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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填报辅导属于新兴市场

服务，目前还缺乏规范。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国际教育创新研究室主任苏红

说，这个领域专业性很强，对从业者的

政策把握能力、视野、专业素养和人际

技能等要求很高，不是看几本书、参加

几次培训就能解决的。相关管理部门

应加强引导，建立并不断完善服务规

范，制定从业标准等。

高考志愿填报
市场火热的背后

□ 王 贤 廖 君

被称为“集邮界奥林匹克”的中

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近日落下帷

幕。人潮涌动间，难觅年轻人的面

孔；热闹的展会内，总能听到集邮爱

好者对未来的忧虑。互联网时代，邮

票的实用功能式微，集邮这项国际性

的文化集藏活动将何去何从？

参展邮品和观展人数
刷新历史纪录

作为重庆市集邮协会的资深会

员，从邮展开幕那天起，李丽萍几乎

每天都泡在展览现场。从8岁开始

集邮的她，最初是被父亲出差寄回信

件上的8分邮票吸引，几十年来，收

藏邮票成为她的一种习惯和爱好。

对许多和李丽萍一样的集邮

迷来说，中国 2019 世界集邮展览

无疑是家门口举办的一次邮票盛

宴，参展国家和观展人数均刷新历

届邮展纪录。

武汉市副市长刘子清介绍说，本

届世界邮展参展作品达4683框，共

接待游客40多万人次。7天11场不

同的文化体验活动，亮点纷呈、各具

特色。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

亚等国家多个邮政部门，专门为本届

邮展发行主题邮票；现场首次集中展

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1347套4668

枚邮票。

连日来，新华社记者在邮展现场

看到，一些颇具特色的邮品销售区排

起了长队，有的邮品短时间被抢购一

空，邮迷对邮票的热情不减。

在“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专

题展馆中，一刊放大的“民族大团结”

邮票，成为参观者排队拍照的“网红

打卡地”。这幅邮票是新中国成立

50周年时发行的纪念邮票，全套56

枚，每枚代表一个民族，是中国邮票

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套邮票，被誉

为“祖国全家福”。

“小小邮票，大大功能；方寸之

间，包罗万象。”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

会长杨利民说，当前集邮文化事业面

临不少困难，世界邮展在武汉成功举

办，极大增强了信心，增加了大家搞

好集邮的力量。

邮展现场多见“银发”
少有“黑发”

因为要交学校布置的实训作业，

武汉首义学院广电专业的学生小胡

和同学们结伴来到邮展搜集素材，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一年写不上两

三封信，最多是出去旅游时在外地给

同学寄张明信片留作纪念，感觉邮票

离我们好远啊。”小胡感叹地说。

随着人类步入5G时代，现代物

流业飞速发展，邮票作为邮资凭证

的功能基本没有了。看着从现场精

心收集的一堆珍品，李丽萍十分苦

恼，不知道自己藏品以后能传给

谁。“儿子不感兴趣，我现在开始培

养5岁的孙女集邮，也不知道结局

如何。”她说，一个藏友去世后，家里

人把他多年收藏的珍品廉价卖掉，

太可惜了。

在邮展现场，各个展位上人头攒

动，但多数是银发的老年人，少见年

轻人的身影。国家级邮展评审员梁

耀华说，集邮文化推广面临的最大课

题，就是集邮如何薪火相传。

在邮票设计家史渊看来，互联网

对传统书信文化的冲击巨大，使得传

统集邮文化推广受到了制约。他说：

“现在移动互联网太发达了，我们可

以随时随地联系上别人，还能进行视

频通话，这种即时沟通的功能肯定是

书信达不到的。但不论社会发展到

何种程度，书信作为一种带有体温的

载体，一定会有它的位置，我们要努

力找到它应有的方位。”

邮市的低迷也在一定程度上削

减了邮迷们的热情。当前，很多邮票

无人问津，不少邮票跌破发行价，邮

票的收藏价值受到影响。杨利民说：

“邮市和集邮不能画等号，但邮市长

期不好，肯定会影响集邮。”

除了不可抗的外力，传统集邮

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集邮爱

好者认为，传统邮票设计理念还不

够开放，动漫等广受年轻人喜爱的

艺术表现形式很少使用，数字化、智

能化、多维化的邮票表现方式还不

多见，网络化的销售推广模式也不

够完善。

此外，不少集邮爱好者反映，当

前邮票的印刷量虽然有所下降，但仍

然比较大；有的邮票题材泛滥，选题

门槛偏低，影响了邮票的严肃性和权

威性。

集邮期盼着在创新中
焕发活力

近年来，为推广集邮文化，相关

部门和一些地方做了大量探索创新，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全国建立

了700多个少年邮局或青少年集邮

示范基地；开展集邮文化进校园、进

机关、进社区、进部队、进企业活动；

增强邮票的科技含量和时尚感，利用

VR技术，采用宣纸、陶瓷、木材等材

质，让邮票可看可闻可感等。

杨利民表示，邮票作为人类历史

上的一种经济现象、文化现象，人们

对它的研究肯定会延续下去。

“集邮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改

革创新，不断适应科技和时代的新

要求。”杨利民说，“如果还按过去

的方式因循守旧，集邮可能会自生

自灭。”

史渊认为，要增加邮票的使用

功能，可探索用邮票寄包裹，以延续

它的寄递功能；成立选题专家委员

会，邮票组稿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征

集活动，扩大邮票影响力；提倡书信

文化，开展更多展会、设计师签名、

邮票首发等集邮推广活动；对邮票

设计理念、制作方式、推广模式进行

全方位创新，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近

集邮、爱上集邮，充分发挥集邮育德

益智的功能。

当邮票使用日少 集邮还能走多远

多国邮政在世界邮展

首发纪念邮票
本报讯 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

期间，除了中国专门发行纪念邮票外，

联合国邮政和10多个国家的邮政纷纷

为本次世界邮展发行纪念邮票，国宝熊

猫、湖北武汉的地标建筑成为这些纪念

邮票的“常客”。

据悉，联合国邮政为本次邮展发行

了一套邮票小全张，内含3枚邮票，主图

是中国国宝——双胞胎熊猫启启和点

点。这对熊猫兄弟是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UNDP）全球动物形象大使，邮票左

上角印有本次世界邮展展徽。

印度尼西亚邮票发行参展纪念小

全张1枚，使用了熊猫图案。马尔代夫

邮政发行的“太极熊猫”系列邮票共15

幅，作品表现内容是大熊猫打太极拳的

15个动作。画面以瑞雪为背景，象征着

瑞雪兆丰年，喜迎冬奥会，是对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美好祝福。

不少国家邮政发行的邮票具有浓

厚的荆楚文化和武汉地方特色。冈比

亚邮政发行的小全张，图案有黄鹤楼、

湖北省博物馆、归元寺等武汉名胜；格

林纳达邮政把武汉的长江大桥、汉江桥

“搬”上邮票小全张；圭亚那邮政发行的

小型张、小全张图案分别是黄鹤楼、武

汉大学、古琴台、武汉长江大桥等；利比

里亚邮政发行的小型张图案为一轮圆

月照耀下的黄鹤楼；安提瓜和巴布达邮

政发行的小型张和小全张均选用了武

汉樱花。

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吉尔吉斯

斯坦、法罗群岛、吉布提、莫桑比克等国

家和地区也发行了中国2019世界集邮

展览题材邮票。

6月15日，中欧班列（义

乌—马德里）特种邮票与西

班牙同步正式发行，发行数

量为 1套2枚，每枚面值 1.2

元（人民币），由著名邮票设

计师蒋蔚联手丹麦著名雕刻

大师马丁·莫克合作完成。

图为中欧班列（义乌—马德

里）特种邮票首发式现场。

奚金燕 摄

中欧班列特种邮票中欧班列特种邮票
正式发行正式发行

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上人潮涌动，却难觅年轻人的面孔，也总能听到集邮爱好者

对未来的忧虑，折射出互联网时代邮票实用功能式微

武汉设立中国2019
世界邮展纪念邮局
本报讯 为了持续推动集邮领域的

文化交流与国际合作，世界邮展执行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国

2019世界集邮展览纪念邮局。在6月

16日晚举行的世界集邮展览闭幕式上，

纪念邮局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据介绍，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纪

念邮局选址武汉东湖高新区未来科技

城。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纪念邮局

将与中国光谷区位相结合，设有“世展介

绍、申办历程、邮票中国、方寸武汉、光联

世界”五个展览区，通过科技+文化、图

片+实物、产品+互动的方式，全方位凸

显中国元素、长江元素、荆楚元素、武汉

元素、光谷元素，展现本届世界邮展的时

代风采、世界影响、文化特色。

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纪念邮局

陈列了本届邮展的珍贵记忆：会徽、会

标、会旗、吉祥物、专题发行邮品、主题活

动日邮戳、志愿者服装、展商纪念邮戳集

等。以多媒体互动方式，展示新中国成

立70年来所发行的邮票、部分珍邮等。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 任卫东 张文静 任延昕

从缺衣少食到衣食无忧，从尘土

飞扬到树木成林，甘肃省定西市安定

区走过了30多年的反贫困斗争历

程，以“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

干”的“三苦”精神，改写了“一方水土

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

找对路子
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安定区土壤贫瘠，干旱少雨、生

态脆弱。但其貌不扬的土豆，学名马

铃薯，适合在此生长。在安定区的反

贫困史里，它从未缺席。

多年来，当地坚持发展马铃薯产

业，促进产业扶贫。

安定区杏园乡李河村村民李彩

花一家种了20多年土豆，但总是赚

不到钱，有时土豆贩子不给现钱，有

时价格波动太大。

杏园乡副乡长刘小平介绍，李彩

花的问题并非个案，时间久了，薯农

种植积极性受挫，撂荒地多了起来。

在政府的支持下，甘肃蓝天马铃

薯公司积极作为，与合作社和种植户

等签订订单合同，统一种植马铃薯品

种，推行订单化保底收购，促进更好

地种植和销售，以解决“李彩花们”的

难题。

去年，李彩花和企业签了订单

后，再也不愁土豆销路了，而且当年

的收成当年就能收到钱。

蓝天公司董事长李幸泽说，公司

和定西5万多农户签了种植订单，其

中贫困户5000多户，可实现户均年

增收8300元左右。

除了土豆，安定贫瘠的土地还能

种些什么？经过多年实践，当地找到

了最佳答案——种草。

前不久，安定区香泉镇香泉村村

民马永泽主动找到村干部，要求申请

退出低保。去年，他向当地草加工企

业交了33吨饲草，收益近万元。种草

使他收获了脱贫致富的信心。

香泉镇党委副书记祁钰森介绍，

有了足够的饲草，当地养殖业也火了

起来。目前，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50%来自草牧业。

安定区委书记赵众炜说：“找对

扶贫路子，甩掉贫困帽子。安定的扶

贫扶到了贫根上，咱就能在这方水土

上养活人、奔小康！”

生态先行
绿染大地改变山河面貌

安定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毛致

军表示，安定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由

生态问题造成。对当地而言，植树就

是致富，造林就是造福。

在安定区凤翔镇中川村张家湾

社，有一片“福州林”，这是福州·定西

东西部扶贫协作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项目所在地。2017年初，两地开始

合作，仅用了一年多，就使昔日濯濯

童山变成了今日满目葱茏。

安定区林草局副局长刘赋声说，

当地坚持通过退耕还林等方式，改善

生态环境，并通过和福州合作，采用

挖大渠、种大苗、浇大水与精细化种

植相结合的办法，植树造林。

在定西市挂职的福州市林业局

高级工程师林宇说，该区域造林成活

率已达99%，小气候明显改善，雨水

多了，山更绿了。

生态扶贫带来增绿增收。去年，

村民李锋家40亩地被列入“福州林”

二期项目用地。退耕还林后，他获得

相应补贴。在项目带动下，他还有了

生态护林员的新身份，这项收入一年

约7000元。

据新华社消息，目前，“福州林”

在安定区的项目已营造生态林8000

多亩，今年还将继续投资，最终建成

一处万亩以上的森林公园。

数据显示，安定区累计完成荒山

造林、封山育林超过106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到了17.96%。受访基层干

部说，这是安定干部群众从自力更生

到借用外力，从粗放种植到科学管

理，实现绿染山河的过程。

山下重生
农民享受城市化管理服务

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

粒在喊饿。这是诗人笔下的安定。

以往，安定区鲁家沟镇将台村村民张

尚武只能靠天存水吃水用水。

直到2014年底，引洮工程正式

通水，汩汩清冽的洮河水流进旱塬山

乡。张尚武等村民们没想到，有一

天，他们因水而富。

光线充足、用水方便、交通便利，

甘肃一家园林绿化公司看中了鲁家

沟镇发展花卉育种的优势，流转100

多亩土地，打造了30个设施大棚，用

于花卉育苗。

张尚武在种地之余，还多了门育

苗的新营生。育苗高峰期，他每天可

获得80元的收入。

有了水，人们开始种植经济效益

更高的蔬菜。村民赵源森种了8亩

芹菜，去年卖了六七万元。

住在山上的老百姓看到了山下

重生的希望。2014年，在新兴际华

集团定点帮扶下，将台村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项目。

在政府和企业的帮扶建设下，魏

望一家从山上搬了下来，住进了100

平方米的新房子。更让他欣喜的是，

4岁多的儿子还上了帮扶企业建的

幼儿园。他打工动力十足，希望多挣

钱，让家人生活得更好。

将台村党总支书记彭名海介绍，

为了方便群众生活，村里组建了将台

新村管理委员会，将430多户搬迁农

户分为6个社区，聘用6名网格员负

责环境卫生、村容村貌等工作。“城里

人有的我们有，城里人没有的绿水青

山，我们也有。”

如今，压在安定人头顶上的贫穷

阴霾已“渐行渐远”。

订单生产 增绿增收 因水而富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走过30多年反贫困斗争历程，以“三苦”精神

改写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