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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05 丝路花雨·出彩河南丝路见证
“四条丝路从郑州出发”郑报全媒体大型实地探访活动

康熙年间
始有“哈密瓜”之称

哈密瓜，当地人称为甜瓜。
康熙年间，甜瓜作为贡品被送往
紫禁城，得到皇帝青睐后，始有
“哈密瓜”之称。据学者考证，哈
密作为地名，是维吾尔语或蒙古
语的汉语音译；至少从元代起，就
已经有了哈密的称呼。总之，“哈
密瓜”是瓜因地得名，而不是地因
瓜而得名。

在哈密市伊州区南湖乡，成
片的瓜田连绵不绝，大大小小青
绿色的哈密瓜掩映在藤蔓之间。
哈罗公路路旁，记者看到几位瓜
农正在田间为哈密瓜垫上泡沫
板。瓜农介绍，遇到下雨田间地
表潮湿，不垫起来的话，贴近地表
的瓜容易腐烂。而哈密瓜又怕
干，如果缺水，也长不起来。也
许，正是哈密瓜这种特性，决定了

哈密地区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最适
合种植这样的作物。

哈密瓜的品种有200余种
陪同采访的哈密顺航物流

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占东说，哈密
口感最好的瓜在南湖乡。因南
湖乡位于沙窝子里，好比一个大
锅的锅底，四面的水往这里汇
集，有地下水；同时光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能使瓜的含糖量达
到很高的程度，最终种出的瓜又
甜又脆。

张占东 10多年前从河南民
权来到哈密，多年从事哈密瓜贸
易，从种子公司到瓜农、分销商都
有合作。是什么品种的瓜、甜度几
级、什么时候适宜采摘……张占东
看一眼就能说出答案。作为哈密
瓜研究专家的他告诉记者，哈密瓜
的品种有200余种，但现在常种的

只有十几种，其中西州蜜、珍珠蜜、
一包糖等口感、色泽各不相同，是
大众接触较多的品种。而所有哈
密瓜种，张占东认为只有南湖乡种
出的瓜最好吃，哪怕相隔数百米，
口感上也能吃出区别。

时代在进步，哈密瓜的种植
模式也在逐步转型。现在乌鲁木
齐有科研人员专业研究哈密瓜的
品种，挑选皮薄、甜美、清脆的精
品大力培育。种植户也愿意挑选
好种子播种，这样的哈密瓜能卖
上好价钱。如果自己没有可靠
的销路，每年 4月中下旬，等瓜苗
长出之后，就有经销商去提前预
订，种植户可以将“瓜”提前卖
掉，只负责做好管理就行。到了
6月底 7月初，哈密瓜成熟时，经
销商会雇人到田间将预订的哈密
瓜采摘装箱，再运送到全国各地
客户手中。

哈密机场开辟空运通路
将哈密瓜运到郑州等城市

同时，哈密瓜的运输方式也在
发生改变。据文献记载，清朝时，
哈密瓜运送到北京，需要一两个
月。由于代价高昂，只有皇帝才能
吃到，一般老百姓是无福享受的。
到了现代，有了火车，有了公路卡
车，哈密瓜才大批地运送出疆，内
地人才逐渐吃上这种奇珍异品。

为了将甜美正宗的哈密瓜在
口感最好时运达到消费者手中，
哈密机场利用客机腹舱开辟了空
运通路，用最快的速度将哈密瓜
运到郑州、北京、上海、成都等城

市。张占东介绍，从哈密田间地
头采摘下之后，哈密瓜现在最少
能在 7个小时内送上郑州市民的
餐桌。即便没有与哈密机场通航
的城市，他们也能通过郑州机场
中转，在十几个小时内送达。

有了销路，哈密本地种植户
的收入也在逐年提升。如今一亩
瓜收入八九千元也很平常。哈密当
地的政府部门每年还会举行哈密瓜
节，扩大影响，增加销路，让更多的
哈密瓜卖出去，助力人们致富增
收。不久前，在郑州援疆工作队的
协助下，哈密市伊州区将哈密瓜推
销活动办到了郑东新区如意湖畔。

豫闽携手书写
海丝新精神

未来10年，中原将有更大的市场
在晋江，我们见到了福建河南商

会会长、亿仁集团董事长张富瑛。赤
手空拳、艰苦创业，一路坚持、发展壮
大，她的创业故事几乎是所有来此打
拼的河南人故事的缩影。

张富瑛 1993年从老家来到晋江，
最初是想来这个生产鞋子的源头探寻
商机。到了这里，这座从古代起海上
贸易就异常发达的城市便深深吸引了
张富瑛。凭借肯吃苦、不怕累的韧劲，
张富瑛从边贸、外贸公司，到如今的工
贸一体，订单量越来越多，手下的工人
队伍逐渐壮大，事业也随之风生水
起。与所有创业者一样，磨难、煎熬、
苦累的过程，她也同样经历过。回头
来看，她说除了自己的努力坚持外，当
地晋江人积极上进、干事创业的氛围，
也给了自己极大的激励。

万物皆变，唯变不变。张富瑛
说：“受制于南方土地、人力资源等因
素的限制，沿海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
就需要向内陆转移，中原有更丰富的
劳动力、便捷的交通物流，未来 10年，
中原将是最大的市场。作为制造企
业，我们明显感到近几年出来打工的
同乡在逐年减少，老家河南发展得越
来越好，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
大家就不愿意再离家远行。”

河南人在福建建有企业2000多家
老家商丘的张富瑛，对家乡有着深

厚的感情，总想尽己之力为家乡做点
事。“有好的项目，有想到中原投资的企
业家，我都会把他们介绍到老家去。那
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在外漂多
久，我的根都在河南。”张富瑛自己也组
织过两次客商考察团，回老家商丘考
察。今天商丘制鞋产业的崛起、“中原
鞋都”称号的背后，离不开张富瑛及众
多在闽的河南客商的奔走与努力。

据了解，目前在福建的河南人约
有 40万，他们在这里建有企业 2000多
家，涉及制造、金融等各行各业。2014
年成立的福建河南商会，如今有会员
600多人。这些河南人在福建生活多
年，已和当地福建人一样，已深深融入
这片阳光艳丽、温暖湿润的土地。在这
里，一代代的豫商们，以梦为马，用中原
人的勤劳朴实，鼓荡起片片白帆，为美
丽的海丝名城汇聚起强劲的中原力量。

把青春奉献给
哈密的物流事业

昨日，“陆上丝路采访团”来
到位于哈密城区西部的中亚物流
园——这里集聚了哈密 20多家
货运部，专业做大件物流中转业
务。货场上，一辆辆二三十米长
的大卡车排成长龙，等待装卸货。

中亚物流园副总经理刘威是
河南商丘人，他曾经在上海等地
从事商业地产工作，如今选择把
青春奉献给哈密的物流事业。

在中亚物流园成立之前，哈
密当地的物流企业都是散居状
态。一个老板开办一个货运部，
需要自己租一个场地，自己养一
批装卸工，同时还面临客户欠款
等难题。

中亚物流园的思路是将大家
集聚到一起，通过招拍挂买下土
地，让场地相对固定，免去租金随
时上涨的弊端；统一安排装卸工
人，减少货运部人力成本；园区统
一建立收款提货平台系统，不交钱

无法提货，免去货运部欠款风险。
中亚物流园通过集聚货运部

为园区集聚了人气。区域人流增
加之后，土地附加值上升，随同物
流园一起经营的五金机电市场、
板材批发市场变得更有活力。下
一步，中亚物流园还打算发展同
城配送业务，让哈密的城区商户
不用自己再到物流园上门提货。

建物流大平台
让用户和商家实现“双赢”

此外，中亚物流园还有一个
更大的远景计划。他们认为，伴
随着经济发展，新疆与内地的货
物运输会越来越多，而哈密是内
地与新疆往来的第一站，立足哈
密发展物流业具有很好的前景。

他们的计划是，第一步建立
哈密到新疆各地市、州县的物流
网络，让内地输送到新疆的产品
和物资可以从哈密直接分发。这

样，内地来的卡车就不用再远赴
人生地不熟的远疆州县。哈密利
用本地人与新疆各州县比较熟悉
的优势，做一次转运工，将货物转
运到新疆各地。

随后建立新疆农副产品和各
类输送到内地产品的物流集散平
台，为来新疆运送产品的内地卡车
和新疆农户商户之间用手机APP
建立联系。这样，内地来的卡车不
再空跑，新疆的农副产品和产品也
可以高效地运送到内地，增加自身
销路，助力新疆百姓致富增收。

记者了解到，哈密除了哈密
瓜，还有五堡大枣等非常值得品
尝的产品。离哈密不远的鄯善，
出产的西瓜口感上乘，新疆还有
大批的棉花需要运销到内地的纺
织厂……如果这个大平台建立起
来，物流园的卡车冬天送棉花、夏
天送水果，将织就一个遍布新疆
的交通“网”，让更多用户和商家
实现“双赢”。

立志于成为
环保行业的“华为”

1997年，19岁的刘江涛
从河南洛阳偃师高中考进浙
江大学工业自动化系。2004
年，从浙江大学读完研究生
后，他应聘到华为浙江分公
司担任产品经理。在华为工
作 5年的宝贵经历，不仅培
养了他突出的技术研发、经
营管理才能，更锤炼了他坚
韧不拔的优秀品格。

“人这一辈子很短暂，总
是要为社会创造出一些价值
的。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
要思想诞生地。放眼未来，
绿色环保及人工智能行业市
场空间巨大，既能促进国内
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又
能带动大家实现就业、创
业。在经过认真思考之后，

我动员我们全家放弃了移民
墨尔本的机会，于 2016年与
几位浙大同学创立了浙江延
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刘江
涛告诉记者，该公司核心团
队毕业于浙江大学并曾在华
为公司工作多年，致力于将
互联网+及物联网的技术与
环保装备制造融合，立足于
垃圾分类设备、垃圾处理设
备以及智慧物联云平台的研
发制造，是一家专注于人类
居住环境改善的高科技公
司，立志于成为环保行业的
“华为”。目前，延杭智能已
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6项、实
用新型专利 11项、软件著作
权18项，并有30多项专利正
在申请中，先后获得来自“华
为系”和“浙大系”投资公司
的 3000万元融资。该企业
生产的小型智能有机质垃圾

处理设备占据浙江省采购量
50%以上份额。

关注家乡发展
开展更多环保项目合作

新豫商，新目标，新机
遇，新跨越。谈起豫商未来
发展，刘江涛认为，从古老到
现代，丝绸之路孕育的商业
精神始终与创新紧密相随。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的高知
型豫商群体逐渐崛起，在浙
江创业发展的豫商正在从商
业贸易、建筑等传统行业向
人工智能、中介服务、大数据
处理等新型行业转型。他充
满自信地告诉记者，以“小型
智能有机质垃圾处理设备”
为核心，以“大中型餐厨垃
圾以及果蔬垃圾处理设备
的装备制造”和“生活垃圾
分类以及智慧环卫等信息

化系统”为两翼，该企业正
努力向成为国内最大的餐
厨处理装备制造和物联信
息化公司奋力迈进。

“虽然离开老家河南 20
多年了，但我一直关注着家
乡的发展。今年上半年，我
们公司与郑州市中原区开展
了人工智能化垃圾分类设施
项目建设合作，准备把它打造
为省级示范项目。明年，我们
还计划在郑州设置河南分公
司办事处，在洛阳设置人工智
能科技研发中心，与郑州深入
开展更多环保、智能领域项目
合作，推动郑州环保设施迈向
智能化，构建覆盖有机质垃圾
处理、餐厨及果蔬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科学分类等环节的
循环经济产业链。”谈起未来
与老家河南及郑州的合作，刘
江涛满怀期许。

据了解，甘肃是中国最
早出现青铜器的地区之一，
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和马
的驯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
交往范围的扩大，在与周边
文化发生碰撞、交融的过程

中，使甘肃成了古代中国最
早接受并传播东西方文化
的前沿阵地。

2000多年前，喜爱丝绸
的罗马人通过古丝绸之路来
到中国，而张骞出使西域，也

是东方古国第一次触向遥远
的西方。贯通商贸大通道、
连接东西文明古国的丝路，
从西安向西，首先经过的便
是兰州。唐代边塞诗人岑参
曾写道：“古戍倚重险，高楼
见五凉”，指兰州既是丝路险
要之地，同时也是连接西边
凉州的重镇，故被人称为古
丝路上的重镇。

商路开通后，通过古丝
路，来自内地的丝绸、茶叶、
陶瓷、工艺品等出口西方，
轻盈、精细的丝绸受到罗马
人的喜爱，就连茶叶也曾被
西方人称为神奇的东方树
叶。如今在兰州仍有不少
商人经营茶叶茶具生意，大
小茶城六七个。当地人常
饮用的盖碗茶，茶叶是其主
要原料。夏季时节，在兰州
街头巷尾、黄河岸边，乘凉

消暑的市民，手中总少不了
一杯盖碗茶。

近年来，兰州着力建设
丝绸之路黄金段节点城市，
借助“一带一路”打造向西开
放的平台，人文交流的桥梁
纽带，经济社会保持了良好
的发展。毫无疑问，兰州正
在“一带一路”上散发出璀璨
的光芒。丝绸之路经济带当
中，甘肃定义为“黄金段”，作
为甘肃的省会城市，兰州则
当仁不让地成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黄金段”的重要支点，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颗
闪耀的钻石。

未来数日，“丝路花雨·
出彩河南丝路见证”——“陆
上丝路采访团”，将在金城兰州
探访古丝绸足迹，采访在此顽
强拼搏的河南老乡，讲好河
南故事，传递河南好声音。

从瓜田采摘到郑州市民餐桌
7小时就能吃到新疆哈密瓜

古有驼铃阵阵 今有卡车长龙

河南人在哈密建起新型物流园

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开
始，哈密就一直是内地往来
新疆的第一站。古丝绸之
路上，驼队长途跋涉，到达
哈密东天山脚下，看到大片
绿洲，人们自然有停留歇息
之意，同时让骆驼也吃个
饱。久而久之，哈密就成为
人们往来歇脚的驿站。如
今，沿着古丝绸之路，国道、
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人们的
运输行程大大加快，但哈密
作为新疆东大门的地位仍
然没有变。正是看中了这
样的优势，河南人何俊杰在
哈密开办了一个现代化的
物流园。
郑报全媒体记者 黄永东
左丽慧 郭仕杰 发自哈密

洮云陇草都行尽 路到兰州是极边

陆上丝路采访团抵达兰州
俗语说丝路十分美，九分在甘肃。6月21日，“丝

路花雨·出彩河南丝路见证”——“陆上丝路采访团”抵
达陆上丝路重镇兰州，开启当地采访，讲述河南故事。

兰州古称“金城”，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
节点城市，也是唯一黄河穿越市区中心而过的省
会城市。自古以来，兰州就是贯穿中原与西域的
交通要道与商埠重镇，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要
都会和纽带，在沟通和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古丝绸之路也在这里留下了众
多名胜古迹和灿烂文化，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
来观光旅游。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曹婷 周甬 发自兰州

聆听着数字经济的澎湃涛声 新豫商：

推动郑州环保设施迈向智能化

入夏的郑州街头、超市、水果摊位上从不缺乏新疆哈密瓜的身影，但很少有郑州人知
道，从新疆哈密市瓜田里摘下的新鲜哈密瓜，经过装箱、空运，最快7小时就能上到郑州人
的餐桌。

“哈密瓜”究竟从何而来、有着怎样的过去与现在？昨日上午，“陆上丝路采访团”记者
一行前往位于哈密市伊州区南湖乡的哈密瓜种植基地，为郑州市民一探究竟。
郑报全媒体记者 黄永东 左丽慧 郭仕杰 发自哈密

“杭州是创新活力之城，在杭州点击鼠标，联通
的是整个世界。”曾在G20峰会上流行的这句话，充
分折射出杭州的精神气质：科技创新、数字引领。聆
听着数字经济的澎湃涛声，在杭州打拼多年的“新豫
商”，开始瞄准人工智能这一市场新蓝海，奋勇搏击。

昨日，在浙江杭州河南商会办公室，该商会副会
长、浙江延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江涛向郑
州报业集团“网上丝绸之路采访团”记者讲起他的创
新实践故事。
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赵柳影 李焱 陈冲 发自杭州

福建经济看泉州，泉州经济
看晋江。作为经济强市，晋江有
“中国鞋都”之称，鞋服产业发达，
培育出了安踏、特步、匹克、乔丹
等全国知名品牌，也吸引了一批
河南人跋山涉水前来淘金。

昨日，本报“海上丝绸之路
采访团”抵达晋江，实地探访这
个全国经济百强县中排名靠前
的佼佼者。采访中，我们发现，无
论是南安、晋江，还是泉州乃至福
建，这片滨海区域今天的繁荣美
丽，都有河南人的一份付出。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文霞 侯爱敏
宋晔 刘小涛 发自泉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