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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上午，第二十届中国长春国际农
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春农
博园召开，本届长春农博会将于8月13日-
22日举行，会期10天。

据了解，展会以“发展智慧农业、引领产
业发展、增强交易功能、助力乡村振兴”为主
题，共设计“品牌展销与设施装备、产业示范
与科普教育、经贸论坛与赛事活动”三大板
块41项展示与活动内容，力求通过“智慧展
览、宣传展示、示范引领、交易服务、经贸交
流、科普教育、文化惠民、观光休闲”等内容
的配置组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展会在宣传国
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展示农业高新科技成

果，促进农产品交易、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

“品牌展销与设施装备”板块。为进一
步提升品牌农产品展销水平，设计举办吉林
省品牌农业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展、长
春市精品农业展、智慧农业高新技术展、供
销特色农产品展、食品机械展等展销活动。
设置高新智能机械装备展、农村新型能源设
备展、设施园艺展和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展等
内容，积极促进展会展示、交易功能不断增
强。

“产业示范与科普教育”板块。为进一

步促进农业新品种推广和新技术成果转化
落地，设置高新设施农业展、休闲观光农业
展、精品畜牧展、菌菜产业展、君子兰花卉
展、家庭花卉等内容，集中展示现代农业发
展成果和新技术、新模式。充分利用农耕民
俗文化展厅、渔业展馆、农业智能监控中心、
农业科普大集等场馆，开展科普宣传教育活
动，有效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脱贫致
富。

“经贸论坛与赛事活动”板块。计划举
办中国农产品产地发展经济论坛暨产销供
需洽谈会、全国百户农业企业进吉林、供销
特色农产品展销系列活动、长春市农业招

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及品牌农产品推介
会、吉林绿色食品京东产业带直播基地授
牌仪式、“吉农码”发布启动仪式、农博20
届名优农产品评选等经贸交流活动。举办
乡村振兴暨粮食安全论坛，第四届农业再
生资源发展论坛、“长白山蜂蜜”品牌建设
论坛等会议活动。展会期间，还将举办第
十届长春（公主岭）农民节、梅河口市首届

“梅河臻品”博览会、农民趣味运动会、第二
届农民网红逛农博、“吉林巧姐”文化艺术
节等赛事活动，提高展会的参与性和趣味
性。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日前，记者来到扶余市万兴村拜访老兵史玉峰。
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史老耳不聋、眼不花，精气神儿
十足。正在翻看《中国解放战争史》的他，得知记者来
访，滔滔不绝地讲起那段硝烟弥漫的往事。

1929年7月，史玉峰出生于扶余市万兴村。“我家
庭条件非常不好，从我记事开始，很少有肚子吃饱的
时候。”艰难的日子，让史玉峰在年幼时就有了奋斗目
标——“一定要为保家卫国竭尽所能，做一个对国家、
对社会有用的人。”

1946年，史玉峰自告奋勇参加了儿童团，负责在
村口放哨，机警的他经常得到大人们的表扬。1947
年末，他听说村里来了征兵的人，连忙跑到报名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华儿女，上战场是我
必须做的事情。”于是，1948年，史玉峰走进了军营，
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随后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战争。

回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的岁月，史玉峰说，1952年
的一天，为了阻断我军物资供给，敌机在炸断铁道后，
又从空中投下了4颗定时炸弹。史玉峰主动请战，和
几个战友前往排弹一线。史玉峰把钢丝绳拴在炸弹
的牵引环上，全连战士一起往出拽，大约走了1.5里，
才把定时炸弹放到了苞米地里。“炸弹的威力太大了，
爆炸时整片地都被炸得面目全非。”说到这些，史玉峰
仍心有余悸。

1954年，右腿受伤的史玉峰退伍回到家乡，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此后30年来，他带领村民盖学校、安
路灯、装自来水，让大家逐渐过上了好日子。在村民
们心中，他是响当当的名人，是实实在在为百姓造福
的榜样。“我是共产党员，我就应该干在前、想在前、冲
在前。”

家里留存的一枚枚军功章、一张张喜报，都是史
老人生中最难忘的印记。他告诉记者，这一生，军装
没有穿够，所以平时也偏爱穿绿色的衣服。“现在的美
好生活都是革命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年轻人一
定要不忘初心使命，弘扬革命精神，继续为祖国的繁
荣昌盛努力拼搏。”

/吉林日报记者 赵梦卓 实习生 张宇涵 报道

近日，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吉林省上线应用启
动仪式在长春市举行。辽源市、白城市、长白山管委会
3个统筹区医保系统将率先升级为“国家版”新平台，
标志着我省成为全国首期同步完成三个地市级统筹区
切换上线的试点省份。

吉林省作为全国7个医保电子凭证首发省份之
一，和国家首批医保信息化建设试点省份，在“国家版”
新平台启用后，将全面融入纵向贯通、横向联通、内外
互通、生态融通的全国医保信息服务网络，公共服务、
监督管理、决策分析将更加规范、标准、智能和便捷，有
效提升了我省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国家版”新平台
的上线启用使得我省医保信息化建设水平步入了新阶
段，全省即将迎来“智慧医保”的新局面。

据介绍，截至今年11月底，吉林省全部医保统筹
区将实现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上线试运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
圳蛇口微波山下立着的这句著名口号，
让人想起改革先锋袁庚。

袁庚，1917年4月23日出生，广东
宝安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
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惠宝
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
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曾任广东人民抗
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军事教员、联络处主
任、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第四野战军炮
兵团团长。1949年后，曾任中国驻雅加
达领事。

1978年，袁庚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
事长，随后在深圳创办蛇口工业区，并进
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探索，打造“中国特色
经济特区的雏形”。

“那时候的蛇口真可以说是穷乡僻
壤，淡水只有两口井，经济发展硬件、软
件的基础都很薄弱。”招商局集团有限公
司研究部原总经理梁宪回忆。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牢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任蛇
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等共产党员“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勇
于担当的作为，炸响改革开放的“开山
炮”。

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
蛇口港开工。袁庚开创性地打破大锅
饭，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人们干
劲大增，工程进度迅速推进。工资奖
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做法，渐渐成
为中国内地企业普遍采用的重要激励
机制。

正是在袁庚的大力推动下，蛇口在
短短数年间启动了从打破“大锅饭”到招
商引资、从住房商品化再到全国人才招
聘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活动上，
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
语的蛇口工业区彩车，亮相天安门广场。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曾表示，1983
年他南下深圳之初“不知道要干什么”，

当听到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
命”的口号之后，有了创业的激情。

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回忆，如果
没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
一响亮口号的提出和数十项全国首推的
改革举措，当年的深圳断然不会产生招
行、平安、华为、万科等一批日后被证明
带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企业。

在梁宪看来，这些企业之所以成功，
“关键在于它们从一开始便实行了现代
企业制度。”

蛇口工业区的探索起步，揭开深圳
经济特区建设序幕。

40多年来，从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
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
市，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
2.7亿元增至2020年的2.77万亿元，经
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

在盘点了全球超过4000个经济特
区之后，英国《经济学人》用“若干成功典
范中最突出的一个”来形容深圳。

晚年的袁庚，常常请司机带着他在
蛇口港区、赤湾港区和妈湾港区沿路看
下去，带着欣喜和满足。

2016年1月31日，袁庚因病逝世，
享年99岁。2018年，袁庚荣获“改革先
锋”称号；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荣
誉称号。 /新华社

正在浙江巡演的婺剧现代戏《义乌
高华》受到观众热捧。剧中主人公的原
型谢高华曾任改革开放初期的义乌县委
书记，他坚持群众需求就是第一导向，冒
着丢官的风险，打破条条框框，毅然拍板
给路边摊市场“开绿灯”，催生了义乌这
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他2018年
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荣获“最美
奋斗者”称号。

谢高华，1931 年出生，浙江衢州
人。1982年5月至1984年12月期间任
义乌县委书记。

当时的义乌是“一条马路七盏灯，一
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
开始从事各种副业，在城里逐渐自发形
成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

当地一些部门因上级对能不能搞商
品市场还没有明确定论，仍把这些路边
摊市场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
路”进行打击。

1982年6月的一天，在县城摆摊经
常被有关部门“围堵”的农妇冯爱倩，在
县机关大院外拦住了谢高华，责问政府
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摆地摊。当时，谢高
华到任义乌才一个多月，冯爱倩的话让
他深受触动。

谢高华开始对义乌群众摆地摊等经

商情况进行调研，又带队到温州考察，越
调研越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的精神原
则，政府需要顺应民意给地摊市场松绑。

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要为市场松绑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地不少干部怕担
责任，顾虑重重。对此，谢高华在一次县
机关大会上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
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

1982年9月5日，义乌县委作出决
定，开放稠城镇湖清门小商品市场。一
时间，周边县市被“围堵”的摆摊人像潮
水一般涌到义乌。

在此基础上，义乌县委、县政府又发
出“四个允许”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
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
争，进一步为城乡经济松绑。

1984年，谢高华结合义乌实际首创
“兴商建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带领
全县干部勇敢坚持、积极作为、精心培
育，从而催生了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
市场，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树
立了榜样。

谢高华曾坦言：“当时，只想着对老
百姓有益就好，要打破条条框框，我们干
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

“他开创的良好营商环境，是义乌成
功的一大秘诀。”谢高华曾经的同事、金华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守春说，谢高华

眼里只有工作，工作特点就是吃透上头精
神实质，潜心研究当地实际，创造性地贯
彻上级指示，干出地方特色。“他用白天
80％以上的时间跑基层，用每晚近5个小
时的时间在办公室吸收消化各种信息，笔
记本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备注。”

“谢高华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作为开创义乌市场的功臣，他在义乌没
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也未持有
任何义乌企业的股票。”杨守春回忆说。

《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一书的作者
之一何建农说，“要致富，到义乌”成了当
时各地供销人员的口头禅。谢高华勇于
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义乌
历届班子接力探索、赓续奋斗，成就了今
天的义乌市场。

1995年，谢高华在衢州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富裕起来的义乌
百姓也从未忘记他，从1995年起，每年
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期间，众多市民自
发组成车队在义乌高速公路出口处，举
着横幅、手摇拨浪鼓欢迎谢书记“回家”，
以此表达感激之情。

“飞鸡毛引银练无愧先锋，生于斯长
于斯情系金衢”。2019年10月23日，谢
高华因病抢救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88
岁。灵堂现场，这副挽联概括了谢高华
的一生。 /新华社

第二十届中国长春农博会将于8月13日启幕
8月13日-22日举行，会期10天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谢高华：顺民意开放义乌市场
新华社记者 谢云挺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情系最可爱的人·寻访老兵足迹
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在吉林省上线

“这身军装，我没穿够！”
——访老兵史玉峰

袁庚：改革精神照后人
新华社记者 孙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