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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棉花

作为主要的纺织原料，棉花从去年下半年
以来，同白银等大宗商品一样，也经历了一个
价格狂涨的过程。

坐在夏津县一辆吉利出租车里，司机告诉
记者，他家的棉花去年卖到6块一斤，他有些
后悔卖得贱了，后来棉价又一路猛涨到7块多
钱。

然而在当时，面对6元的收购价，棉农们
都有些不敢相信，一般年景，每斤棉花也就三
块五六。

棉纺企业并不怕棉价上涨，在需求旺盛的
情况下，增加的成本可以转移到下游产业。一
位业内人士表示。

“买涨不买落”。随着棉价上行，纺织企
业纷纷下手抢棉。热钱炒作被认为在其中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传，有的小厂购入一车皮棉花，转手就
大赚了一笔。

风向大变，起自去年底。面对高涨的棉
价，国家出手调控以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
“主要是希望大企业能负起社会责任。”省纺
织工业协会会长夏志林说。

今年4月份，有纺织龙头企业连续5次下调
皮棉采购价，业内认为此举加重了棉价下跌之
势。

夏津县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尹勤祖说，多数
企业库存皮棉购入价都在每吨2 . 8万以上，5月
23日的行情已落至2 . 3万，有来不及出手的囤
棉者，账面亏损达上千万元。

保护价出台

棉价剧烈波动，很多棉农也成为受害者。
在有200多户人家的夏津县北城街道办事处董
家村，只有不到10户卖掉了去年的棉花。等到
新棉上市时，那些陈棉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品质
下降问题。

3月30日，我国棉花临时收储预案出台，
决定在2011年9月1日－2012年3月31日期间，
一旦标准级皮棉价格连续5个工作日低于19800
元/吨，将启动政策性收储。

而这，却引发不少失望的叹息。之前，棉

纺企业多期待新政可以起到支撑棉价的作用。
“但实际上给了继续降价的预期。”夏津

县瑞泰纺织有限公司老板张德江认为。皮棉保
护价折算到籽棉价格，大约每斤4元多，大大
低于4月初的市场价位。

对董家村的棉农来说，4元/斤的棉价也很
难接受。他们算了一笔账：一亩棉花一般能收
500来斤，按每斤4块算，能卖2000多块，除去
种子、化肥、农药和浇地的费用，也就剩下千
数块钱，农民忙了半年的人工投入还不计算在
内。夏津县农民人均耕地仅1亩多。

尚未近黄昏

“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顶住，否则就会
死掉一批企业。”在同魏桥纺织集团负责人通
电话时，对方向夏志林表示要尽力守住棉纱售
价。言语间，透出悲壮。

危机严重。5月23日，记者在省纺织协会
采访时，该协会由副会长带队的两路人马正奔
赴全省各地紧急调研。

回顾历史，纺织工业先后兴盛于英国、美
国以及日韩等国家，随着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变
化，国际产业转移不可避免。中国在棉纺领域
是否已失去已往的优势？

对此，夏志林认为，即使美国，纺织业从
业人员仍然占到产业工人数的8%。相对于周
边新兴国家，中国纺织业的优势在于拥有完整
的产业链条，商品种类齐全，质量也有保证，

可以满足外商“一站式”的采购需求。
尽管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但相比其他纺

织企业，德州恒华纺织有限公司生产和库存状
况都还比较正常。在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其多
元化策略。这个过去只做纯棉的老牌纺织企业，
目前涤纶已占到原料总量的1/3，他们还先后开
发大豆、玉米、牛奶、珍珠等新型纤维。这条路，
被业内人士认为应该坚持走下去。

面对困境，中小纺织企业迫切需要走出产
业“微笑曲线”的低端环节，加强新技术、新
产品研发，加快设备更新改造，提高产品档次
和附加值。同时，夏志林认为应加强特色产业
集群建设，借助龙头产品带动，引领中小企业
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夏津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县长才玉璞介
绍，计划3年投入180亿，做强包括棉纺在内的
五大主导产业，把夏津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棉
纺特色名城。依托“纺”的优势，形成集“棉
花加工－棉纺－织布－印染－服装”于一体的
完整产业链。

“纺织业并不是夕阳产业。”夏志林认
为，应该把纺织业提到关乎国计民生的高度来
看待。山东纺织业拥有200万从业大军，不是
一个可以轻易忽视的产业。

即使不动用行政力量，政府至少可以尽快
平息出口退税下调传闻，帮助结束市场观望状
态。哪怕真得是税率下调，“让另一只靴子也
落了地”，也可以让市场风险预期确定下来，
总比现在犹豫不决要好。夏志林如是期望。

“１４２天歼灭国民党军队１５４万余人。”今年８２岁
的解放战争亲历者、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
长王辅一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国民党
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
毁，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

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至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从辽沈大地
到华北平原，从黄海之滨到淮河两岸，人民解放军
在广袤的土地上同国民党军队展开决定中国前途命
运的战略大决战。

另一位战争亲历者、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
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
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不但给中国，也给世界历史的
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抗战刚结束，蒋介石立即发动内战还有许多
困难，于是他就玩起了假和平的阴谋。”王辅一回
忆，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电邀，偕周
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这
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在国内
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
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

经过４３天复杂而艰难的谈判，国共双方于１０月
１０日正式签署并公开发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国民党当局表示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
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召开
政治协商会议等，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此后，中国一度露出和平曙光，召开了有各党
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协议。但国民
党并没有放弃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打算，很快撕毁了
政协协议。

向守志说，国民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向
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国民党军
队２２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战争初期，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军兵力
达４３０万人，装备的是飞机坦克；解放军兵力１２０万
人，装备的多数还是“小米加步枪”。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指出：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
须打败，而且能够打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
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和解
放区军民的信心。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放手
发动群众，军事上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
人的作战原则。

全面内战爆发头８个月，人民解放军歼敌７１万
余人，挫败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蒋介石速战速决
的企图成为泡影。

１９４７年６月３０日夜，刘邓大军１２万人强渡黄
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
的序幕。同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
宣言，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
口号，赢得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到１９４７年
底，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
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就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
国支持和策划下，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
“划江而治”的目的。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新年献
词，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与此
同时，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
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提出，仍愿意同南京政府
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
判。然而，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
谈”阴谋被彻底戳穿。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
军的命令，自４月２０日子夜起百万雄师强渡长江。４
月２３日，解放军占领南京。

位于南京长江路２９２号的总统府，现已成为中
国著名的近代史博物馆，是六朝古都最著名的旅游
景点之一。今年８０岁的徐法全老人，居住在离这里
不远处的黄埔路上。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凌晨３时许，１８
岁的侦察排长徐法全，就在这里亲眼目睹了战友们
扯下青天白日旗的一幕——— 延续２２年的国民党反动
统治宣告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
叶之势，向尚未解放地区全面进军。

５个多月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据新华社南京５月２４日电）

起起落落一株棉
——— 纺织企业危机调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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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历程

天翻地覆慨而慷
——— 记三大战役和推翻国民党统治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崔浩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本楼员工请注意，9层发生火

灾，请大家沿消防通道有序疏散。”山东电力集团
公司本部各楼层广播同时开始广播这一消息，消防
通道上方的报警器也应声响起。5月20日17时，山
东电力集团公司本部举行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习，
提高员工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也是该公司实施
的构筑消防安全“防火墙”工作的组成部分。

此次演习假设集团公司本部一栋楼房的9层10
房间由于电器设备故障引发火情，烟雾充满整个楼
层，并有一名员工被火围困。演习中，济南市市中
公安消防大队的消防车前来支援。据了解，山东电
力集团公司近年来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实施构筑消防安全“防火墙”工程，从消防安全检
查和隐患整改入手，提高消防安全工作水平。

山东电力构筑“防火墙”

□记者 李梦 通讯员 于宏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就业渠道狭窄，是大学生就业面

临的困扰之一。省农干院广泛拓宽基层就业、技能
就业、订单就业、实训就业、海外就业、创业就
业、参军就业、校园招聘会就业等八条路子，近几
年来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5%左右，远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2005级会计电算化专业学生杨晶，从省农干院
毕业后走了一条创业路。2007年，他回老家梁山办
起了轩辕挂车制造公司，去年公司营业收入达到
1 . 4亿元，出口6000多万元，被授予“山东大学生
优秀创业者”。记者了解到，像杨晶一样创业就业
的农干院毕业生，目前已接近2%，属山东高职类
毕业生通过创业实现就业占比最高的学校之一。

“从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看，目前仍存在就业
期望值过高，不愿到基层、生产一线就业以及‘有
业不就’现象。”省农干院院长李云祥介绍，改变
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并非一日之功，但就业形势严
峻，校方必须广开就业渠道。

八条渠道直通就业岗位

□ 本报记者 李文明

遍地开花

济南，5月的一个中午，记者约朋友一起
吃饭，办公室同事说：去“沙县小吃”吧，那
儿的饭菜挺好吃而且价格低廉。

记者与朋友来到山师东路，遇到第一家
“沙县小吃”，但已经人满。再往北走至和平
路口又一家“沙县小吃”，也已经挤满了人。
顺和平路东行，在和平路与历山北路路口、燕
子山路路口各有一家“沙县小吃”。记者发
现，仅和平路历山路口至燕子山路口、山师东
路自经十路口至和平路口、历山北路这三段并
不算长的路上，就有“沙县小吃”8家。

几经周折，记者来到和平路东段一家店面
较大的“沙县小吃”，进门后才发现这里也是
“高朋满座”。

我们等了20分钟才入座。一位中年女服务
员称，这里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吃饭，因为这
里的饭菜干净好吃，价格又实惠。

老板是个中年妇女，姓吴，福建沙县夏茂
镇农民，去年春天在济南开了这家“沙县小
吃”。她告诉记者，在济南“沙县小吃”已经
有300多家了。他们一般是一家人出来开店，
她是一个人，雇用了两个济南人做服务员，每
个月的营业额大约3万元。

后来记者了解到，沙县专门成立了“小吃
办”，推动着“沙县小吃”在全国各地布局。
记者致电“小吃办”获悉，目前“沙县小吃”
在全国已经开店逾两万家，有从业人员6万
多。沙县小吃办张先生告诉记者，目前“沙县
小吃”已经开到了美国、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年营业额已近百亿元。

政府力推

沙县位于福建中部，是典型的南方山区农
业县。被称为古代汉族传统饮食“活化石”的
沙县小吃，属中原汉族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
支，它既有福州、闽南一带的饮食特点，又有
汀州一带山区客家饮食文化风格。

沙县小吃办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为了促进
这个产业的发展，1997年沙县组建了沙县小吃
同业公会，1998年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任组长的
沙县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99
年又成立了沙县小吃业发展服务中心，注册了
“沙县小吃”服务性图形商标。这些机构开办
了小吃制作、连锁经营知识与实际操作等不同
工种技能的培训班，从经营理念、卫生管理等
方面强化品牌意识，经培训、考核合格后从业
者即可获准使用沙县小吃商标。

在发展初期，沙县政府对走出去开店的沙
县人给予每店3000元的资金支持，还协调银行
给予5万元的低息贷款。

重视品牌宣传，也是沙县小吃能够走向全
国的原因之一。2007年沙县县委、县政府在北
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推介会。1997年以来，县
政府将每年的12月8日定为“沙县小吃文化
节”，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3届。

沙县政府还组织人员编撰《沙县小吃技能
培训初级教材》、《沙县小吃技能培训初级考
试题库》等初级技能培训教材，每年财政拨款
几十万元用于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待业
青年和下岗职工。并在沙县小吃业较为集中的
城市设立办事处，组织协调小吃业工作。这样
的办事处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了数十
处。

为了帮老乡分忧，沙县专门成立了县维护
沙县小吃经营业主合法权益领导小组，并在县
公安局挂牌设立沙县小吃业维权办公室，抽调
干警专门从事维权工作，并组织专人赴各地，
协调配合当地公安、工商部门，妥善解决纠
纷、侵权等投诉事件，维护在外经营业主的合
法权益。

标准化经营

这个产业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迅猛发展
后，各地出现了一些假冒“沙县小吃”，为此，沙
县人通过同业公会净化市场外，又在店面多的
城市成立了专门供应小吃原料的公司，以保证
小吃的质量。

在济南的几家沙县小吃店，除了记者看到
的统一的LOGO、统一的餐具、统一的菜单、
统一的饭菜之外，沙县小吃用量最大的面条和
馄饨皮，都只用沙县人自己的工厂的产品。所
有配料则由沙县凯发食品有限公司供应。记者
就餐那家店的女老板指着墙上贴的宣传资料
说，这个公司就是为沙县小吃供应原料的，只
要沙县小吃开到哪里，沙县人的面粉厂、配料
厂就开到那里。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各店面在小
吃中掺假使杂，影响小吃的声誉。”沙县小吃
办张先生介绍，为规范使用沙县小吃同业公会
集体商标品牌，沙县小吃同业公会制订了《关
于推进沙县小吃品牌管理和标准化经营实施办
法》，对店面的卫生设施和标准、视觉识别系
统、经营理念识别系统以及品种质量、服务质
量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外出经营沙县
小吃业者，必须经沙县小吃培训中心培训，获
得合格培训证书，并向沙县小吃同业公会申请
办理商标使用许可手续，才能经营“沙县小
吃”。

“现在我们镇上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出来开
小吃店了，老家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 沙
县夏茂镇80后小伙邓德荣说，前人打开的市场
和创造的品牌效应让越来越多的沙县人对出来
开店信心十足。邓德荣17岁初中毕业后，在老
家做过五金生意，去广东开过面厂，但是都没
有成功。干起“沙县小吃”，竟然一炮打响。

沙县小吃闯世界，靠什么

清华“真维斯楼”引争议

□新华社发
5月24日，一名

清华大学学生用手机
拍摄清华大学第四教
学楼外墙上的“真维
斯楼”铭牌。

5月23日，“真
维斯楼”的中英文标
志挂在清华大学第四
教学楼的外墙上，墙
上另悬挂了一块铭牌
介绍真维斯品牌。校
方此举引发学生和网
友的争议。清华大学
称，为校园建筑物命
名是国内外学校筹集
资金的通行做法。而
部分清华学生觉得，
捐资建楼是很正常的
事情，但用服装品牌
给教学楼命名，有违
校园内的学术气息。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据新华社
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
测，与前一日相比(下同)，5月24日，蔬
菜、牛羊肉、水产品价格以涨为主；猪
肉、鸡蛋价格微涨；水果、食用油价格
微幅波动；成品粮、奶类价格基本稳
定。

监测数据显示，4月初以来，全国大
蒜、生姜价格整体呈降势。与4月1日相
比，5月24日，大蒜、生姜价格降幅分别

为18 . 3%、9 . 3%，目前大蒜价格已经回
落至去年同期水平，生姜价格同比降幅
为10 . 6%。分地区来看，4月1日以来，
约九成省区市大蒜价格下降，其中河
北、北京、宁夏的降幅居前，分别为
61 . 3%、55 . 3%、52 . 7%；逾八成省区市
生姜价格下降，其中青海、天津、甘肃
的降幅居前，分别为31 . 6%、22 . 2%、
15 . 4%。

4月初以来全国姜蒜价整体趋降

大米使用添加剂

有无工艺必要性
卫生部向国家粮食局征询意见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大米中使用添加
剂究竟有没有生产工艺必要性？卫生部新闻发
言人邓海华2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卫生部已
就这一问题商请国家粮食局提出意见。

此前有粮食系统专家反映，新版《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中，大米被允许添加包括防腐
剂在内的三种添加剂。这名专家认为，大米使
用防腐剂在工艺上并无必要，应该撤销。

三种添加剂分别为淀粉磷酸酯钠、双乙酸
钠、脱乙酰甲壳素。据了解，除上述三种食品
添加剂外，卫生部此次还就粮食、油料及其制
品中涉及的所有添加剂的工艺必要性问题商请
粮食局提出意见和建议。

邓海华说，根据2010年卫生部发布的《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都可以提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建议，也
可对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
议。如果某种食品添加剂不再具有技术必要性，
或者有新的科学证据表明存在安全隐患的，卫
生部将及时组织重新评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管理办法》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经过初
步审查后，应在卫生部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公
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为两个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实施后，审评委员会应当适时进行复审，
提出继续有效、修订或者废止的建议。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淀粉磷酸酯钠是一种增稠剂，根据新标准
综合判定，大米中不允许使用淀粉磷酸酯钠，
但大米制品，如米粉可有条件使用。双乙酸钠
是一种常用防腐剂，脱乙酰甲壳素作为被膜剂
可用于大米。这两种食品添加剂用于大米，主
要功能是大米保鲜、防止霉变。

据介绍，卫生部于2010年7月至9月就《食
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同时在卫生部网站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在
收到的1000多条意见中没有有关双乙酸钠和脱
乙酰甲壳素在大米加工中使用的不同意见。因
此，新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延续了原标
准的规定。

新华社长沙5月24日电 地处湖南西南部的邵阳市隆回
县乡村24日发生一起恶性案件。据记者向事发所在地群众了
解并经有关部门证实，凶手杀害岳母一家四人后自杀。

24日早晨，隆回县小沙江镇村民方某持刀进入同镇的岳
父家，将岳母以及岳母的儿子、儿媳、孙女杀害，然后自杀
身亡。据当地群众反映，凶手因与妻子纠纷而对岳母一家不
满。

在接到群众报警后，当地公安部门赶到案发现场进行详
细调查。

湖南隆回县乡村发生恶性案件

凶手杀死四人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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