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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陶登肖） 海峡
难阻同根梦，两岸共绘同心圆。9月23
日，“忠义千秋”海峡两岸关公文化书
画展在解州关帝祖庙东西长廊展厅内开
展。此次书画展吸引了海峡两岸众多书
画爱好者踊跃参与，共展出228件作品

（特邀作品21件）。来自海峡两岸的书画
名家以精湛的造诣、潇洒的笔墨和艺术
的语言，共叙两岸同胞的情谊。

关公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峡两岸有着重要地
位和影响。传承和弘扬关公文化，对促
进海峡两岸人文交流，凝聚民族合力，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
意义。为切实推进海峡两岸文化艺术交
流，进一步将关公“精忠贯日、大义参
天”的“忠义”精神发扬光大，自2018
年起，我市连续举办了7届以关公文化
为主题的海峡两岸书画展，共展出海峡
两岸名人专家、书画名家及高校青年书
画作品 2000 余件。书画展以书画作品
展示为载体，找到海峡两岸人文交流的
共同语言和新的切入点，增进海峡两岸
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为
实现祖国统一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为将

运城打造成全省旅游热点门户、构建对
外开放新高地贡献积极力量。

此次书画展共收到书画作品 1883

件，其中，大陆地区 1703 件，台湾地
区180件。作品来稿范围覆盖了我国所
有省、市、自治区，还收到来自日本的

两幅作品。来稿中，作者年龄最大的91
岁，最小的9岁。经过初审、复审、终
审 3 个阶段，共评选出入展作品 207
件。这些作品紧扣主题，集中展示了海
峡两岸书画家的丹青妙笔和艺术水准，
艺术家们以关公为载体，共同书写了两
岸同胞互学互鉴、同心同行的美丽华
章，凝聚了对祖国统一大业美好未来的
共同追求，彰显了艺术家们的民族情结
和爱国情怀。

为充分彰显“海峡两岸”和“青
年”元素，鼓励两岸青年书画爱好者积
极 参 与 ， 此 次 展 览 首 次 设 立 “ 新 锐
奖”，在参展的书法和绘画作品中，遴
选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作者，旨在推动
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交心，为“两
岸一家亲”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此次书画展由民革中央联络部、民
革中央画院、民革山西省委会、民革福
建省委会、民革河南省委会、民革湖北
省委会、山西省台办、山西省书协、运
城市政协联合主办，展览将持续至10月
7 日。开展仪式上还公布了此次书画作
品展的获奖名单，并为获奖代表颁发了
证书。

“忠义千秋”海峡两岸关公文化书画展开展

□记者 刘凯华

好山好水，孕育一方好味。眼下，在
我市闻喜县桐城镇下邱村，以“涑川茼
蒿”为“拳头”的绿叶蔬菜迎来了丰收。

下邱村位于峨嵋岭前沿，地势北高
南低，土壤耕层深厚且性状良好，土壤属
黏壤土，富含有机质，肥力较高。这里生
产的“涑川茼蒿”独秆无枝，是农业农村
部认定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是当地
名副其实的“新土特产”。

在当地口福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茼蒿大棚，记者看到，菜农采收的茼蒿茎
秆光滑，叶子茂盛。据市场反馈，这里茼
蒿的口感细嫩无柴、香甜适口。

“咱们这有 200 余户农户都种植茼
蒿，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闻喜县口福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作新告诉
记者，目前，茼蒿的批发价是5元一公斤，
每亩地一茬的产量在1000公斤左右。

土地是种植之本，品牌助力农户增
收。为了让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让蔬菜走出大山“列队集合”，2019年在
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当地通过向农业农
村部申报地标产品，大力发展品牌销售，
确立了以“涑川茼蒿”为主，菠菜、上海
青、白菜苗、生菜、油麦等为辅的种销体
系，名声在湖南、湖北、西安等地叫响。

种植户王淑萍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她家种植的小白菜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
进入采收期。“有的市场要大的，有的市
场要小的，咱也是弹性种植，啥都有！”指
着自家的白菜大棚，王淑萍说。

另一旁的仓储基地里，种植户鲁群
虎为装好车的蔬菜铺上一层冰块。他告
诉记者，这样运输过去的蔬菜可以更加
新鲜、“有滋味”。此时，当地的“蔬菜
代办”鲁斌也在一旁紧锣密鼓地招呼一
车新鲜蔬菜发往湖北十堰。“明天早上
到菜市场，明天中午上餐桌！”鲁斌高
兴地说。

“精耕细作”，才能种出高质量的、
消费者认可的“运菜”。在这里，虽然
大家种植的蔬菜各有不同，但都有种植
设施化、绿色化、有机化、智慧化的共
同点——棚内控温系统、喷灌系统等设
施，这些设施可对棚内湿度和温度进行

控制，以达到最佳的出苗率和质量。
加之持续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这

里的蔬菜保供能力和水平逐年提高。“目
前，我们合作社的蔬菜主要销往运城周
边，但南方蔬菜缺货的时候，广州、武汉、
长沙、上海等地的客商也会蜂拥而至。”
王作新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口福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已经吸纳了两县三乡镇十五村
的种植户，每年产量可达到 3000 万公
斤，产值高达 6000 万元。下一步，该合
作社还将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大力发展蔬菜产业，通过转变
种植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等，推动蔬菜产
业绿色发展，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丰收”。

6000万元的“运菜”，怎么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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