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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韦小镇种出一张太极图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玉琢

作为美国《国家地理》
杂志中国大陆唯一版权合
作伙伴，2017年9月出版的
《华夏地理》杂志刊登了一
幅由农作物构成的太极图
照片。

照片说明中写道：内
蒙古呼伦贝尔市，交错种
植的小麦和油菜形成太极
图案。中国农业的未来也
需要传统的农业文化和新
兴科技成果的融合。

照片上这张由小麦和
油菜构成的太极图，面积
达到了1989亩，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太极图案。这
个在大地上成就的奇迹，
是由额尔古纳市室韦农牧
场创造的。

实际上，这个描画在
大地上的太极图案，是这
个农牧场全力打造的农
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
田园综合体的项目之一。

“种田的一个农民”，
室韦农牧场党委书记田一
民常常这样介绍自己。在
他的讲述中，田园综合体
的构想和蓝图渐渐清晰。

室韦农牧场有270多

名职工，8万多亩耕地。这
在机械化水平已达98%，农
业科技推广处于相当高水
平的室韦农牧场，人多地
少的矛盾日渐突出。“农业
增产增收已经遇到了天花
板”田一民说。

蒙兀室韦苏木位于中
俄界河额尔古纳河畔。室
韦小镇这十几年出名就得
益于旅游。青山绿水、中俄
界河、俄罗斯风情，小镇
1400多人口中，华俄后裔
就占到了41%。这些特色旅
游资源让这里成为来呼伦
贝尔的游客必游之地，是
呼伦贝尔旅游的一张名
片。10多年前，这里就获得

“2005CCTV全国十佳魅力
名镇”的称号。近两年，小
镇每年接待游客数量都在
80多万人。

室韦农牧场是室韦苏
木唯一的大型国有企业，
挖掘当地特色资源发展旅
游业为室韦农牧场的转型
开启了一扇窗。

2017年初，农牧场党
政班子经过深入讨论和谋
划，把企业转型发展方向

确 定 为 建 设 田 园 综 合
体———通过一二三产业融
合，实现现代农业、休闲旅
游、田园社区三位一体的
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打造
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

农牧场选择了被额尔
古纳河三面环绕、状如半
岛的1.95万亩土地，规划建
设田园综合体。

“这个地方太优越了，
额尔古纳河在这儿拐了个
弯，三面被俄罗斯环抱，下
面是额尔古纳河，背靠大
兴安岭，是中国独一无二、
不可复制的地方”田一民
非常自豪。

项目区以种植小麦和
油菜为基础，小麦及油菜
田构建出太极图案，阴为
小麦麦浪，阳为油菜花海；
建设农业采摘园、玻璃温
室、花海、向日葵迷宫、情
人岛、观景台、喷泉广场、
绿色长廊等休闲体验区；
建设综合道路、服务楼、停
车场等配套设施。用田一
民的话说，就是要把这片
土地种成大菜园、大花园。

谋定而后动。国有企
业强大的执行力在这里得
到生动体现。从去年5月9
日动第一揪土，农牧场职
工积极投身到项目建设
中。道路、综合服务楼和玻
璃温室基础、观景台、太极
图、花海、迷宫、沙盘中国
版图等等在几个月中相继
完工，完成投资1000多万
元。其中，旅游厕所就投入
了100多万元。田一民说，
我们坚持的是高标准、高
档次，和室韦小镇差异化
发展，不与民争利。

去年夏秋之际，田园
综合体初具规模。虽然还
未正式对外开放，但游人
们还是纷纷涌来观赏、拍
照。

季春时节，走在田园
综合体这片热土上，农牧
场副场长李德柱介绍，这
地方是玻璃温室，基础工
程去年秋季已经做好，马

上就要施工安装；这块是
迷宫，向日葵长高后，人进
去就不好出来了；这片是
花海，到5月份就会和去年
一样，种上格桑花、紫苏、
蜀葵、矮牵牛……到了夏
季，这片土地呈现的是姹
紫嫣红、色彩斑斓的世
界。

今年，田园综合体项
目将建成玻璃温室、综合
服务楼等项目，完善道路、
广场等相关设施。农牧场
正积极引进社会资本，推
进项目建设进程。

把宏伟蓝图在大地上
变成现实，田一民对田园
综合体发展前景充满信
心：今年夏季景区将正式
对外营业，现在当地有多
家旅行社联系合作。制作
的宣传片去年秋季在长三
角旅游峰会上播出后，已
有200多家旅行社6月份准
备签订合作协议。

【记者手记】

室韦农牧场实施的田

园综合体项目，是结合当

地特色资源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举措。它是通过现

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

区一体化发展，推动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努力做

好农业与旅游融合这篇大

文章。

旅游＋农业，是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

分。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

态，它既为乡村发展绘出

美好蓝图，也让农场职工

心中增添无限憧憬。

在项目建设中，农牧

场干部职工体现出真抓实

干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短短一年时间，在资金紧

张情况下，他们发扬艰苦

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

神，在这片土地上交出了

规模宏大的彩色答卷。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江西工人运动先驱———陈赞贤
新华社南昌4月25日

电（记者 陈毓珊） 位于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的东
山公园内，一座墓碑坐落
亭中，背倚青山，庄严肃
立。拾阶而上，只见亭上刻
着“鞠躬尽瘁千秋仰，取义
成仁万载传”，无声传递着
后人对革命先烈陈赞贤的
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陈赞贤是中共早期的
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1896年生于江西省南康县
（现为南康区）一个农民家
庭，早年投笔从戎，参加革
命活动。

1925年，陈赞贤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党
组织派到广东南雄任总工
会委员长。不久，又被党组
织派往国民革命军第2军
第5师政治部任宣传科科
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
开始，陈赞贤受党组织派
遣，回到江西赣州领导工
农运动。在陈赞贤等共产
党员的领导下，成立了中
共赣州特别支部，他任支

部书记，同时兼任国民党
赣南党务及十七县工农运
动指导员。在中共赣州特别
支部领导下，赣南各县相继
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党
员，宣传革命道理，推动工
农运动，声援北伐战争。

1926年11月，赣州总
工会成立，陈赞贤当选为
总工会委员长。赣州总工

会一成立，立即发动全市
工人开展以保障职业、增
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
小时工作制为中心内容的
斗争。为了推动罢工运动
继续高涨，在总工会领导
下，又举行了全市钱业店
员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
这是赣州历史上第一次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罢

工。彼时，工人运动开展得
轰轰烈烈，素有“一广州、
二赣州”之称。

然而，赣州工人运动
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地方反
动势力和国民党右派的恐
慌与仇视，他们勾结起来
企图扑灭工农运动的熊熊
之火，大革命的形势开始
逆转，白色恐怖已经迫在
眉睫。

1927年3月6日，进驻
赣州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以
所谓“制造阶级斗争”“扰
乱治安”“破坏社会秩序”
等罪名逮捕了陈赞贤。敌
人逼陈赞贤签字解散总工
会，停止工农运动。陈赞贤
斩钉截铁地说：“头可断，
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
不签！”“我从事工农运动，
何罪之有？你们镇压民众，
破坏革命，才是大罪弥
天！”国民党反动军官手拿
着蒋介石的密令，恶狠狠
地说：“蒋总司令有令在

此，今晚要枪毙你！”说完，
反动军官及十几个刽子手
同时开枪射击，陈赞贤身
中18弹，高呼：“打倒新军
阀！”“工会万岁！”“中国共
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
年31岁。

“千秋青史永留红，百
代难忘正学功。”在陈赞贤
的重孙陈金金看来，曾祖
父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
求真理、艰苦奋斗、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私
奉献的一生，是为共产主
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

“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对共
产主义事业的耿耿丹心和
为实现共产主义所表现出
的铮铮铁骨，集中地体现
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
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我
学习的楷模。”他说。

陈赞贤1918年在南康
创办了东山高等小学，如
今更名为东山中心小学。

绿树掩映下的东山中心小
学干净整洁，走进校园，耳
边传来阵阵读书声。校园
内竖有一尊陈赞贤塑像，
后面墙上刻有“弘扬赞贤
精神，培养时代英才”几个
大字。一直以来，弘扬“胸
怀大志、追求真理、爱国爱
民、勤俭奉公、无私无畏、
敢为人先”的赞贤精神，是
这所学校德育教育的一项
重要内容，也是南康人坚
定遵循的信念。

“从小就听村里的长
辈们说起过爷爷的革命故
事，知道他为人民的解放
作出了很多贡献。作为他
的后代，更要弘扬他的精
神，老实做人，真诚做事。”
陈赞贤的孙子陈定华告诉
记者，高中毕业后，他自学
成材，学会了修自行车、摩
托车和小汽车，还学会了
加工粮食。通过辛勤劳动，
陈定华家里盖起了两栋红
砖房，日子正越过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