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航拍拍家家乡乡母母亲亲河河，，大大奖奖等等你你拿拿！！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开展江河卫士无人机摄影大赛

本报济南8月2日讯（记者
王建伟） 由齐鲁晚报、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发起的
2017“江河卫士——— 我的家乡
我的河”大型公益活动正式进
入第一阶段的“观水”环节，即
日起本报将开展无人机航拍摄
影大赛，邀请摄影爱好者拍摄
家乡的母亲河。

如果您对无人机摄影感兴
趣，我们将邀请您用摄影镜头

记录下您家乡母亲河的这些变
化，母亲河的点点滴滴，沿岸日
新月异的变化，都可以成为拍
摄的内容。您可通过齐鲁晚报
官方客户端齐鲁壹点的“情报
站”进行投稿，我们将挑选其中
优秀的摄影作品在齐鲁晚报和
齐鲁壹点客户端上进行展示，
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河流的变化
和水之美。

参与到活动中，还有大奖

等你拿！本次活动将设三等奖
10个，获奖者将获得价值300
元的奖品；二等奖5个，将获得
价值 500元的奖品；一等奖 2
个，可获得价值千元的大奖！

2017年，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联合全国15家主流媒
体共同发起“江河卫士———
我的家乡我的河”大型公益
项目，围绕“家乡与河流”这
一主题，通过“观水、亲水、护

水”三个阶段的活动，唤醒更
多人的环保意识，带动更多
人加入到水资源的保护活动
中来，让更多的河流重回绿
水清波，永葆清颜。

报名方式：您可以通过应
用市场搜索或者直接扫码下载
齐鲁壹点客户端，进入“情报
站”，点击屏幕右上角的“爆料”
按钮，注明“航拍母亲河”字样，
并上传航拍图片。

山东援藏送去大棚技术

高高原原蔬蔬菜菜告告别别““老老三三样样””
文/片 本报记者 范佳

走进西藏日喀则白朗县现
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一个忙
碌的身影正俯身查看蔬菜长
势。他就是山东农业技术员张
际明，坚守在白朗县17年，让
高原大地果蔬飘香。

54岁的张际明被白朗人
亲切地称为“老张”。2000年，
老张带着妻子离开了老家济南
市唐王镇东张村，作为农业技
术员随济南市援藏干部来到了
白朗县。

当地人喜食牛羊肉和青
稞，想在青藏高原上种菜，转变
当地村民的观念是一道难关。

老张骑着自行车下乡给农牧民
做工作，常碰一鼻子灰，甚至被
轰出来。

老张下决心要让农牧民们
尝到种菜的甜头。在山东援藏
干部和农业技术员的动员下，
白朗县巴扎乡彭仓村的村支书
边巴顿珠在村里第一个种起了
蔬菜大棚，收入明显增加。在他
的带动下，村里48户都种上了
蔬菜大棚。“原来种青稞一亩地
年收入也就一两千元，如今一个
蔬菜大棚年收入就能达到七八
千元。”边巴顿珠说。种菜后，他
家里买上了大型农机具，村里有
一半农户也开上了小轿车。

2002年，白朗县冲堆村的村

民边多想种小白菜，老张则建议
他种南瓜、西葫芦。老张拍着胸
脯说：“听我的，钱赔了算我的。”
果然，那年西葫芦卖到了7元/
斤，边多的西葫芦足足卖了两万
元，第二年他又建了四个大棚。

如今，白朗县建起了5428
座大棚，蔬菜品种达到了136
个。“原来是自然的小农经济，
形不成规模性物流，我们这一
批援藏干部想让白朗的蔬菜生
产进一步规模化、产业化。”济
南市援藏干部、白朗县常务副
书记黄晓广说，下一步要将更
多观光农业的元素融入其中。

西藏珠峰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法人巴桑顿珠是这里走

出的大学生，他上小学时，就对
山东援藏干部在村里建起的蔬
菜大棚感到新奇。“那时村里的
蔬菜只有萝卜、白菜、土豆这‘老
三样’。山东援藏干部给我们生
活品质上带来了革命性改变。”

巴桑顿珠感慨，山东援藏
20多年，白朗的蔬菜生产也进
行了近20年，如今连藏族的技
术人员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山东
话。“现在我父母的糌粑吃得越
来越少，菜吃得越来越多了。”

张际明在查看菜苗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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