接近、大同小异。”《茗边》杂
志孙状云认为。

事实上，对浙江农口干部而言，茶叶品牌
化确实是个新课题。有人认为，只要是证明
商标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就是品牌；有人认
为，只要经过绿色、有机认证，就是品牌；更多
人认为，只要投钱做了广告，有了知名度，就
一定是品牌。正是在直面竞争中，浙江各地
慢慢悟到了，只有凸显自身与众不同的个性，
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 （下转第二版）

凸显个性价值 打造品牌区隔
——浙江茶叶品牌升级战观察

□□ 新华社记者 郭远明 范帆

巍巍井冈山，峰峦叠嶂，中国革命的星星之
火在此燎原；

滔滔于都河，蜿蜒秀丽，中央红军在此集结
踏上长征路。

山河为碑，历史作证。如今，循着红色足迹
一路在江西井冈山、于都追寻，千里故地已是旧
貌换新颜，这片承载着初心和使命的红色土地，
正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壮丽画卷。

坚定信仰镌刻澎湃初心

【红色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江西井冈山，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第

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星星
之火。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中，牺牲近
4.8万英烈，平均每天有近60人失去生命。

【坐标指引·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
八角楼革命旧址群】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瞻
仰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在纪念堂吊唁大
厅，他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并三鞠躬。在陈列
室和忠魂堂，习近平凝视着开国元勋和革命先
烈的照片，深情地说，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
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
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

随后，他还来到井冈山八角楼革命旧址
群。习近平一边听讲解，一边询问有关细节。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
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总书记对革命先辈和红色历史的敬重之
情给我上了深刻的一堂课。我要通过更为生动
的讲解，让井冈山精神感染更多的人。”烈士陵
园讲解员章婧当时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了李聚
奎、曾志等革命先辈和胡少海、伍若兰等烈士的
故事，这次讲解经历令她终生难忘。

【红色历史·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
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

矗立。1934 年 10 月，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
央红军主力在此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

苏区时期，30余万人口的于都县，几乎每
5人中就有1个参加红军；长征路上，平均每公
里就有一名于都籍烈士倒下。

【坐标指引·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2019 年 5 月，习近平来到于都县，瞻仰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察看中央红军长征
出发地旧址原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参观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他强调，我们不能忘
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
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
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
勇前进。

“在参观时，总书记不时驻足察看，从他
的一言一行中，我们感受到他深厚的红色情
怀。”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纪念馆副馆长钟敏仍然感到振奋，“铭记历史
是为了继续前行，我们要讲好长征故事，以长
征精神育人，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信仰传承·“山”“河”相映】
如今，这片红色土地已经成为人们汲取

信仰力量的精神高地。近年来，平均每年有
100 多万人次前往井冈山，瞻仰革命烈士陵
园、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故事，人们在这里
感悟红色精神，寻找初心信仰。

在于都，革命传统教育已成为当地学生一
门必修课。于都县长征源小学坐落在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旁，学校师生通过开展奏
响红色唢呐、当好“红娃讲解员”、讲好红色故
事、用好红色课本、唱响经典红歌等活动，让长
征精神代代相传。

民生福祉见证赤诚初心

【坐标指引·井冈山神山村】
记者沿着崭新的山路来到井冈山市神山

村，路旁的“笑脸墙”格外引人注目，众多脱贫
村民的笑脸照片拼成了一个爱心形状，定格下
了村民们越来越红火的美好生活。

2016年2月，习近平乘车沿着崎岖山路来
到神山村，视察村党支部，了解村级组织建设
和精准扶贫情况。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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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第二届中国（昌乐）火山农业峰会在“中国西瓜之乡”山东省昌乐县举办。峰会期间还举办了中国好西瓜擂台赛，图为游客
与参赛西瓜合影。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摄

开栏的话：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党治国理政的

重要原则，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
增强，我国人权事业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今日起，《农民日报》开设“人民幸福生活
是最大的人权”专栏，多角度报道记者深
入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看发展与变化，聊
收获与保障的生动故事，全面立体反映中
国人权事业的伟大实践。敬请关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晓燕 鲁明

“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张掖当江南。”
春末夏初，走进地处河西走廊腹地的甘肃
省张掖市，仿佛走进了一条色彩缤纷的“画
廊”：祁连山顶白雪皑皑，广袤的戈壁大漠
之间，绿洲里处处可见丰美的水草……相
比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大片肥沃的土
地、优越的农耕条件同样引人关注，特别是
戈壁绿洲上新建的数十万亩高标准农田，
让许多到访者赞叹不已。

戈壁绿洲，沃野千里。张掖是古丝绸
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被誉为“塞上江
南”“金张掖”；这里也是一块农牧咸宜的
膏腴之地，素有“桑麻之地”“鱼米之乡”之
美称。近三年来，张掖市把高标准农田建
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紧紧扭住“小块并大块、水肥一体

化、地力有提升”三个重点，走出了一条连
片治理、综合开发、高效发展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路子。

“一户一块田”增了土地富
了老乡

“补丁地巴掌田，大型机械作业难；斜
尖子边界多，种植管理费用高；药乱打肥
乱施，一轮灌水跑断腿；不好犁不好耙，为
争地边去打架。”这是张掖市临泽县昔日
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如今，这里农田已
大变样：通过推行“小块变大块”改革，临
泽的“巴掌田”变成了开阔平整的“大块
田”，田埂垄沟、碎田边界、尾水沟渠、田间
道路得到平整复垦。

走进临泽县鸭暖镇昭武村，成片的土
地呈现“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现代
农田景观，蔚为壮观。“我们按照先流转后
建设、先平整后配套原则，鼓励新型经营
主体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行‘一

户一块田’。”鸭暖镇党委书记单自鹏说，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2020 年该村新增耕
地率达到了 10%。

为推进全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对整村
整社推进“一户一块田”改革达到标准的，
鸭暖镇按每亩 2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并配
套建设高效节水滴灌设施，改善薄地、洼
田地力和沟渠、道路等基础设施，使项目
区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有效发挥
了“小试验、大方向，探路子、作示范”的引
领作用。具体到农户层面，在遵照农民意
愿的基础上，当地引导农户自愿互换并
地，“化零为整”全面推动“一户一块田”改
革，为适度规模经营、农机农艺技术集成
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鼓励村民把自家高标准农田流
转到‘土地银行’，种植大户和合作社与

‘土地银行’签约流转，为村子打造规模化
产业创造了农田基础条件。”

（下转第三版）

“丝路明珠”兴田畴
——甘肃省张掖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纪实

近日，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武汉市蔡
甸区遭龙卷风袭击，造成部分房屋和局部
电力设施受损、树木折断、人员伤亡。面对
近期多地出现的强对流天气，不少农户感
慨，真是“说来就来”，令人“猝不及防”。

客观地讲，极端天气不可避免，对农业

生产、农村生活的破坏巨大，但并不意味着
一定不能避免惨烈的损失。如今随着科技
发展，强对流天气预报已可提前数小时甚
至数天，虽然主要是可能性预报，最起码可
以起到警示作用。如未雨绸缪，科学应对，
完全可能减少一些损失。

应对强对流天气，需要相关部门加强
应急演练，“时刻准备着”出发救援。针对
农村特点，普及紧急避险和生产避灾知识，
在可能发生极端天气时进行干预，减少损
失。多些提前应对，少些“猝不及防”。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多些提前应对，少些“猝不及防”
郝冬梅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志超

三峡大坝，以巍峨的雄姿横亘在悠悠长江上，
造福着上下游百姓，更将电力源源不断送往全
国。沿坝顶直线往东北三四百米，便是有着“坝头
库首第一村”之称的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
镇许家冲村。

2018年 4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许家冲
村。总书记同在便民洗衣池洗衣服的村民拉家
常，并强调：“村集体是一个大家庭，不管是本地
人还是外地人，都是大家庭中的一员。要团结一
心，相互关爱，相互帮助，齐心协力把新家园建设
得更好。”

近日，记者跟随第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
施成果采访团来到许家冲村，在便民洗衣池遇到
了刘大姐。只见她一身鲜艳的绣花上衣，坐在石
凳上，用力捶洗着衣服。记者向她问好时，刘大姐

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一代创业人”刘正清：
洗衣池边挥舞接力棒

刘大姐名叫刘正清，今年 53岁，是地地道道
的许家冲村人。用棒槌捶洗衣服的方法，还是小
时候妈妈教给她的。那个时候，许家冲村人喜欢
三三两两围在长江边洗衣服。

20世纪 90年代，为了大坝和船闸的建设，刘
正清和一些住宅地势较低的村民陆续搬到了现在
的位置，长江边见不到她们挥舞棒槌的身影了。

开启了新生活，不能让村民的传统丢下。
2012 年，村里通过捐建的方式，引山泉水修起了
便民洗衣池。

“家里有洗衣机吗？”记者问。
“有两个嘞，但我还是喜欢在这儿洗，水也不

用花钱。习惯了手洗，就是觉得捶出来的衣服干
净。”刘正清说。

离洗衣池不远处，是太平溪镇污水处理厂，
村民的生活污水通过两座 2500 立方米的污水处
理池，以一级A类标准排入长江。

“你看，我用的洗衣粉都是无磷的。”说起对
长江和三峡库区的保护，刘正清就像对待自己的
衣服一样认真。

下午 4 点并不是洗衣高峰，偌大的洗衣池也
只有刘正清一人。原来，刘正清经营着一家农家
乐和一家餐馆，她常常在别人休息的时间抽空来
洗衣服。

作为村里第一个开办农家乐的农户，2014
年，刘正清便开始为农家乐的生意和在农家乐干
活的村民想法子。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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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17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17日在
中国农业大学考察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促进周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指示，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毕业生离校前
的关键期，拓展就业渠道和岗位，推动校园
招聘提质升级，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导和
服务，加强就业政策宣传和观念引导，促进
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确保就业大
局稳定，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氛围。

2021 届高校毕业生有 909 万人，国家
继续实施去年的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目

前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高于前两年同期
水平。孙春兰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在落实好已有政策的基础上，千方百计增
加岗位需求，举办区域性、行业性、联盟性
招聘活动，促进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精准匹
配对接，帮助毕业生尽早落实就业岗位。
要支持毕业生以创业带动就业，推动地方、
金融机构和企业落实税费减免、创业贷款、
补贴等优惠政策，减轻初创企业生存压
力。各级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要强化就业服
务和指导，做好岗位推送、就业培训、重点
群体帮扶等工作。要互认毕业生求职过程

中的体检结果，避免重复体检。广大毕业
生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志存高远、脚踏实
地，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之中，合理规划职业生涯，到基层、到中西
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业创业，依靠辛
勤努力，创造精彩人生。

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由教育
部主办，于 5月 17日至 23日在全国各地同
步开展，计划举办1万多场招聘会。孙春兰
考察了“24365 校园招聘服务”京津冀专场
校园招聘会、重点领域校企供需对接会，听
取用人单位和高校的意见建议，与高校毕
业生代表进行交流。

孙春兰在考察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时强调

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