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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人世间

广州仔的导赏之路

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城市漫游
更需要一位导赏员

A9看天下

以色列国运的十字路口

本次司法改革法案投票，暴露了以色列
国内已然严重撕裂

A10文娱

全方位揭秘《长安三万里》

独家专访导演与制片人，将观众
想问的问题一口气问了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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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烩

据民政部网站 7 月
26 日消息，针对有网民
日前留言称，现在婚姻登
记必须提供户口簿不合
理，与宪法规定的“结婚
自由”原则相违背，建议
对此规定进行修订，民政
部社会事务司答复称，婚
姻自由主要指不违背婚
姻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提供户口簿是为了明确

婚姻登记的管辖权，防止
重婚等问题的出现，保护
婚姻当事人的权益，与婚
姻自由并不矛盾。

偷户口簿领证的现
实家庭剧殊少，此问题的
肯綮恐怕在于人们对婚
姻登记信息联网与手续
简化的期待，而非婚姻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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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花9.9元就能生
成一套个人写真，效果媲
美专业拍摄？最近，“妙
鸭相机”“45AI 写真”等
软件走红网络。不过，争
议随之而来。

26 日，上海市消保
委点名质疑“妙鸭相机”
软件运营方——用户上
传的是佩戴眼镜的照片，
而AI生成照片中并无眼
镜，要求退款却遭到拒
绝。软件付款页面上显
示的“一旦购买成功，不
支持退款”涉嫌侵害消费
者的公平交易权。

此外，用户需上传
20 多张个人照片，相比
写真质量的好坏，不少
消费者更担心自己的隐
私会被泄露。

“AI 写真”算不上什
么创造性的新应用，不过
因 AIGC 技 术 而 比 此 前
的换脸产品精细度、相似
度更高。躲不开的，仍是
数据安全风险的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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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广网 26 日报
道，近日有消费者反映
称，自己被一个直播间
的主播吸引，主播声称
直播间开翡翠原石，开
到不好的当场退费，开
到好的还能返还数倍的
金额。顶不住诱惑的消
费者玩了几次后，数万
元有去无回。

“一刀穷，一刀富，
一刀让你穿麻布”，近两
年，“赌石”从线下被搬
到了网络直播间，骗局
层出不穷。律师表示，
违规“赌石”直播屡禁不
绝，电商平台治理存在
缺失。此类直播间通过
承诺稳赚不赔来引诱买
家付款“赌石”，事后消
失不见，涉嫌诈骗，买家
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从“开蚌”到“赌石”，
就算近在眼前都看不清、
摸不透，况乎隔着屏幕？
主播越是说得天花乱坠，
越得捂紧自己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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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的刀郎
市井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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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杨柳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
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发
展进入快车道，2022年新
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已达
25.6%，但售后维修领域的
人才培养速度并没有跟上
前端产业的发展。消费者
反映，买车容易修车难，车
子出点小问题，接连跑了
几家汽修店都解决不了。

记者走进几家传统汽
车品牌4S店的维修车间看
到，每10个维修工位中，新
能源汽车的工位平均不到
2个，新能源汽修人才短缺
是行业的普遍现状。据了
解，从事新能源汽修的技
师，不仅要掌握维修原理，
还须持有汽车维修工证和
电工证。因此，传统燃油车
的汽修店基本无法维修新
能源汽车。

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理事阚有波指出，我国现
有修理厂50万家，而能够
修新能源汽车的，可能不
到1万家。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
划指南》显示，到2025年，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人才
总量预计达到 120 万人，
但人才缺口预计可达 103
万人。

广东是新能源汽车产
销第一大省，又在职业教
育发展中居前列，如何将
新能源汽车维修人才培养
的“缺口”变为“风口”，值
得探索。

李凯尔

中国篮协24日宣布，李凯尔
（凯尔·安德森）取得中国国籍，
成为中国男篮历史上首位入籍
球员。李凯尔的外曾祖父是中

国人，生于深圳。2018
年，李凯尔曾随母亲到

深圳认亲。“我的根
在中国。”血缘和文
化认同是李凯尔归

化的重要因素。

覃海洋

正在日本福冈进行的
2023 年游泳世锦赛，中国

“新蛙王”覃海洋是风头最劲
的选手之一。这个来自湖南
株洲的 24 岁小伙子在连夺
男子 100 米和 50 米蛙泳冠
军之后，又在男女4×100米
混合泳接力中和队友夺冠，
狂揽三金。凭借令人惊艳的

表现，覃海洋已
比肩孙杨，
成 为 现 役
中 国 男 队
第一人。

刀郎

沉寂多年，歌手刀郎又火
了。新歌《罗刹海市》甫一发布便
引爆流量。歌曲与《聊斋志异》中
一篇带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同名，
一些网友猜测刀郎借歌词隐喻歌
坛往事，甚至是讽刺某些歌手。
各种猜测解读莫衷一是，却无损

作品的成功，全
网 播 放 量 已
破十亿，更有
评论者称“一
刀 拉 高 神 曲
标准”。

榴莲国产化
广东也在进击

羊城晚报记者 全良波

中国人能吃上自己种的榴莲了！7月25日，海南省榴莲协会在三亚市举办首届国产
榴莲产业发布会，首批国产榴莲上市，让“吃货”们兴奋不已。试种数十载方成功，尽管海
南榴莲实现量产还需一段时间，但已指日可待。

引种“水果之王”，拼的不止海南。在广东，茂名电白种植有榴莲500多亩，果树郁郁
葱葱，种植户曾初尝结果的喜悦，有耐心，也有信心。

这是一场水果界的“卡脖子”突围战。在榴莲之前，广东已攻下多座城池——“阳光
玫瑰”葡萄、火龙果等曾长期依赖进口的水果，在茂名、湛江等地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降
低了价格，丰富了“果篮子”，筑起了大产业链。

进口水果国产化的背后，是粤琼等省份打造热作产业“国产芯片”的不懈努力。

在水果界的“卡脖子”突围战中已屡尝胜果

如果给我国进口水果列
个座次，第一把交椅属于榴
莲。数据显示，2022 年，榴
莲进口额在中国进口水果
中稳居第一位，达 40.3 亿美
元，进口量 82.5 万吨。中国
是全球第一大榴莲消费市
场，消费量占比达41%。

进口榴莲价格长年居高
不 下 ，对 于 实 现“ 榴 莲 自
由”，榴莲爱好者们可谓望
穿秋水。事实上，早在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海南等地种
植户便探索引种东南亚榴
莲品种，却长期难以突破。
榴莲国产化之难，在品种特
性，也在水土、在技术。多少
果农迎难而上，只为攻下这
外表凶猛却生性金贵的“水
果之王”。

在茂名市电白区观珠镇
葛山且面村，茂名市果山王
农业有限公司榴莲种植面积
如今已经达 500 多亩。近
日，记者来到该榴莲种植基
地，放眼望向种植榴莲的山
头，只见果树郁郁葱葱、长势
良好，不少果苗已有一米多
高；还有不少覆盖了黑色薄
膜的棚架，里面是嫁接后的
果苗。

从 2018 年十几棵树苗
到现在的 500 多亩，公司负
责人邓育强坚信可以突破榴
莲种植的“卡脖子”难题。

“2018 年种植的果苗没
有一棵存活，2019 年存活了
50%，2021 年已经实现全部
存活，并且开花结果。”邓育

强说，种植技术每年都在进
步，去年已结出数十个小果
子，遗憾的是，眼见着即将有
小部分可以品尝到成果，却在
此前一场台风中“夭折”了。

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难找
到适合榴莲生长的环境，作
为土生土长的茂名人，邓育
强曾多次纠结能否在电白种
植榴莲。2019 年，他请华南
农业大学的教授、马来西亚
的专家前来考察，得出一个

“让数据说话”的结论。最
后，他还是决定继续尝试。

这一坚守，就是五年。
经历过树苗“全军覆没”的挫
折，也尝过初结果实的喜悦，

“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邓育
强，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当
地实际的榴莲种植道路。“经
过多次摸索，我们得出了最
适宜种植‘猫山王’这个品
种，为种植推广奠定基础。”
邓育强说，迄今为止，在这个
项目上投入已经超过千万
元，“没有急于求成，做好了
打持久战的准备”。

近日，海南种植的首批
国产榴莲上市，受到广泛关
注。海南试种榴莲的历史可
追溯至六七十年前，2018 年
正式开始规模化引种，目前
已种植榴莲约3万亩。

于邓育强而言，海南成
功种出榴莲的消息无异于一
针强心剂，使他对种植出广
东榴莲更有信心。“有机会的
话，也希望到海南去学习、交
流种植技术。”他说。

如果说引种榴莲这一
战是艰险曲折的，“阳光玫
瑰”葡萄、火龙果之役的胜
利则让不少果农相信前途
光明。

“阳光玫瑰”曾被誉为
“葡萄中的爱马仕”，原产于
日本，最初仅靠进口供应，
每斤过百元。而在国内成
功引进之后，其身价逐渐下
降，如今价格已跌到一斤
10元至15元。

2021年 7月，茂名化州
市金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
邀请华南农业大学的专家
前来考察，决定在化州市南
盛街道种植“阳光玫瑰”。
谢村通过加快土地流转，以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
展模式，种植“阳光玫瑰”近
300亩，每斤价格维持在15
元左右。合作社负责人徐
庚生告诉记者，经专家论
证，实验田里种植出的“阳
光玫瑰”甜度、香度可媲美
进口产品；更为重要的是，
谢村“阳光玫瑰”成熟较晚，
可实现错峰上市。

南盛街道不仅有满目
清爽的“阳光玫瑰”，也有另
一片火红的风景——1700
多亩火龙果迎来丰收季节，
工作人员正在采摘，忙得不
亦乐乎。由于是本地种植，
火龙果甜度高、口感好，完
全在这里“落地生根”，不仅
实现了“火龙果自由”，而且
帮助解决了周边村民的就
业问题。

事实上，火龙果囿于种
植技术，曾高度依赖进口，
从价格较高昂到成为平价
水果，缘于国产火龙果种植
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关报
告显示，十多年间，国内火
龙果种植面积和产量从平
缓增长到迅速扩张，我国成
为全球火龙果第一大国。

“批发价从每斤 30 多
元下探到低至 1元，可见火
龙果已经实现平民化。”南
盛火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
张志梁说，目前，果实主要
销往北方市场，价格实惠。

湛江市遂溪县更是我
国最早引入火龙果种植的
地区之一，也是广东省最大
的火龙果种植基地。经过
近 20 年发展，当地火龙果
种植面积达 10 万亩，产量
40万吨，亩产量4000公斤，
产值30亿元。

论“吃”，广东人就没输过。作为
我国热带亚热带作物主产区之一，广
东已发展成为热作产量全国第一、第
一产业产值全国第一、热作品种资源
最丰富的省份。近年来，广东还突出
优化品种结构和区域产业布局，聚焦
精深加工，推动农业产业大变化。

优化品种结构，种业是关键。种
业处于农业整个产业链的源头，是建
设现代农业的标志性、先导性工程，
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在
打造水果行业的“国产芯片”上，广东
也不断取得突破。百姓的“果篮子”
越来越多元丰富，不光有荔枝、菠萝
等岭南本地特色水果，引种的外来佳
品也纷纷进入篮中。

过去数年，海南、广东、广西、福
建、云南、贵州等省区的科企单位加
强合作，在火龙果等水果育种上，联
合攻关取得突破性进展，“大红1号”
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审火龙果品种，

“金燕窝”火龙果通过全国热带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现场鉴评。

如今，走在湛江、茂名、阳江等
地，葡萄、火龙果等种植园数不胜数，
更多国内外畅销的适合种植的品种
也被引进，市场整体供过于求。

在水果界的市场竞争中，擦亮品
牌，延伸产业链条，打造“顶流”的意识
越来越强。以火龙果为例，目前，市面
上共有四大类：燕窝、红心、黄龙和白
心。遂溪县杨柑镇把重点放在种植燕
窝果上面，从技术上着力，打造水果优
品。同时，围绕火龙果主导产业，遂溪
县大力推动火龙果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建设，进行“生产+加工+科技+品
牌（营销）”全产业链升级。

研发水果新品、开展冷链物流、
完善市场营销、进行精细加工……水
果产业不断完善体系，不仅实现了百
姓的“水果自由”，也让乡村振兴工作
行稳致远。

榴莲引种，一场持久战 昔日“贵族”的下凡记

种业“芯片”与“水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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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果丰收 受访者供图

位于茂名电白的榴莲种植基地内，管理员给榴莲果苗施肥 甘杨松 摄

刀锋未冷，江湖犹在。那
个艺名中带“刀”的男人，如同
任我行一样卷土重来。有人
说，他此行是为杀上黑木崖，
以报“被囚西湖牢底之仇”；也
有人说，他仅仅是想向世人宣
示，升级版的“吸星大法”威力
几何。面对纷纷流言，他仍然
保持一贯的沉默。但这沉默，
却让我拾起一些童年时代的
记忆碎片——

在我的“70 后”父亲的漫长
务工生涯中，刀郎的歌，是绝对
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刀郎对
于他的意义，或许只有金庸对
于我爷爷的意义才堪比拟。

即使在他的同龄人中，我
也从未见过像他那样喜欢刀
郎的人，这甚至一度令我心生
嫉妒。时隔十多年，我仍然记
得，他一手提着在工厂举办的
歌唱比赛中赢得的热水瓶，一
手握着玉米棒子当话筒高唱
刀 郎 的 歌 漫 步 回 家 的 情 形 。
那助他赢得热水瓶的参赛曲
目，不用说也是刀郎的歌，尽
管我已记不清楚了。

时至今日，我当然难以考
证，刀郎的突然消失对于我父亲
意味着什么。假如我问他，他一
定会满脸问号，对此表示难以理
解——一个远在天边的流行歌
手的退隐，怎么会对一个困于生
活的中年男人造成影响？

对于他的可能回答，我丝
毫不会怀疑里面掺杂有半点
矫情。如他一样，在城市之间
疲于奔命的农民工们，大概不
会对追星产生任何兴趣。包
括音乐在内的一切艺术，对他
们而言都是奢侈而纯粹的——
喜欢一首歌却不必追捧其歌
手，喜欢一首诗却不必崇拜其
作者。这种审美品质，在这年
头已然罕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
歌手的刀郎，本就是为像我父
亲 一 样 的 市 井 百 姓 而 生 的 。
他的歌词与音乐，不需要学院
派苛求的精致含蓄与条条框
框。一个忙碌终日的市场摊
贩 ，一 个 筋 疲 力 尽 的 建 筑 工
人 ，只 要 能 在 深 夜 回 家 的 路
上，从那苍凉壮阔的词曲中获
得一时快意，刀郎的作品也就
足以登上大雅之堂。

事 实 上 ，在 文 学 艺 术 领
域，通俗与高雅本就没有明确
的界限，尽管无数学者曾为此
争执不休。每当想起大学时
代，在文学课上发生的那些关
于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争论，
我 都 会 感 到 一 丝 羞 愧 与 遗
憾。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求
知与求胜的区别，以至于苏格
拉底式的思辨往往演变为智
者学派式的争辩。

如今想来，一部文学史或
艺术史，其实就是“民间派”与

“学院派”彼此对立又相互融
合的循环过程。以中国古典
文学为例：浮华绮丽的六朝诗
歌在宫廷宴会上走到尽头，雄
浑开阔的盛唐诗歌便在江湖
草泽间重获新生；萎靡不振的
晚唐诗歌被士大夫们彻底玩
坏，烟火撩人的宋元词曲便在
勾栏酒肆悄然兴起……

不知你是否留意到，在电
影《长安三万里》中出现的 48
首诗歌，有两首的作者是来自
民间的无名氏——哥舒翰念诵
的《哥舒歌》和裴十二念诵的

《题玉泉溪》。在名诗人扎堆
的时代背景中，编剧特意选出
这两首格调明快的民间诗歌，
或许便是一种暗示——唐诗的
兴盛，正是基于生机勃勃的民
间审美力量。

这种民间审美力量，既体
现在李白的诗中，也体现在刀
郎的歌中。关于这一点最好
的说明，或许便是多年前我的
一次亲身体验——

那天傍晚，我在一条西北
沙 漠 公 路 上 等 到 一 辆 大 巴 。
车显然已行驶很久，乘客们疲
惫不堪。突然间，车厢里的公
放音乐切换到《西海情歌》，所
有人似乎顿时充满了生命元
气。开始是一个人唱，后来则
是 众 人 合 唱 ；开 始 是 浅 吟 低
唱，后来则是引吭高唱。到最
后，连司机也加入了这场欢乐
颂……

对于刀郎来说，这一幕合
唱抵得过一万句来自乐坛的
赞誉。而在艺术面前，十多年
前的那些乐坛恩怨也就显得
无聊至极。同样感到无聊的，
或许还有我的父亲。他不在
乎那些名人是非，他在乎的是
刀郎的新歌。遗憾的是，他听
不懂。不过没关系，在他的手
机里，还珍藏着那一首首百听
不厌的老歌。

森村诚一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 24
日去世，终年90岁。森村诚一曾
撰写多部畅销作品，先后凭借
《高层的死角》《腐蚀的构造》获
江户川乱步奖、
日本推理作家协
会奖。他于 1981
年 出 版 的 报 告
文学《恶魔的饱
食》深刻揭露了
侵 华 日 军 对 华
发 动 细 菌 战 的
罪行，引起巨
大社会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