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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16号馆内，

袅袅药香与人群的交谈声交织，走出深山

的天麻、三七等传统中药材，在第 9届中

国－南亚博览会迎接八方来客。

6月 22日，南博会进入第4天。作为

核心展区之一，首次设立的中药材产业馆

以“滇南本草、世界共享”为主题，汇聚了

国内外 160余家企业参展。云南是我国

中药材种植大省，馆内展出的 1500余款

中药产品涵盖原料、颗粒、饮片及药食同

源等类别，串联起一条从高原深山走向世

界的中药材产业链。

在昭通天麻展台旁，一个简易的直播

间悄然搭起：一部手机、一盏灯、一个展示

台。主播调试着设备，展示台上放着的天

麻，色泽金黄、表面微皱，这是来自彝良小

草坝的乌天麻。

天麻，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名贵中药

材。作为全国天麻核心产区之一，昭通天

麻年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被认定为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我们坚持原生态种植，种

植基地主要分布在海拔1400米到2800米

的高寒山区，年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到10
万亩。”昭通市彝良县鸿盛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王万银手捧还沾着泥土的鲜天

麻介绍道。

展台上，天麻粉、天麻冻干片等产品

整齐陈列，昭示着传统种植向现代产业的

蜕变。“我们建了天麻初加工厂，经过研

磨、切片后的天麻被批量输送到广东、上

海等地的药厂、药店，带动周边五六个村

子的农民增收。”王万银说。

穿过琳琅满目的药材原料展区，文山

三七展区内各式各样的三七产品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从粉剂、原浆、胶囊等各类

保健品，到牙膏、泡脚液等日化用品，三七

的各类精加工产品覆盖吃、喝、用多个场

景。“这次展会我们一共带来了 146种商

品，覆盖7大品类。”云南七丹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新零售部商务经理朱文瑞说。

展柜上成排摆放的“鲜三七原浆”格

外引人注目。为了方便消费者饮用，鲜三

七原浆优化了包装、口味，手撕即饮，口感

回甘，一改传统三七粉冲泡服用的苦涩

感，成为线上销售广受欢迎的明星产品。

“我们的很多产品免煮即溶，年轻消费者

特别认可这种‘新中式养生’，去年线上销

售额达1.8亿元。”朱文瑞说。

在云南白药集团展区，针对不同国家

市场的产品包装各具特色。云南白药集

团国际业务事业部工作人员张哲铭正向

外国客商演示云南白药气雾剂的用法。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都

有不错的销量，因为有很多文化是相通

的，海外消费者对我们的认可度很高。”张

哲铭说，“南博会是我们对外展示品牌和

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窗口，开展这几天，已

经有很多家药企来到我们的展区参观，交

流出海经验。”

云南白药的国际化步伐不止于此。

张哲铭背后的展板信息显示，公司正积极

拓展南亚、东南亚及北美市场，将中药推

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杰透露，

云南计划实施中药材良种育繁推体系建

设、高品质中药材供应基地建设等重点工

程，目标是到 2027年中药材种植规模达

100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 150万吨以上，

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

记者穿行于展馆间，从带着泥土芬芳

的鲜天麻，到科技感十足的精加工设备，

再到一张张洽谈合作的笑脸，深切感受到

古老中药在产业化、国际化推广下焕发着

的蓬勃生机。乘着南博会的“东风”，“滇

南本草、世界共享”的美好愿景正一步步

走向现实。（新华社昆明6月22日电）

让世界共享中药瑰宝
——探访第9届南博会中药材产业馆

□新华社记者 胡了然 熊轩昂

美丽的富春江畔，郁达夫故居静静矗

立，而那位曾在这里眺望江景的文人，早已

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一介书生，以笔为戈，

最终血染南洋，他用生命书写了中国文人的

铮铮铁骨。

今年是郁达夫殉难80周年，这位被誉为

“反法西斯文化战士”的作家，在1945年日本

宣布投降后仍遭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度尼

西亚苏门答腊丛林。他的名字，不仅铭刻在中

国文学史上，更镌刻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

的纪念碑上。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

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3年，17岁的郁

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在日记中庄严写下：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即余命

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这一誓言成为贯穿他

一生的精神主线。

作为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

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以真率酣畅、热情明丽著称，

《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而当民族危亡之际，这位文人毅然走出

书斋。为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郁达夫掷地

有声地写下了：“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

牺牲。”

壮言背后，是惨痛的家国之殇。1937
年末，郁达夫家乡富阳沦陷，70多岁的母亲

因不愿伺候日军吃喝，躲进深山最终饿死。

郁达夫悲痛写下一副挽联，“无母可依，此仇

必报”。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

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他辗转浙东、皖

南抗日前线，以战地记者身份记录中国军民的

不屈抗争。同年末，他远赴新加坡，担任《星洲

日报》副刊《晨星》编辑。此后郁达夫还担任了

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1939年至1942年间，郁达夫在新加坡发

表了大量支持抗日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

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

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化名“赵

廉”，流亡至苏门答腊。他开办酒厂作为掩

护，继续从事抗日工作。

一次偶然的意外，暴露了郁达夫的日语

能力。日本占领军随即强迫他担任翻译。

在当翻译期间，他暗中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当

地人和华侨，并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

和罪行。这些情报成为战后审判日军罪行

的重要证据。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郁达夫却不知危险正悄然逼近。8月

29 日晚，他在家中被带走，后遭到秘密杀

害，终年仅49岁。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年，郁达

夫入选全国首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

雄群体名录。

如今在富春江畔，以郁达夫命名的学校、

码头、公园，默默传承着这位爱国文人的精神火

种。2015年，富阳撤市设区时，市民投票将原

市心路和市心北路改名为“达夫路”，以表达对

这位故乡之子的深切怀念。

由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社和杭州市

富阳区政府共同设立的郁达夫小说奖每两

年举办一届，目前已举办了八届，逐渐成为

国内颇具影响的文学奖项。

郁家后人始终铭记先辈的精神遗产。郁

达夫烈士之孙郁峻峰表示：“在民族危亡的关

键时刻，郁达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人风

骨。作为后人，我们以有这样的先辈为豪；这

种大义、大节也必定会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

成为后辈精神世界的巨大支柱。我们要让他

的精神像连绵不绝的春江潮水一样，一直传

承下去。” （新华社杭州6月22日电）

从文人到战士：

郁达夫的笔尖抗战
□新华社记者 许舜达

新华社武汉6月22日电（记者 侯
文坤）华中科技大学 22 日发布消息

称，该校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李

亮教授团队20日成功实现71.36特斯

拉平顶脉冲磁场强度，刷新了该中心

于 2018年创造的 64特斯拉平顶脉冲

磁场强度世界纪录，进一步巩固了我

国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据专家介绍，强磁场是现代科学

实验最重要的极端条件之一。各国

学者在强磁场条件下的科学研究一

直非常活跃，在物理、化学、材料和生

物等领域取得了大批原创性重大成

果。而平顶脉冲磁场是强磁场技术

的前沿方向，兼具稳态与脉冲两种磁

场的优势，能实现高磁场强度且在一

段时间保持高稳定度，为核磁共振等

研究提供独特的实验条件。

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是华中科

技大学承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此次测试中，针对强电磁力下

磁体结构稳定与大电流精确调控两

大难题，团队在材料与调控技术上

也实现了新突破，不仅自主研制了

国产高强高导铜银合金导线，较原

有材料提升抗拉强度近 40%，还创

新性地将瞬态控制问题转化为逆向

电路拓扑设计，实现预构磁场波形

精准生成。

据介绍，李亮教授团队此次创造

的71.36特斯拉平顶脉冲磁场强度，比

国外现有水平高约19%。

我国科学家在强磁场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

6 月 22 日，在济南市黄岗路穿

黄 隧 道 ，“ 山 河 号 ”盾 构 机 在 掘 进

作业。

当日，山东省济南市黄岗路穿黄

隧道顺利完成黄河段掘进任务，这一

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工程建

设取得阶段性突破。济南市黄岗路

穿黄隧道全长约 5755 米，其中盾构

段长约3290米，盾构机开挖直径17.5

米，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直径水下

盾构隧道。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完成黄河段掘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