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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哈密”瓜即将飞抵平顶山

昔日西域皇家贡品 今日直送尝新鲜
品质保证 新疆哈密直采 全程冷链运输

哈密瓜在新疆的栽培历史有1000多年，
哈密是历史上贡瓜的产地。文献记载的“贡
瓜地”在今天的哈密市南17公里处，即哈密
的花园乡和南湖乡。

皇家贡品美名远扬
据《回疆志》记载，清朝康熙三十八年

（公元 1699年），哈密王额贝都拉归顺清王
朝，将哈密甜瓜朝贡康熙皇帝。康熙品尝了

这种甜脆爽口的瓜之后，龙颜大悦 ，将其定
名为“哈密瓜”，并颁圣旨，在哈密建“贡瓜
园”，年年向宫廷朝贡哈密瓜。

为了更加明确保护哈密瓜的原产地，哈
密瓜先后通过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绿色食品标识”“农产品地理
标志产品”“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密
市哈密瓜”等一系列的相关标识注册。

在新疆，哈密瓜的种植将传统和现代技
术有机融合在了一起，每年种植面积基本稳
定在 10万亩左右，同时销往国内外多个城
市，成为哈密一张最有力的名片。

哈密贡瓜品质传承
随着哈密瓜名扬天下，很多地方种植的

甜瓜都冠以“哈密瓜”之名，从而导致大多数
消费者平日吃到的哈密瓜，也许并不是哈密

瓜原产地所产的瓜，哈密也
一度处于哈密瓜天下闻名、哈
密鲜为人知的“尴尬”。

本月，多家地市报联盟采购团队
受哈密市政府邀请奔赴新疆哈密参
加“哈密瓜原产地营销推介会”，深入了解哈
密贡瓜的种植、生长、采摘等情况，品尝后纷
纷被甜如蜜、脆似梨、香味浓郁的“哈密贡
瓜”所折服。

“哈密贡瓜”之所以称之为贡瓜，含义有
二：一是哈密瓜是古代皇室贡品；二是在这里
辛勤种植的农户，坚守传承以贡瓜品质为标
准来生产种植哈密瓜。目前在哈密，一亩地
能产900到1000个哈密瓜，采购团队联合当
地主流媒体前往种植基地，每亩筛选100到
200个极品瓜，将哈密瓜从田间地头采摘后，

通过冷链运输和航运，直送到广大市民手中。

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正品保证，保证
熟透的哈密瓜从落地到品尝不超过 48小
时，保证吃到的哈密贡瓜，新鲜多汁、浓香
绕口。哈密贡瓜 7 月正式上市，首批仅

1000箱，先到先得，订购截止时间：7月
8日。现在预订可享读者专供价85元/12
公斤（原价 95 元/12 公斤），免费送货到

家。订购电话：8980198 4943059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识字还发证书？近日，家
住市区建设路东段平东站附近
的田燕忠向记者展示了其收藏
的两张“识字证书”。

田燕忠今年 48 岁。据他
介绍，这两张“识字证书”是他
爷爷、奶奶的，“他们去世后，就
留给了我。”

记者注意到，这两张证书
都比稿纸大些，四周有边饰花
纹。证书下面边沿上，有一行
被裁成两半的字体，并加盖公
章，可见证书还有一半存根。
边饰花纹内部，正中央印有“识
字证书”4个大字。田燕忠奶
奶的证书上写着“学员崔桂英
系河南省民权县人，现年 25
岁，学完扫除文盲阶段课程，成
绩合格，准予毕业”等字样。此
证颁证日期为“1957年6月30
日”。证书的左下方，盖有当地
扫盲学校的章，并写有校长的名
字。爷爷田庆堂的证书与奶奶
的略有差异，籍贯、年龄和颁证
日期不同，颁证日期为“1958年
4月30日”（如右图）。

据史料记载，在新中国成
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有4
亿多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
1952年5月24日，我国大规模
扫除文盲运动开始。到 1964
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对
国民文化素质进行调查，结果有
一亿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如此
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
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据了解，当时扫盲的首要
任务是学会认字，扫盲学习班
是按照“速成识字法”教学的：
第一步，先学会注音符号和拼
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
步，突击学单字，先求会读、初
步会讲；第三步，学语文课本，
同时开展阅读、写字、写话活
动，巩固所识的字，最后做到会
写会用。当时的扫盲标准是：
干部、工人要认识2000字，街
道居民认识1500个常用字。

田燕忠说，爷爷、奶奶去世
多年，但这两张《识字证书》他一
直保存着，“这是一段不可再生
的珍贵历史资料，也是当时扫盲
运动的真实见证，让文盲的爷爷、
奶奶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

新中国扫盲运动的见证者——

《识字证书》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近日，市民郑庆功向鹰城社区
“老物件”栏目展示了其收藏的一枚
洪宪元年的开国纪念币。

郑庆功今年68岁，老家在商丘
市民权县，现居住在市区平安大道
中段培新街社区。平时喜欢研究古
钱币。记者注意到他收藏的这枚洪
宪元年的开国纪念币，材质为红铜
质，机制品，直径 29毫米，厚 1.7毫
米，重约8克。铜元正面上部有“洪
宪元年”四字，下部为“开国纪念币”
五个字，中间是“当十铜元”四字，左
右是梅花点图案，梅花点之间是“湖
南”二字（如上图）。背面中间为五
穗四叶嘉禾，周围是“洪宪元年、当
十铜元”的英文。

郑庆功告诉记者，这枚纪念币
是家人留下的，“过去是当钱花的。”
郑庆功说，洪宪元年开国纪念币，又
叫湖南洪宪元年“当十铜元”，是袁
世凯做中华帝国皇帝时的开国纪念
币。

虽然袁世凯仅做了83天的皇
帝，但他的开国纪念币却留了下
来。据了解，洪宪开国纪念币在市
面上的流通时间很短。目前，已发
现有三个钱局造过“洪宪”币。第一
个是天津造币厂用“中华帝国”“洪
宪纪元”文字造了飞龙金、银币，此
金、银币分有面值和无面值两种，据
说无面值币是袁世凯正式登基后赏
赐所用。此外还造了“洪宪通宝”

“洪宪元宝”五文、十文、二十文的机
制铜钱。第二个是新疆喀什铸造的

“洪宪铜币当红钱十文”非机制铜
元，此币由谁铸造不得而知。第三
个是铸造了“洪宪元年开国纪念币”

“当十铜元”“当二十铜元”和“中华
银币”的湖南铜元局。

一枚铜元上的
历史风云

□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图

“我家的老物件在晚报上刊
登后，我邻居也想晒晒他家的老
物件。”近日，市民李玲拨通了记
者的电话。

李玲的邻居叫王菲，在市区
朝阳路盛和丽湾小区物业公司
工作。近日，记者来到她的办公
室一睹老皮箱的“芳容”。

这是一个深胡桃色的老皮
箱，里外全皮，长37厘米，宽18厘
米，箱盖上印有花瓣图案，做工精
致；箱盖和箱体之间还配有一个
铜制锁扣（如右图）。虽然老皮箱
的底部有些起皮，但擦拭后仍然
光亮如新。“原来皮箱有配套的
铜锁，但我把它弄丢了。”

今年 54 岁的王菲说，十几
岁她回老家时，常到鲁山县张良
镇的四舅家玩。有一次看到四
舅的床头有个老皮箱，里面放着

笔记本等杂物。她立刻被这个
古香古色的皮箱子所吸引，四舅
见她喜欢就把这个老皮箱送给
她了。

“四舅特别疼我。”王菲说，姥
姥家是地主，四舅小时候上过私
塾，解放后成为一名民办教师。

由于一些原因，四舅终身未娶。
王菲回忆道，四舅是个特认

真的人。小时候，她和哥哥经常
给四舅写信，四舅每次回信时总
会用红笔把他们写信时的错别
字或语句不通的地方标出来，提
醒他们下次改正；有时候还会当

面给他们批讲。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皮箱在

别人眼中可能是多余的，但一直
被王菲珍藏着。她说，她和四舅
的感情最好，这个老皮箱寄托着
她对四舅的思念之情，她会一直
保存下去的。

舅舅送的老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