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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75年来，在党的
领导下，三湘儿女用智慧和汗
水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奋力担当作为，跃升经济大省

9 月 20 日，怀化国际陆
港，一列满载箱包、农产品加
工设备的国际货运列车鸣笛
出发，3 天后将抵达老挝首都
万象。

地处武陵、雪峰两大山脉
之间，怀化曾因闭塞而被贫穷
困扰，是一个落后欠发达地区。

半个世纪前，百万大军战
“湘黔”，火车“拖”来怀化城。
当时，这个叫榆树湾的小镇，
为打开山门而欢呼。可怎么
也不会想到，二十世纪末，在
政策春风下，这里一度成为

“全国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
步入新时代，抢抓国家战略机
遇，一跃成为今天的东盟货运
集结地，成为中部地区融入西
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门户。

打开山门的怀化，是地处

中部地区的湖南奋发向上的
一个生动注脚。

75 年来，湖南知所来、识
所在、明所往，在不同发展阶
段把准奋进的历史方位和坐
标。

回望一幕幕精彩的历史
瞬间，让人心潮澎湃。

1966年，“十万愚公”肩扛
手提建成韶山灌区；1973 年，
世界上第一株籼型杂交水稻
在湖南培育成功……农业大
省湖南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
大贡献。

2012年，湘西矮寨大桥飞
架南北，天堑变通途；2014年，
京广、沪昆高铁在长沙形成

“黄金十字”；2016 年，长沙黄
花机场旅客吞吐量居中部第
一……日新月异的交通格局，
让湖南纵横联动四方。

2009年，长株潭三市统一
区号 0731；2017 年，长株潭城
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22
年，长株潭都市圈获批全国第

4 个国家级都市圈，迈向全国
重要增长极……在区域协调
的版图上，湖南迈出坚实步
伐。

2020年，湖南自贸试验区
扬帆起航，成为中国改革开放
的“新地标”和“试验田”。

把准方位，踔厉奋发，经
济稳居全国前十，实现从贫困
落后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
越。1952年，全省生产总值仅
27.81 亿元，在 1993 年突破千
亿元大关，2008 年、2012 年、
2016 年分别迈上 1 万亿元、2
万亿元、3万亿元台阶，到2023
年突破 5万亿元大关，实现了
万亿级“四连跳”，跃升为经
济大省，以一域之光为全国全
局添彩。

产业结构加快升级
株洲田心，一个小得在中

国地图上找不到标记的地方。
1958 年 12 月，当我国第

一台干线电力机车在铁道部
田心机车车辆工厂下线时，这
里还是一片郊野之地。几十

年后，一个享誉全球的轨道交
通产业集群横空出世。

株洲的华丽蝶变，印证了
湖南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的发展成就，也是湖南经济转
型升级的缩影。

三次产业结构由 1952 年
的 67.3:12.3:20.4 调整优化为
2023 年的 9.3：37.6：53.1，产业
结构由“一二三”演变为当前
的“三二一”，由典型的农业经
济逐步发展为以农业为基础、
二三产业共同带动经济发展
的格局。截至2023年末，湖南
省经贸“朋友圈”已经达到了
235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500
强企业中，有 211 个项目和企
业落户湖南。

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
变化。1949年，全省城镇居民
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不足 10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44 元。到 2023 年，城镇和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达到49243元和20921元。

（摘自《湖南日报》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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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短语

近日，有网友爆料，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
校校长在开家长会时公然警告家长，“谁敢说学校
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敢在摄像头前乱说话，
那他是自掘坟墓”，一番言论引发轩然大波。

教育不应有“封口令”。学校的良好形象不是靠
“封口”就能树立得了的。唯有秉持正确的教育理
念，敞开心扉迎接外界的审视与建议，勇于直面自身
的短板与挑战，才能真正获得社会的认可与赞誉。

（摘自《浙江日报》9.25）

万亿级万亿级““四连跳四连跳””背后的湖南发展之路背后的湖南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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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还是上网？年轻人：上“中医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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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为何青睐
歼-10战机

折叠屏手机火热，
相关产业链能跟上吗

导读

眼下，辽宁、山东、湖南、
江西、江苏、广东等地都出现
了“中医夜市”。医护人员变
身“摊主”，这样的新业态为
群众带来了哪些新体验？

在辽宁沈阳中医药文化
夜市的现场，记者注意到，青
年群体占据了问诊队伍的半
壁江山，而在中医文创展示、
手工制药、传统养生功法体
验等区域，年轻人更是占到
了九成以上。中医健康养生
不再是人们记忆中的传统符
号，而是化身为鲜活的望、
闻、问、切等多样化的中医技
艺体验。

“医生，我这腿一吹空调
就有点冷，有 没 有 办 法 缓
解？”浙江杭州清河坊街的
叭腊子巷人头攒动，来自浙
江省新华医院的中医专家
化身夜市“摊主”，为前来咨
询的人义务诊疗并提供个性
化的中医健康建议。每个
摊位前挤满了好奇的市民，
部分人气摊位甚至排起了百
米长队。

最火爆的摊位当属“AI
中医体质辨识”。“就看了下
舌苔，AI 就能测出我是气虚
体质，和我平时容易出汗的
情况对上了，测完还会提供

饮食建议，很不错。”95 后市
民小胡感觉这种形式十分新
奇，体验完后记下了推荐的
饮食，“以后我就能‘对症下
药’了。”

今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
确提出：“推动中医药文化融
入生产生活”“推动中医药文
化加快从内容供给向产品供
给转化”。各地举办的中医
药文化夜市，正是对这一要
求的回应。通过夜市，中医
药以更加亲民、接地气的方
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综合央视财经、浙江在线）

国家航天局9月24日宣
布，在完成嫦娥六号任务后，
中国探月工程还将通过 2次
发射任务，为国际月球科研
站打基础。按计划，我国在
2026 年 将 发 射 嫦 娥 七 号 ，
2028 年前后将发射嫦娥八
号。据报道，在2035年前后，
我国要建设月球科研站的基
本型。嫦娥八号要考虑通信
的能力，在月球上肯定会有无
线网、能源，至于能不能种菜，
科学家们还在研究，嫦娥八
号有可能会搞这方面的科学
研究。（据央视新闻客户端9.24）

9 月 25
日，天安门国
庆花卉布置工
作全部完工。
今年“祝福祖
国”花坛底部
直径 45 米、顶
高18米，首次以“蔬果花篮”呈现。篮内有“三蔬三
果”：辣椒象征红红火火、南瓜象征喜迎丰收、葫芦
象征健康长寿；苹果象征平平安安、桃子象征幸福
吉祥、石榴象征团结和睦。蔬果飘香，繁花似锦。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9.25）

9 月 23 日，民政部相关
负责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截至今年 8月，全国已规
范命名乡村地名 43 万条，设
置乡村地名标志 33 万块，安
装楼门牌 1442 万块，乡村地
区“有地无名”“一地多名”等
问题持续改善。

之所以要“著名”，首先
是为了发挥地名“指路”这一
基础功能。在乡村，大量地
名来源于群众约定俗成、口
口相传，比如当地人可能知
道“老王家那趟街”，却不利
于给归人、游人指向。在“乡
村著名行动”推动下，有的地
方设置“乡村一张图”，变“进
村问路”为“进村看图”；一些
地方设置二维码标志牌，扫

一扫就能实现生活缴费和网
上办事，便利乡村百姓生活
便捷化、现代化。

“著名”还能为产业振兴
赋能。目前，互联网地图平台
已经规范标注乡村地名 900
余万条，累计导航量超百亿人
次，便利乡村百姓出行导航、

“背包”“自驾”旅行指向和快
递进村、山货进城，服务城乡
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各地挖
掘发挥地名的品牌价值，打
造了一批带有地名标志的

“乡字号”“土字号”农产品，地
名与农村电商、平台经济和
农文旅发展等深度融合。

地名不仅是基本的社会
公共信息，更是回家的路，是
文脉传承的根，是斯土斯民
的乡愁原点。在时代发展过

程中，许多地方的地名难免
会经历流变，但我们仍应慎
重对待地名，尤其是要留住
那些有文化底蕴、历史记忆
的老地名。比如山东省东明
县五霸岗北村、五霸岗南村
的村名，记录着春秋时期齐
桓公召集各国诸侯会盟的历
史事件，安徽省萧县“鞭打芦
花车牛返”村的村名，来自孔
子弟子闵子骞“芦衣顺母”的
故事。

根据规划，到2035年，乡
村地名管理服务将全面适应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接下
去，期待各地以乡村百姓需
求为牵引，继续以地名之美
彰显时代之美，以乡村“著
名”助力乡村振兴。

（据澎湃新闻9.25）

近日，有游客反映，四川
稻城亚丁景区禁止游客吃自
带的泡面，原因是“泡面汤水
会污染环境”，而景区内却售
有22元一碗用水泡的热干
面。一碗泡面“内外双标”，
很快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管理要分寸得当——
方便面汤汁易洒，餐余垃
圾处理起来也麻烦。如果
不能做好规范管理，方便
面的包装盒和汤汁在景区
内乱扔，确实会对环境造
成很大破坏。景区进行适
当管理本在情理之中，关
键是分寸要掌握得当。

游客捍卫的只是性价
比——一些人坚持带泡面
去景区，未必是多喜欢吃，
更可能是觉得景区餐食太
贵，不如泡面实惠。换言
之，游客捍卫的表面是吃泡
面的选择，本质其实是在乎
性价比。倘若景区的餐饮
好吃不贵，又有当地特色，

游客自带的泡面还香么？
将服务做细才是明智之

举——解决景区餐饮与景区环
保的矛盾，仅靠给游客设障不仅
行不通，还可能涉嫌侵犯游客正
当权益。将服务做细、将“导航”
做精，才是更明智之举。把景区
餐饮价格降到合理水平，将景区
环保治理做得更科学周到，游客
体验才能更好，景区的经济效
益、环保效益也才能更好实现。
（综合《工人日报》、
光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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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为民：“让人民吃上
我们自己生产的海带”

1927年，一批玄木从日本
北海道运至我国大连。此时
正逢北海道海带成熟，释放出
大量的游孢子，它们附着在玄
木上生长。玄木运到大连后，
停留在寺儿沟海面，这时由游
孢子长成的海带成熟了，释放
出更多游孢子，其中一部分便
附着在栈桥的基石上。第二
年，这些小孢子竟然发育成小
海带。这一巧合让我国从此
有了自然生长的海带。

1950 年，从美国学成归
来、深爱祖国的曾呈奎，把研
究海带养殖确定为自己和海
洋所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曾
呈奎对同事们说：“我们研究
海藻的，看到国家还要进口海
带，感到羞愧。我们应当努力
工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人民吃上我们自己生产的
海带。”

1951年，曾呈奎组建了海
带养殖研究小组。

然而，扩大海带养殖面临
“拦路虎”。水温变化幅度大、
夏季温度高、近岸水域营养盐
含量少，使海带生长受到限
制；冬季水浑光线不足、夏季
水清光线强，对海带的生长与
度夏不利。这些自然条件都
是人力难以改变的。

曾呈奎和同事一鼓作气，
弄清了培育海带幼苗的适宜
温度范围、光照长短和强度、
营养盐组成等，为下一步解决
海带养殖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攻坚创新：“秋苗”摇身
变“夏苗”

传统的海带养殖要在秋
天采孢子和培育幼苗，称为

“秋苗”。研究伊始，秋苗难关
便像堵墙似地挡在了大家面
前——海带小、含水量大、产
量低、大部分中途“夭折”……

初夏的一天，曾呈奎细心
观察着海带的种种变化。他
突然发现，海带在释放孢子。
这让他灵光一现：用夏苗代替
秋苗？由海上改到室内？

就像被父母哺育的孩子，
幼苗经过研究人员4个多月的
精心照料，到 10月中下旬，长
度已经超过 1厘米。此时，海
面水温已降至20摄氏度以下，
将幼苗移放到海面自然养殖
正是最佳时机。

这是我国首创的在室内
低温条件下培育海带幼苗，也
是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
阐明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光
是海带繁育的制约因子。这
一发现打破了夏苗培育中的
关键条件限制，保证了夏苗培
育成功。

1954年末，丰收的海带夏
苗给山东水产养殖场（山东省
海水养殖研究所前身）场长房
希栋和技术负责人李宏基等

人带来莫大的惊喜。刚成功
研制海带筏式人工养殖法的
他们主动找到曾呈奎，希望合
作进行生产性试验。一拍即
合！多家单位合作，携手开启
了工厂化育苗生产的新篇章。

海带神话：奇迹背后的
耕耘

中国人工栽培海带从诞
生到推广应用历经 10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我国海
带总产量已达到 30 万吨干
品，是日本和苏联自然海带
产量之和的 6倍，震惊了世界
藻类学界和水产养殖学界。
全球的目光都被这片东方的
蓝色海域所吸引。“这贡献是
无法用言语衡量的。”国际著
名藻类学家苏珊·布劳利如
此评价。1978 年，“海带养殖
原理研究”项目荣获全国科
学 大 会 奖 。 海 带 的 成 功 栽
培，在为我国带来巨大经济
效益的同时，还带动了紫菜、
裙 带 菜 等 其 他 海 藻 产 业 发
展。曾呈奎和他的同事们还
创建了从海藻中提取碘、褐
藻胶、甘露醇的完整生产工
艺和技术流程。如今，我国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褐藻胶生
产国，产品广泛应用于医药、
食品和饲料等领域。
（摘自《中国科学报》廖洋/文）

如今，海带已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一道常见美食。然
而，在20世纪50年代，它却是许多家庭难以获得的“珍宝”。
海带是亚寒带海藻，原产日本和俄罗斯。当时，我国每年需进
口1.5万吨海带才能满足市场需求。那么，海带是如何在我国
落地生根的？今年91岁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蒋
本禹讲述了这段历史。

19651965年年，，曾呈奎曾呈奎（（中中））等科研等科研
人员在海上研究海带人员在海上研究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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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中国的“海带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