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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台湾学生经济压力大 
近九成暑期规划打工兼职

　　新华社台北 7 月 17 日电（记者石龙洪 何自力）
17 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台湾学生暑期规
划打工兼职，主因包括赚取零用钱、学费和生活费，
累积职场实务经验等。
　　当日，台湾 1111 人力银行在台北召开记者会，
发布该项调查。调查显示，台湾学生中平日课余就打
工的比例占 47.5%，只有暑假才打工的占 40%；打
工的学生平均每月工作 90.7 个小时，收入近 1.4 万元
（新台币，下同）。
　　1111 人力银行公共事务部暨职涯发展中心总经
理李大华指出，根据征信机构的统计，截至今年 4 月，
全台有 84 万人背负学生贷款，学贷总金额超过 1760
亿元，平均每个背负学贷的人要偿还 20.9 万元。沉

重的经济压力迫使学生族群趁暑假空档打工，减轻就
学期间的经济压力。
　　调查显示，岛内学生有意从事的打工类型中，比

例最高的是餐厅工作占五成，补习班老师或行政人员

占四成，卖场销售人员与便利超商人员各占两成多。

　　李大华认为，暑期是消费旺季，为因应大量消费
需求，餐饮业、零售业都会释出大量兼职机会，对有
意打工的学生而言，工作机会特别多。另外，补习班、
行政工作与卖场销售，专业门槛低，工作环境大多在
室内，较为舒适，受到学生欢迎。
　　本次调查于 1 日至 15 日针对 1111 人力银行的学
生会员进行抽样调查，有效样本数为 1012 份。

河北唐山：从“钢城”到“港城” 
城市形象更具“国际范”
　　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17 日电（记者冯维健）在河
北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内，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艘装
满蒙古国煤炭的货船驶离港口。作为曹妃甸至蒙古国
首都乌兰巴托国际班列上的重要站点，港池岛站集装
箱线路目前已正式建成，将于本月投入使用。

　　作为环渤海 5500 公里海岸线上唯一不需开挖航
道和港池的港址，河北唐山港水深、港阔、终年不
冻不淤，具有发展海洋经济与港口贸易的地理优势。
2018 年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达到 6.37 亿吨，位居全国
港口第 3 位、全球第 4 位。过去人们对于唐山市“钢
城”“煤都”的旧有印象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更
具“国际范”的现代化港口城市印象。

　　记者从河北省唐山市政府了解到，近年来唐山市
围绕“一港双城”建设布局，努力打造东北亚地区经
济合作窗口城市，推进经济由内向外高质量发展，更

好地实现由资源依赖型发展向沿海开放带动转变。

　　去年 3 月，连接曹妃甸与乌兰巴托的国际货运班
列正式开通运行，唐山港成为蒙古国商业贸易的重要
出海口。今年日韩中蒙过境班列的开通，使得来自日
本、韩国的货物可以经由唐山港，由水路转为陆路运
往乌兰巴托，为唐山港由传统吞吐大港向国际综合贸
易大港转变提供了新的机遇。

　　据悉，围绕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支点，今年河
北唐山将新设新疆库尔勒、内蒙古策克等内陆港 10
个以上，打造辐射东北、华北、西北的“三北”区域
物流分拨中心，将港口的间接腹地延伸至俄罗斯及中
亚多国。同时开行唐山港至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国际
班列，逐步实现常态化运营。并通过开通韩国、东南
亚等集装箱班轮航线，完善连通东亚、东南亚的海洋
运输格局。

红土地上果蔬香—中国“南菜园”
的改革经
　　新华社南宁 7 月 17 日电　题：红土地上果蔬
香——中国“南菜园”的改革经

　　新华社记者王念、卢羡婷、徐海涛

　　盛夏的广西百色果蔬飘香，一辆辆物流车开进壮
乡革命老区，将田间地头刚刚采摘下来的果蔬运向全
国各地……

　　近年来，广西百色不断发力推进农业供给侧改

革，因地制宜优化种植结构，让“菜园子”品种更加

丰富；从标准入手提升果蔬品质，让有机绿色成为主

打招牌；线上线下对接大市场，让更多舌尖幸福得到

满足。百色，曾经闭塞落后的红色土地，已成为中国

“南菜园”。

　　打造“三区两带”：荒山坡多了 “致富果”

　　黄炳延是百色市右江区汪甸瑶族乡塘兴村农民，
上世纪 90 年代职校毕业后，利用学到的芒果育苗技
术在自家屋后的荒山上开荒种植芒果。村里人觉得他
疯了，“都是石头、茅草，能种得了芒果？”

　　黄炳延下定决心，开荒、挖坑、引水，与荒山“杠”
上了。如今，他家的芒果园已扩种到 60 多亩。

　　“现在种芒果的人越来越多，一亩地平均产量

2000 多斤，不少人还像我一样把田地流转出去，专

心护理果林。”黄炳延说，许多曾经认为他是“疯子”

的人，也跟他种起了芒果。

　　向荒山要效益，村民脱贫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地处滇黔桂石漠化片区的百色，地质条件复杂，一些

县份耕地面积少，有的更是“九山半水半分田”，贫

困人口众多。当地因地制宜发展起特色种植业，形成

了“三区两带”的种植格局。右江河谷以发展芒果、

蔬、蔗、粮为主，南部山区以发展桑、柑橙、药材为主，

北部山区以发展茶、桑、特色水果为主，两翼山区水

果带与沿江沿河沿路秋冬菜产业带也逐步铺开。

　　靖西市南坡乡喀斯特地形广布，缺水又缺地，

昔日村民们靠种植玉米、大豆等传统作物石缝里“刨

食”。而今，石山披上了绿装，桑园、柑橘林随处可见。

“目前全乡有 3 万多亩桑园，近 2 万亩果园，达到‘人

均一亩桑、户均三亩果’，贫困户特色产业覆盖率超

过 90%。”南坡乡副乡长凌利说。

　　如今，行走在百色老区，果蔬飘香。除了河谷

一带的芒果、瓜菜、叶菜等品种，平果县的火龙果、

德保县的脐橙、西林县的砂糖桔、田林县的油茶、

凌云县的茶叶等都成为当地叫得响的产业。“现在

百色一年四季都有农产品出产，不仅‘南菜园’品

种越来越丰富，老区群众收入也越来越高。”百色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吴风雷说。

　　推进品质提升：标准先行打好绿色有机牌

　　如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曾是百色老区

面临的一道难题。百色市统一了产前栽培标准、产

中管护标准、产后分选标准，还规定统一采摘时间，

成立百色芒果研究院，为每个芒果主产乡镇配备技

术推广人员。百色芒果被打造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在百色，还有乐业猕猴桃、凌云白毫茶等 10

余个农产品获得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吴风雷介绍，

为了加强质量管控，百色针对地标产品推出了质量

可追溯体系，生产、销售、储运信息都可及时查询，

为消费者构筑了一道食品安全防线。

　　“为了更好把好质量关，县里成立了有机农业

发展领导小组，并专门设立了有机农业管理办公室，

去年全县有机认证面积 1.8 万亩，有机产值在本地

农业生产总值中占比超过 30%。”乐业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杨昌勤介绍，作为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近年来当地组建专业监管队伍对每个生产基地单元

进行抽查，实现有机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全过程质量

安全追溯。

　　对接大市场：让优质产品送达更多餐桌

　　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小农生产是百色农

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为将小农户引入现代

农业发展轨道，近年来，百色着力强化市场导向，

大力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在抵御市场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擦亮“南菜园”招牌。

　　走进右江区澄碧湖芒果产业核心示范区，山上

数千亩的芒果看不到边。右江区果蔬办副主任罗日

关介绍说，示范区引进多家龙头企业入驻，同时成

立了 6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 家家庭农场，通过“公

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模式，推进芒果产销一

条龙服务。“近几年我们主动走出去，引导种植户

和企业一起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举办芒果推介

会，芒果知名度大大提升。”

　　许多农产品还走俏网络。2018 年，百色芒果销

售电商达 9800 多家，通过电商销售发生的寄递量

达 2283.5 万件。田东县还成立了芒果线上营销“一

件代发”统一配送中心，84 名企业家、个人商家会

员实现了统一管理、统一供货、统一包装、统一仓

储、统一物流的联营模式。

　　2013 年底，“南菜北运”项目“百色一号”果

蔬绿色专列开通运行。“百色一号”运营企业主管

黄旋红介绍，目前专列已形成农产品冷链流通体系，

累计开行 100 余趟，向北方市场输送了大量广西优

质农产品。

　　在百色，专列运输的农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运

送范围逐渐延伸到东盟地区。2018 年 3 月，借助中

欧班列（南宁—河内）跨境集装箱班列，“百色一号”

还开通了“南宁—河内”跨境农产品冷藏集装箱班

列并实现常态化运行，来自西北地区的苹果、洋葱

等农产品得以快速进入东盟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