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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如意 通讯员 李杰
安 樊加伟）眼下，正是大棚茄子收获的季节，
走进位于衡水市冀州区西王镇东罗口村的北
京新发地果蔬驿站示范园区的茄子大棚，农户
正在忙碌着搬运刚采摘的茄子，这些新鲜蔬菜
经过分拣、装箱后，将直达北京新发地市场。

冀州区位于河北省中南部平原地区，当地
将现代农业作为重要产业。近年来，冀州的种
植优势与北京新发地的渠道优势巧妙结合，来
自新发地的“茄子大王”“萝卜大王”“玉米大
王”等 7位单品“大王”相继在冀州设立种植基
地。借此机会，当地通过“北京新发地+农业经
营主体+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全力打造绿色
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助力乡村振兴。

“这里的茄子不愁卖”

在东罗口村的大棚内，一排排茄子架上挂
满了紫油油的长茄子，个个形态饱满。园区负
责人闫连宁对记者说：“茄子采收期很长，从当
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六月，茄子都能挂果。采
收也有标准，成品茄子的长度要超过 25厘米，

直径要达到7厘米以上。”
前些年，东罗口村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

粮食作物。2021年春节后，西王镇联合冀州区
农业农村局到北京新发地对接洽谈，邀请新发
地单品“大王”到西王镇参观考察，“茄子大王”
李军看中了这里的区位优势，在此建设蔬菜种
植基地。“这里的茄子不愁卖！”闫连宁笑着说，

“我们主要种长茄，昨天刚运走 5000斤。为了
保障蔬菜品质，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按照绿色食
品的标准来。我们聘请了技术人员常年驻村，
在浇水施肥、整枝打叶、结果采摘等各个环节
手把手指导。”

依托“茄子大王”李军强大的渠道优势和
成熟的单品种植经验，这些蔬菜将通过北京新
发地市场直达北京市民餐桌。园区一期、二期
共建成 25个种植大棚，每年输送进京果蔬超
800吨。

牵手合作双方受益

在北京，新发地是一处家喻户晓的地标，
代表着首都市民的“菜篮子”和“果盘子”。距

北京约 300公里的冀州区，交通便利，区位优
势明显，农业基础雄厚，茄子、辣椒等特色农
产品久负盛名。2021年，冀州区和北京新发
地集团签订协议，双方牵手合作，明确了建设
重点项目和发展果蔬种植基地齐头并进的发
展思路，让更多优质的冀州果蔬装入北京“菜
篮子”。

“茄子大王”李军最先试水，“萝卜大王”
“玉米大王”“红薯大王”“生菜大王”“西葫
芦大王”“食用菌大王”等单品“大王”陆续
与当地展开合作。目前，双方合作种植各类
果蔬近 3 万亩，带动全区果蔬种植面积达到
8 万亩，“果蔬进京”让消费者吃上了放心的
农产品。

这种模式不仅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而
且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我家的耕地都流转给
村里的合作社了，一年一亩地有1500元的土地
流转金，我在园区打工，一个月还有 2000多元
的工资，再加上分红，比自己种地好多了。”村
民韩日寿说。东罗口村100多人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让村民们过上了“种着菜、看着娃、挣着
钱、顾着家”的美好乡村生活。

新发地“蔬菜大王”扎堆儿衡水种菜
《中国考古学编年史》
王世民 编著

本书系统梳理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来的发
展与成就，兼及现代考古学诞生前的金石学
概况，将中国考古学分为前身金石学时期、孕
育时期、诞生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全面发展
时期、继续发展时期、新的发展时期七个阶
段，对灿若星斗的中国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史
实进行编年，资料详实，叙述严谨，检索方
便。以百年成就，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与源远流长；以硕果累累，见证中国考古学对
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山海经〉通识》
沈海波 著

《山海经》是公认的一部奇书，内容包罗
万象，堪称研究上古中国社会历史的宝库。
但是《山海经》并不好读，从其成书性质、成书
年代，到作者是谁、文字与图的关系等，都有
许多复杂的争议。沈海波教授精研《山海经》
多年，撰成《〈山海经〉通识》一书，为读者扫除
阅读《山海经》的障碍。作者从地理神话、祭
祀、巫术巫医、天文历法等方面详细地介绍了

《山海经》的内容，对《山海经》里的神话与历
史逻辑进行了深入的解析，还对《山海经》成
书、版本和历史影响有着具体的论述。

《美华书馆：档案如是说》
苏精 著

美华书馆曾长期执西式中文印刷出版业
的牛耳，对近代中国思想与知识的传播有过
重要贡献。本书主要从海外第一手英文档案
入手，以人、事、物为切口研究美华书馆
1844—1931年八十八年的兴衰史，涵盖美华
书馆数任主任的更替、中文铅活字技术的数
次革新、内部经营管理与迁址等。既首次详
细叙述诸如美华事业奠基性人物柯理、姜别
利的生平与个性，又将王凤甲、鲍哲才等中国
工匠纳入研究视野；首次详细论证美华书馆
各类活字的发明、构成以及来源，回应学界有
关争论与质疑；首次将美华书馆搬迁至北京
路、北四川路等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予以细致
阐述。

《农政与财政：明清社会经济》
吴滔 著

本书围绕明清时期的仓储制度、盐政制
度、卫所制度、财政赋役制度，将这些制度的
运作机制置于区域社会的脉络下加以考察，
折射出传统乡村社会特有的调节机制，以及
贡赋经济中所蕴含的市场逻辑，对于明清社
会经济史的某些重要领域有参考价值。

《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
李浩 主编
政协榆林市榆阳区委员会、西北大学中国文
化研究中心 编

《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收录
北魏至明代墓志167方，以中古隋唐墓志为主，
绝大多数为首次公布。地域上主要集中于关
中和陕北地区，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两组：一为
士人墓志，如李百药、高崇文、高承恭等墓志，
其中不乏重大史事的新记录，可补史传之阙、
考察隋唐士族变迁等，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
一为西域少数民族及入华异族人墓志、塔铭，
如唐吐谷浑公主墓志、回纥贵族墓志，以及甚
为罕见的粟特人双语塔铭，均可藉以考订“异族
之史、殊方之文”，由此展开中西交通、民族学、
唐代丝绸之路等多视角的研究。墓志中颇多
精品，其中不乏李阳冰、皇甫阅、董景仁、张楚昭
等众多名家手笔，兼具书法艺术史的价值。

《20世纪黑龙江考古》
石岩 著

边疆考古是中国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其地域范围和文化特点而具有独特的价
值。黑龙江考古属于我国边疆考古之一，考
古发掘获得的成果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形成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疆域的实物
见证，为我们再现了黑龙江地区以汉族为主
体的多民族国家和东北疆域形成的历史。本
书以20世纪黑龙江地区的考古工作实践为
基础，时间上从旧石器时代至清代，空间上以
现代黑龙江境内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牡丹
江、绥芬河流域三大区域为核心，总结和概括
了一个世纪以来汇集的资料、所取得的成绩
以及认识，并通过这些基础工作探讨黑龙江
地区文明的起源及其逐渐发展的过程。

《柔然资料辑录》
张久和、林睿 编

本辑录包含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史书
以及大型类书、地理总志中有关柔然之资
料。散见史料系年录起自晋孝武帝太元十年
（385 年）刘眷于意辛山击破柔然事，止于西
魏恭帝三年（556年）柔然政权灭亡次年。凡
各类典籍中有“柔然”“蠕蠕”“芮芮”“茹茹”

“蝚蠕”字样，以及虽无上述字样而其内容为
记载柔然事迹者，概予收录。魏晋南北朝时
期柔然重要首领诸如“木骨闾”“社仑”“大檀”

“阿那瓌”等人相关史料均予以收录。

历史

车多了上班更快了

地铁14号线启用新版运行图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宏阳）立夏过后，随着

气温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乘客选择地铁出
行。为不断优化出行体验，自 5月 11日起，京港
地铁 14号线启用新版运行图，满足乘客早晚高
峰通勤需求，早高峰可多运送7000余名乘客。

启用新版运行图后，14号线丽泽商务区站
至善各庄站区段通过早晚高峰提前发车、加密
列车开行频次的方式，实现提前 19分钟投入上
行早高峰运力，即上行丽泽商务区站投入早高
峰运力的时间由原来的 6时 41分提前至 6时 22
分；提前 23分钟投入下行早高峰运力，即下行
善各庄站投入早高峰运力的时间由原来的 6时
35分提前至 6时 12分；提前 12分钟投入上行晚
高峰运力，即上行丽泽商务区站投入晚高峰运
力的时间由原来的 17 时 31 分提前至 17 时 19
分，方便乘客出行。

预计此次调整将有效缓解 14号线丽泽商
务区站至善各庄站区段早晚高峰期间的客流

压力，均衡线路运力，缩短乘客候车时间。下
行早高峰期间可多运送 7000余名乘客，上行晚
高峰期间可多运送 3700余名乘客。

针对此次运行图调整，京港地铁 14号线所
辖各站通过站内广播、站内标识等方式提示乘
客相关信息。同时，工作人员也会加强巡视，
及时为乘客提供咨询及服务。乘客还可通过
京港地铁官方网站、微博及微信公众号获取各
站时刻表信息。

除持续优化客运组织，提升运力外，京港
地铁今年在 4号线—大兴线北京南站、14号线
望京站、16号线丰台站及 17号线工人体育场站
共 4座车站试点配置了多语种翻译机。自试点
以来，已为近 500名乘客提供精准、快捷的出行
服务。此外，京港地铁对 14号线园博园站C出
入口广播设备进行升级优化，新增 4个音柱型
扬声器，进一步提升站内广播覆盖范围，乘客
走进车站便可实时获取地铁运营服务信息。

本报讯 地方文献反映了一个特定地区
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地理、军事、
人文、宗教、民俗、民情等方面的历史和现
状，作为珍贵的文化史料，它也为历史研究、
修史编志、制定地方发展方针政策提供文献
参考，在服务本地区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
具有独特价值与影响力。为了更好地保护、
发展和充分利用丰台区地方文献资源，加强
文献资料的研究和交流，丰台区图书馆特向
全市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
和个人征集丰台区地方文献，并发布征集
公告。

公告指出，征集范围包括地方史志、人士
著述、地方资料、戏曲文献、花卉文献、非图书

资料等。其中，地方史志包括各单位编撰或
绘制的、公开出版发行的出版物或内部出版
物，包括区志、史志、镇志、村志、部门行业志、
党史、年鉴、地图、画册、图像、地名录、文史资
料、年报、资料汇编等图书、期刊、报纸和音
像、电子制品等机读型出版物。人士著述包
括原籍丰台或曾在丰台任职、居住的各个时
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士著述、声像资料、生
平传记、手稿等，不限影印资料。

本次征集采取无偿的形式进行,对于征集
到的文献，丰台区图书馆将统一入藏到文献
库，为读者提供服务，涉及保密的文献资料，
按保密规定执行。每种类型的文献资料（时
间不限）原则上呈缴 2册（套），特殊资料除外。

单位或个人呈缴文献时，由丰台区图书
馆统一办理呈缴登记。鼓励社会、个人积极
呈缴文献资料，个人所有的文献资料可直接
呈缴给丰台区图书馆或预约工作人员上门
接收。

此地方文献征集
公告长期有效。区图
书馆实行长期征集，
委办局、街镇或个人
定期呈缴，并于每年
11月底前完成。

具体征集要求
及呈缴文件方式，可
扫码了解详情。

丰台区地方文献征集发布公告

中华书局新书单来了
（中）

园区负责人正在察看茄子长势园区负责人正在察看茄子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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