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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有谁认识这位老人家？又冷又饿，
有认识的请到蒲阳派出所来。”11月29
日凌晨2点过，都江堰秦堰出租车公司的
哥高江，在行驶途中发现快车道的绿化
带中，有一位瑟瑟发抖的老人。当时温
度只有4摄氏度左右，高江停车安抚住老
人，并赶紧报警。

聋哑老人比划：“又冷又饿”
“老人家，你家住哪里？”停好车，高

江凑过去询问，却发现老人不能说话。
当时，老人手指浮肿，全身发抖。他用手

比划，指着肚子，表示很饿。
“我车上没有吃的，就想拦一辆过往

的车，看有没有救急的食物。”寒冬中，高
江招手拦了几辆车，都没有食物。同一
时间，接到高江报警的都江堰市蒲阳派
出所民警也赶到了现场。

老人从温江走失已是第14天
到达派出所后，由于老人是聋哑人，

无法用语言表达，并且无法书写，民警随
后将老人带往都江堰市救助站安顿。救
助站原本准备带老人去医院检查身体，

但此时有工作人员发现，这位聋哑老人
与几天前他们接到的一份寻人启事中丢
失的老人很相像。随即，通过寻人启事
上的电话，民警拨通了老人家属的电话，
确认了老人是11月16日下午在温江走
失的汪文柱，今年61岁。

“我们从视频中看到爸爸那一刹那，
激动得哭了。”12月2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联系上老人的二女儿汪女
士。她介绍，父亲于11月16日独自一人
去逛商场，后来从监控看见，他出了商场
后，可能迷失了方向，就走失了。家人这

期间发布了寻人启事，但一直没有找到。

暖心的哥：不是第一次做好事
将老人交给民警后，的哥高江也下

了夜班，关了手机睡觉了。之后，走失老
人家属想联系他，没有打通电话。对
此，汪女士表示，会在周末时专程登门
去感谢。而的哥高江表示，这并不是他
第一次做好事，做正能量的事很多都是
举手之劳，做这类事让自己的心也觉得
暖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为迎接创刊70周年

《中国林业》
将全新改版
华西都市报讯《中国林

业》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
家公园管理局）主管的大型
综合性新闻月刊，为迎接创刊
70周年，适应新时代新变化，
将于2020年进行全新改版。

据新任《中国林业》主编
王兮之介绍，四川是林草大
省，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
众多。改版后的《中国林业》
将更加关注四川的生态文明
建设，对相关领域作更多的
报道。

《中国林业》融权威性、
新闻性、前瞻性、学术性、资
料性、检索性和文艺性于一
体，报道内容囊括涉及森林、
草原、湿地、荒漠、石漠、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森
林旅游、绿色金融、林草产
业、野生动植物、海洋特别保
护区、林农牧民发家致富等
相关领域。力争早日办成关
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
各界人士的常备读物；办成
关注中外林草发展动态的各
级党政主要领导、各位行业
领导、相关科研院所科技人
员、大专院校师生和广大林
农、牧民的必备读物。

读者可以从《中国林业》
了解到涉林涉草政策、科技、
财经、产业、社科、文艺等领
域最新动态。新开栏目强化
对国家政策的及时解读；对
想捕捉商机的读者提供相关
林业、草业财经和产业的全
方位报道；为想了解涉林涉
草科研前沿动态的读者提供
相关追踪报道；对想卧游大
自然、欣赏优美景色的读者
提供摄影佳作和其他艺术作
品……新开的“踏遍青山”栏
目，为在生态文明建设事业
中做出贡献的劳动模范、科
技教育专家等给以人文关
怀，刊发刚过世人士的生平
简介；新开的“绿镜头”栏目，
将用一组照片记录令人难忘
的新闻事件。

《中 国 林 业》创 刊 于
1950年，是当年林垦部、森
林工业部、林业部的机关期
刊。作为林业系统老牌期
刊，《中国林业》杂志创刊70
周年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为林草宣传事业做出了
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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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水果搬运工”周颖

回乡创业当“农民”
年销水果3000万元

聋哑老人走失14天 暖心的哥助他回家

受“褚橙”启发
90后女孩回乡当农民

创业之前，周颖有过5年的媒体工
作经历：做过美食编辑、视频剪辑和运
营……作为一名曾经的媒体人、今天
的农业创业者，周颖似乎更清楚目前
农业电商的痛点在哪里，品牌方的需求
是什么。

三年前，周颖看到褚时健打造“褚
橙”品牌的故事，“一下点醒了我”。她
认为，四川有很多特色水果，但能让人
脱口而出、有名的水果品牌却不多。

周颖老家在蒲江县，那里年日照时
数达3000小时，直追“阳光之城”拉萨；年
均降水量1200毫米，春夏足而秋冬短，这
样的气候条件出产了不少特色水果。

能不能把家乡的水果做得更加品牌
化？这个念头在周颖脑海中挥之不去。

2016年，周颖正式辞职，回到老家
蒲江县，创立了成都云中山谷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开始了水果供应链创业之路。

“水果搬运工”
把四川水果卖到全国

穿着时尚大衣，画着精致妆容……
接受采访时，周颖却说，工作中她完全
是另一副模样：常常“披头散发”“面朝
黄土背朝天”。周颖的仓库总部设在简
阳，她需要长期待在山里。

周颖称自己是“水果搬运工”。实
际上，做供应链并不简单，从源头的筛
选到入库前分拣，再到包装和配送……
有一套严苛的流程。不仅如此，还需要
有一定技术含量，包括生鲜冷链仓配技
术，升级分选设备等。为了让客户收到
最新鲜的樱桃，周颖曾凌晨3点就起床
上树采摘。

在周颖看来，做“品控”是最难的环
节，前期需要去水果原产地考察，根据水
果大小、颜色进行分级，将品质好的产品
筛选出来。她认为，好的产品需要一个
通道，而她就是搭建这个通道的人。

目前，周颖的客户已覆盖北京、上
海、广州以及江浙一带。经过近4年努
力，她的公司现在已与80个品牌展开合
作，其中不乏知名电商平台，一年达到了
3000万元的销售额。未来，她的目标是
把四川所有种类的水果，供应到全国。

创业艰辛全年无休
“一刻也没想过放弃”

周颖的工作常常是以“007”的状态
持续着：“经常从零点到零点工作24小
时，并且一周没有休息日，全年无休。”
虽然创业很辛苦，但周颖却乐在其中，

“一刻也没有想过放弃”。
周颖认为自己目前80%的幸福感

都来自工作，“野心不能支撑一个人走
很远，但热爱可以”。在她看来，自己踏
上创业旅程，并不是盲目的，她显然对
于自己的定位和优势有清晰的认识。

作为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周颖对于
水果的热爱自小就有。当身边人对于
周颖创业项目不理解时，周颖却认为，
能让更多人吃到新鲜健康的农产品，是
一件有成就感的事。

近日，周颖又一次上山考察，跨过
重重险阻，她终于抵达山顶。那一刻，
山顶重峦叠嶂、云卷云舒的壮美也让她
动容。在她看来：“享受过程，痛苦并快
乐着，大概就是创业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申梦芸 唐银

3年前，云南哀牢山上
的“褚橙”，激励着一个四川
姑娘毅然回到家乡，做起了

“水果电商”。她从零做起，
打通四川特色水果与城市
市场的供应链。90后周颖
把自己变成了“水果搬运
工”，成为一名新型农业创
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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