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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印发《关
于通报表扬 2020 年全国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的通知》，对
106 个措施有力、成效突出、群
众满意的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予以通报表扬。其中广东省四
地获通报表扬，梅州平远县榜
上有名。

走进平远县上举镇上举村，
颇具特色的客家民居整齐排列，
干净整洁的乡间小道穿村接户，

郁郁葱葱的青山绿树环绕村
庄。“村里哪里都是干干净净的，
大家看到都很满意，我们都是自
动自觉把房前屋后搞得整洁美
观。”村民邱阿姨说。

据介绍，上举镇坚持以农民
为主体，用规划指导群众，用政
策激励群众，用示范带动群众，
充分借助党员、乡贤、妇女和村
民理事会等的力量，有序推进

“三清三拆三整治”、客家特色民
居外立面改造、规划设计和节点

打造等工作。“通过多渠道、多形
式引导，使广大群众做到讲卫
生，户户要清洁；通过党建引领，
充分发挥党群理事会、村民理事
会和外出杰出乡贤、离退休干部
的作用，推进房屋外立面改造；
垃圾处理坚持户投放、村收集、
镇转运、县处理，做到了日产日
清，建立长效的镇村村庄保洁运
行机制。”上举镇党委副书记邝
文兵说。

据了解，近年来梅州平远县

积极推进村庄清洁行动，扎实开
展“五片示范·百村整治”，打造
了石正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工
程；15 个示范村和 39 个“四沿”
村，基本完成“三清三拆三整
治”；100%行政村建成干净整洁
村，60%以上行政村建成美丽宜
居村；完成新农村公路路面硬底
化改造工程 101 公里，建成 9 个
镇级和 23 个村级污水处理设
施，农村无害化户厕普及率达
98.9%。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在揭阳普宁采
访时获悉，羊城晚报在2018年以
《广东普宁 16 岁高中生造“多功
能冰箱”获国家专利》为题，报道
过的曾获得广东省创客大赛特等
奖的“黑科技”，已完成从设计图
纸到生产应用的蜕变，即将进入
正式投产阶段，而这款兼具蔬果
活养式保鲜与降解农药残留的

“活养箱”的研制者之一吴杰阳，
也已是一名就读于广东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的大一学生了。

五年潜心研发“异
想天开”的创意

时隔 3 年，再次见到吴杰阳
时，他除了是一名在读大学生外，
还多了一个头衔：广东省世阳健
科技有限公司法人。原来，为了
让自己和团队研制的“活养箱”能
早日推向市场，吴杰阳不久前在
广州注册成立了这家公司。

“公司取名‘世阳健’，就是想
体现‘阳光人生，健康世界’的理
念。”吴杰阳说，当前他虽然还在
放寒假，却一天也没有闲着，总在
忙碌于“活养箱”的量产工作。

而谈起自己和团队研制出
来的“活养箱”时，吴杰阳一下子
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记
者介绍了起来。吴杰阳说，传统
冰箱的保鲜方法是用低温让采
摘下来的果蔬慢慢死去，而他们
的思路则是根据光合作用是植
物生长的重要过程这一规律，为
其创建适宜的人造环境，让果
蔬、鲜花乃至中草药可以继续进
行缓慢的光合作用，就能够让它
们保持活体状态，继续慢慢活
着，并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降解
农残。

吴杰阳随后将记者带到他们
的“活养箱”样机前，缓缓打开箱
体柜门，只见这个外观与普通冰
箱并无太大差异的箱体冷藏室
中，白色水汽喷雾弥漫，多种彩色
光交替闪烁，各式果蔬就保存在
这样一个人造环境之中。

“我们通过无数次的实验，
得出最适合果蔬生长的光照、
湿度和温度，用特制装置发出植
物生长所需的脉冲光，配合温度、
湿度控制系统。”吴杰阳说，在长
达 5 年多的不断试验和改进中，
如今的“活养箱”已是第六代产
品，其加湿器和发光板的使用寿
命更长了。

而除了保鲜外，该“活养箱”
还有降解农药残留的功能。“在

‘活养箱’内，通过蔬菜的光合作
用，果蔬内部的一部分农药被排
出植株体外，从而实现更彻底的

农药降解。”吴杰阳告诉记者，这
一解决方案同时使用了人造光源
照射的“光解反应”、高湿度下水
蒸气对农药残留的“水解降解”和
蔬果存活状态下“体内代谢法”三
种方法。

为验证“活养箱”的可靠性，
吴杰阳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检
测报告。原来，为使这款“活养
箱”更具说服力，他们还将样机
送到“农业农村部蔬菜水果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 州）”和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进行
了系统测试。根据报告内容，他
们选送的样机果蔬保鲜和农药
降解的效果明显，比如空心菜用
超过国家标准 15 倍的敌敌畏喷
施，24小时内降解率达到70%以
上，48 小时后，农药去除率达到
98.1%。

走上科学创新之路
得益于父亲

吴杰阳之所以会走上这条科
学创新之路，得益于其父亲的鼓
励和支持。据悉，吴杰阳的父亲
吴健毕业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对农业科技研究颇有兴趣。早在
2015年时，还在普宁二中上初二
的吴杰阳在吴健的鼓励和学校的
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果蔬保鲜和
农药降解的相关研究实验。

吴杰阳说，实验工作是十分
辛苦和单调的，他和团队成员们
夜以继日，把枯燥的实验重复进
行了一遍又一遍，各种蔬菜和水
果换了一茬又一茬。爆炸的灯
管、无数次的触电、核心材料试验
停滞不前等困难都曾遇到过，但
好在他们都一一坚持挺过了，项
目也不断获得突破。

在此期间，2017 年，吴杰阳
创客团队通过深圳某科技公司与
广东工业大学联合申报了“2017
年应用型科技研发及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专项资金（应用型科技研
发扶持）”，获得广东省财政专项
扶持资金 300 万元；2017 年 12
月，吴杰阳、吴杰派代表普宁二中
参加“2017年粤东青少年创客大
赛”，获得特等奖；2018 年 3 月，
他们又获得“广东省中小学生（含
中职学校）创客大赛”特等奖，并
在 2018 年摘得“潮汕星河奖”科
技一等奖。

不仅如此，截至目前，吴杰
阳创客团队已经获得“一种植物
生长灯”“一种基于 LED 脉冲光
降 解 农 药 的 方 法 ”“ 一 种 基 于
LED脉冲光的蔬果保鲜装置”和

“一种多功能冰箱”四项发明专
利授权，以及十项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

梅州大埔：
“摧不垮打不掉掉””的的红色交通线红色交通线

“汀江河水波连波，两岸青山都是歌，不怕历经艰和险，披星戴
月送伍豪……”时至今日，在广东梅州的大埔县青溪镇还传唱着
《跋山涉水送伍豪》这样一首山歌，听着旋律仿佛还能看到，在被称
为“虎口交通站”的大埔中站青溪红色交通线上，化名“伍豪”的周
恩来乔装成“进山做生意的老板”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翻山越岭前
往中央苏区腹地瑞金的画面。

80多年前，为传递重要情报、输送重要物资、转移临时中央机
关和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等，中央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而途经广
东梅州大埔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是唯一一条未被敌人摧毁的交
通线。80多年后，一个坐落在边远山村的“广东省（大埔）保密教
育示范基地”——中央秘密红色交通线展馆，正讲述着这条“摧不
垮打不掉”的红色交通线背后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连接远在数千里外党中央与
中央苏区的生命脐带，又称为“苏维
埃血脉”，是党的秘密信息通道、交
通通道、经济通道。大埔中站，位于
汀江畔梅州市大埔县青溪镇青溪村
里铺自然村，有“虎口咽喉”之名。

“虎口”说的是大埔中站，处于当年
国民党大埔县城所在地茶阳与闽
粤两省边界上的虎市村中间，茶阳
有国民党驻军、边界上的虎市村有
戍守边界国民党正规军重兵把守，
大埔中站辖区内红区、白区相间，
国民党正规军、反动民团和暗探常
巡查、造访，危机重重。

上世纪 30 年代初，中共六届
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建立中央
苏区, 根据苏区建设的需要，中央
交通局成立，在中央苏区创始人毛
泽东与周恩来的运筹下，建立由上
海直通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地下交通线被提上议程。经过一
段时间的筹备，一条由上海经香
港、汕头、大埔、永定进入中央苏区
核心区长达三千里的红色交通线
建成。大埔中站辖区大埔境内的
交通线站（点）水路以韩江、汀江为
主线，陆路以青溪村为起点，走山
路经虎市村多宝坑自然村、铁坑
村、伯公坳闽粤边界上的永定县桃
坑村（大埔中站陆路辖区），转闽西
交通大站，全程超过100公里。

这条被毛泽东生动地比喻成
“人体的血脉”的交通线，在 1930

年至 1934 年间安全护送了周恩
来、邓小平、叶剑英等200多名党、
政、军骨干，及一批电讯技术人员、
文艺工作者安全进入中央苏区，送
入苏区药物等民用、军用重要物资
有300多吨。交通线运行期间，没
有发生一起护送的干部被捕和物
资损失的事故。这是党的地下交
通保密工作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共
党史上的一个奇迹。直到1934年
10月，红军长征时仍保持畅通，史
称：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中央红色交通线本来有多条
支线，但其他交通线支线1931年因
顾顺章和向忠发的被捕叛变遭到严
重破坏，先后全部被切断，唯独上海
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进入苏区
的主线路保存下来，这是苏区党组
织最早开辟的，也是唯一一条自始
至终没有被敌人破坏的交通线。没
有它，中央苏区需要的大批物资、党
在白区需要的工作经费，党和军队
的大批领导精英、党中央机关就不
能安全进入中央苏区，那中央苏区
历史就可能要重写。”余敏说。余敏
是大埔县第三代党史工作研究者，也
是梅州市申报中央苏区专家组一员。

摧不垮打不掉的红色“血脉”，不
断地给中央苏区输送着养分，既是精
神的、也是物质的，既是供给的、又是
事关全局的。正是因为有了红色“血
脉”的存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就更添
了活力，更为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形
成燎原之势积蓄能量。

为何它始终不受敌人破
坏，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硕果仅存的一条红色干
线？这与大埔交通中站的战
略地位与结构的特殊性有关。

大埔中站辖区处于中央
苏区南部前沿，辖区内是国民
党统治区与苏区相间，与水
路、陆路交接的地方，因此，大
埔交通中站与其他交通站有
所不同，有其独特的特点：一
是交通中站负责人实行任期
制，每任一年。二是创建了进
入中央苏区同志的政治纪律，
服从交通站的身份安排，按不
暴露身份的保密纪律进行乔
装。三是制定了信息安全与
接送制度。同时，大埔的党组
织和民众直接参加了交通站

的组建和交通工作。埔北苏
区为了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安
全，将党和政权组织隐藏于群
众之中，并组织船工及农民、
妇女组成运输人员，共同战
斗，确保了中央红色交通线的
畅通。

另外，为确保中央红色交
通线的安全，中共中央专门成
立交通局，并建立了中央红色
交通线专职交通员队伍。“当
时中央选择交通员要求很严
格，不仅党龄要长，政治立场
要坚定，还须有一定的对敌
斗争经验。交通员要有社会
职业作掩护，生活要社会化
大众化，还要具备随机应变、
自圆其说的能力，对每个时
期的‘行情’倒背如流，最重

要是要英勇斗争，当时有一
些交通员遭到逮捕，不惜牺
牲自己，用生命保护了交通
线的安全。”梅州市保密委专
职副主任、市国家保密局局
长陈益明说。

交通局还实行一套秘密
工作方法，规定交通员只有单
线联系，他们并不了解全线的
情况，即使是交通局长对全线
的交通员也不全认识，交通联
络采取自上而下、由下而上、
或只上不下、只下不上的分
片、分层的管理办法。“选择并
建立好交通站极为重要，按当
地情况设站的办法各有不同，
有的组织家庭，有的开铺设
店，有的利用社会关系。”陈益
明介绍说。

红色交通线大埔中站交
通工作的运转，主要靠以家
庭、小商店、饭店模式的联络
小站及秘密仓库。如青溪村
沙岗头的永丰号、虎市多宝坑
村的邹日祥家、大水坑村秘密
仓库棣萼楼等。

多宝坑村位于大埔县北
部，翻过多宝坑村走一段山路
后，即可到达福建省永定县。
因其特殊地理位置，这里曾设
有秘密交通站——多宝坑小
站，村民邹日祥的家“缵诒
堂”。

1931年初的一个夜晚，一
名进山做生意名叫“伍豪”的
老板在交通员肖桂昌、黄华的
护送下，开始了去往中央苏区
腹地的行程。同时，大埔村民
邹日祥夫妇接到了一次特殊
的护送任务——护送老板“伍
豪”进入苏区腹地。当夜，邹
日祥夫妇在自家的家庭式交
通小站接待了“伍豪”，直至第
二天天色昏暗，邹日祥等人护
送这个神秘客人翻山越岭到

达永定后返回，而老板“伍豪”
就是中央重要领导人周恩来。

1931年 8月，中央交通员
杨现邻到多宝坑交通小站，因
叛徒出卖，被国民党虎市村驻
军发现，为掩护交通员杨现邻
安全转移，邹日祥的母亲江强
英在家中开门引敌，饮弹壮烈
牺牲。而邹日祥自己也曾先
后三次被捕坐牢，家里遭洗劫
一空，但他却死守党的交通机
密。邹日祥的妻子江崔英含
泪掩埋好婆婆的遗体，也一样
毅然投身到前线交通工作。

维持红色“血脉”跳动不
息的是英勇的交通员，地下交
通员们忠于职守、前赴后继、
不惜献身，以对党的绝对忠
诚，冲破重重障碍，保障了红
色“血脉”顺畅运行。据了解，
大埔交通中站处于国民党统
治区与苏区相间地区，革命和
反革命的斗争甚为激烈。

为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
段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历史故
事，2015 年，梅州市国家保密

局及有关部门广泛调查搜集、
整理和挖掘中央红色交通线
相关史料，在大埔中站所在地
青溪镇建设中央秘密红色交
通线展馆，并于2016年 5月完
成布展向公众开放。2016 年
底，经广东省国家保密局检查
验收，中央红色交通线作为党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秘密工
作的典范，展馆内用大量事例
生动展示了这一卓著成就，被
确认为“广东省保密教育示范
基地”。

2021年年初，应解放军新
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央视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讲
武堂》栏目组邀请，陈益明作
为嘉宾代表梅州市参加《红色
血脉》节目录制，向全国观众
讲述我党早期红色交通线开
辟和运作的斗争历程，再现建
党初期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
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
前赴后继，严守党的秘密，在
敌人的营垒下，在白色恐怖下
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惊险较量。

揭阳大学生发明的“活养箱”
即将进入投产阶段

能“复活”果蔬还能降解农药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通讯员 朱双玲

梅州平远喜获
“2020 年全国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

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通讯员 辜昀玥

追忆：“地下交通线”的诞生

揭秘：“摧不垮打不掉”里的保密故事

讲述：军民鱼水相融铸就“生命线”

吴杰阳与其团队发明的“活养箱”

重山包围的大埔汀江，
曾是中央红色交通线水路
必经之路 何森垚 摄

大
埔
中
站
秘
密
仓
库
棣
萼
楼

梅
州
市
委
办
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