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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高密：6 . 7亿元种高粱不属实
“种一万亩，每亩地补贴一千元”有失实夸大之嫌

本报潍坊10月20日讯 (记者
赵磊) 有媒体报道，高密要种

植万亩红高粱，估计总投资达6 . 7

亿元，20日下午，高密官方称，“万
亩红高粱”计划属个人设想，并
未得到官方的承认。

20日，记者致电高密市委宣
传部新闻中心。“对于这件事，其

一，这并不是高密市委市政府的
决定，而是个人的一些设想；其
二，种植万亩红高粱也需要征求
一下莫言的意见。”新闻中心的
负责人王有志对记者说，之前，
他已经在电话中回应了多家媒
体提问，也是同样态度。

王有志告诉记者：“种植万亩

红高粱这样大的动作，我们没有经
过任何科学论证，是不会随便下结
论的。”而对于媒体报道的“计划投
资6 . 7亿元，弘扬红高粱文化”、“种
一万亩红高粱，每亩地补贴一千块
钱”等新闻，该负责人表示，部分报
道存在失实、夸大之处。

“说这几句话的是高密市胶河

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他
当时没以为是采访，是在跟记者闲
聊的过程中说的，其中包括一些个
人想法，所以有些话说得有点过
头。这些想法不代表官方，不代表
市委。”高密新闻中心负责人对记
者说，范珲因为此事现在压力很
大。

对于6 . 7亿元投资的出处，新
闻中心负责人表示，目前，高密
市委市政府还没来得及研究投
资莫言旧居、红高粱等事情，暂
时还没有列入计划。同时，这件
事情他们会尊重莫言和家人的
意见，尊重客观规律，保持清醒
的头脑，不会轻易作决定。

从诺贝尔奖揭晓的那
一刻起，如何包装高密，成为
一个大家都在关注和思考的
话题。10月18日，有媒体报道
称，“当地计划投资6 . 7亿元，
弘扬红高粱文化”、“计划播
种万亩红高粱”。

报道引发众网友质疑。
莫言在北京出席座谈会，针
对上述消息表示，“很多消
息风风雨雨，我都没听过，
不可当真了。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有的是误传，
有的是开玩笑，各种情况都
存在。” 据新华社

本报聊城10月20日讯(记者
陈洋洋) 连日来，本报报道了冠
县58岁老教师筹资建希望小学一
事，引起不少热心人关注。为了进一
步提高该校教学质量，聊城大学承诺
对该校19名老师进行免费培训。

19日，聊城大学五名大学生志
愿者走进冠县民生希望小学支教，

58岁老教师筹资建的小学的400多名
孩子终于如愿上上了音体美课程。

有了专业的音体美老师，高
兴的除了孩子们，还有学校一直
担任多科目教学的“全能”老师
们。记者了解到，虽然聊大的志愿
者愿意长期支教，但是该校整体
师资力量仍然有待提高。该校农

村教师急需学习补充专业知识，
提高教学技能。“如果大学生有急
事来不了，我们学会了可以顶上
去临时上课。”该校一名老师说。

“大学生去给孩子支教，老师
可以来大学充电学习。”听说老师
们很愿意和支教老师交流学习专
业知识，聊城大学有关负责人表

示，欢迎老师们来大学交流学习。
该校音乐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可以专门准备音乐培训课，欢迎
该校所有老师来大学接受专业知
识培训，在周末或节假日都可以
来。该负责人说：“做一件有意义
的事就要长期坚持做到底，为了
孩子们把各方面都考虑到。”

莫言：

我都没听过

不可当真了

微博上，不少网友纷纷
发表意见，多数对此持怀疑
态度。网友@yq蕉下听雨
说：“文化是需要积淀的，靠
老百姓的血汗钱突击拼凑
出来的只能是‘东西’，且不
说这东西的好坏，但离文化
必有距离。如果一定说是，
那也只能是挂羊头卖狗肉
的东西。”网友@力量来自
安安说：“我选择不该种高
粱，这是在消费莫言。”

同时，对于万亩红高粱
计划，也有网友支持。网友
@老不死的地盘表示：“这
未必是坏事。做成高粱酒，
醉倒高密人，来个醉歌酒
舞，就更能魔幻了！嘻嘻哈
哈一番，这情景比得百万美
金的狂欢，更耐看，更好
看！” 本报记者 赵磊

网友：

种红高粱

未必是坏事

红高粱风波，谁过度消费莫言
专家：如何利用好莫言影响值得探讨，种高粱或可尝试，关键是怎么种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投资6 . 7亿元种植“万亩红高粱”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记者采访中注意到，目

前众人瞩目之下的“红高粱”，有诸多被外界误读之处。一些专家认为，高密种高

粱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但关键是谁来种，谁来补偿农民。

格“当代武训”筹钱建小学追踪

19名老师将到聊大免费“充电”
可在周末或假期接受专业培训

据新华社上海10月20

日电 卫生部部长陈竺20

日表示，我国应加快发展转
化医学，应对复杂疾病谱带
来的挑战，为科学制订预防
和治疗决策提供依据，减轻
疾病负担，提高人民福利。

转化医学是指实验室
和临床两者间的双向知识
转化过程，促进疾病的预
测、预防、诊断和治疗。这一
概念进一步扩展到公共卫
生领域，也就是将实验室研
究结果与临床指南整合成
为最优实施准则，为基于科
学的循证决策提供依据。

卫生部部长陈竺：

发展转化医学

减轻疾病负担

在各方媒体的报道中记者注意到，高密
市新闻中心的回应并未指出媒体哪些细节、
事实有出入或者失实，只是意在强调当地对
莫言的开发不会急于求成。

实际上，媒体的报道和网友的非议有明
显的出入。据报道，接受采访的高密市胶河
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表示，这个需
要投资6 . 7亿元的项目包括莫言旧居周围
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
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以及乡
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其中的“红
高粱文化休闲区”内“种植万亩红高粱”。

从报道来看，以上只是来自“打造半岛特
色旅游带的计划书”，“期待着政府同意这个项
目”。但在一些网媒传播中，出现“投资6.7亿元
种万亩高粱”的提法，一些网友也对此误读。

6 . 7亿打造旅游带

仅是个人想法

高密不见红高粱

多少让人失望

记者日前在高密采访时发现，广袤的
田地中没有一株高粱。这不由得让很多慕
名找到高密去的人，心里有点儿失望。

莫言获奖后，当地搞生态旅游的几位
老板也嗅到“红高粱”背后的商机，其中一
位老板表示，他打算在生态园周围规划一
大块高粱地，吸引看完莫言旧居的游客到
他的生态园吃饭、住宿。但是不少人对高密

“诺贝尔效应”能保持多久存有疑虑。
对此，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

长陈国忠明确表示，高密红高粱“该种”。国内
著名旅游目的地婺源就是靠遍地油菜花“一月
赚一年”，高密同样可以做到。他主张，当地应
考虑规划打造一处莫言笔下的“东北乡田园”。

“如果胶河两岸种上一片红高粱，其传递的辽
阔、苍凉之美，很能震撼人心。”他说。

鼓励企业投资

搞民俗旅游区

对于高密是否该趁热种植“效益差”的红
高粱，很多人争论不休的是：谁来拿钱种？损
失谁承担？在当下莫言热席卷全国的情况下，
当地有没有过度消费了莫言资源？

陈国忠提出，经过几番文学作品和电影
渲染的高密红高粱，如今早已不单纯是一种
植物、一片高粱地，而是一种文化。人们应该
走出“红高粱”这个具体的物质概念，通过这
个符号，走进真实的“高密东北乡”，去体味莫
言“文学地理”中区域居民的“高粱精神”。

政府掏钱种高粱或许不太合适。高密完
全可以借助社会力量搞“民俗生态旅游区”，
将种植红高粱作为一种资源，请农民来种，由
企业给农民补贴。“莫言热就是一个事件旅
游，抓住就是一种很好的旅游资源。”在省内
成功规划过多处旅游项目的陈国忠说。

▲莫言旧居。
本报记者 赵磊 摄

巨资全种红高粱？
争议一

争议二 争议三诺贝尔热持续多久？ 投资失败，损失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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