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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發，字「五家」，人封其號「雲中仙翁」，十二歲
從師習武，武功精湛。自幼嗜好書畫，書以真、

行、草為主，尤擅長榜書和草書。注重字外功夫，主張中
鋒行筆。獨闢蹊徑，將自己畢生武學功底融入個人書法之
中，才使其書筆鋒蒼渾、沉雄峻肆。猶如壯士拔劍、遒勁
豪邁、風神激盪、大氣磅礡，功力深厚、常人難為。徐一
發書法之筆意深奧非凡，可謂筆筆含真氣、字字顯魂魄。
其書法造詣已達到「文到極時是武、武到極時是文」之境
界。曾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接見並題詞：「弘揚
祖國文化、造福人民大眾」、「為人民服務」。徐一發的創
作上溯懷素二王，以林散之「書光劍氣兩道通，化作剛柔

一氣雄」之教誨為啟悟，追求東漢
書法家蔡邕：「為書之體，須入其
形。縱橫有可像者，方得為之書矣」
之境界。其榜書筆鋒陰陽虛實有
序、文武相濟有道；墨韻剛柔兼
備、輕重自如。凸現「用墨十色」
之奇特功力，別開生面、獨樹一
幟。徐一發獨步書壇，將武學哲理
和書法技藝相融合，獨創出超絕古
今的榜書「栗筆」筆法。一口氣、
一筆墨、一氣呵成，書寫出獨特六
尺「龍」字。猶如巨龍騰飛、栩栩
如生；龍鱗閃爍、龍骨威凜、體態
狂放，出神入化。少林寺三十二代

傳人行新法師評說：「懷素的草、一發的龍，無人可學
也。」中華名人王樂義讚曰：「古有神筆馬良，今有一筆
一發」。
2011年11月1日，徐一發潛心創作的八幅榜書精品：

「龍」、「劍」、「虎」、「神」、「壽」、「佛」、「天馬」
和「龍的傳人」，在全國無數書法家作品中脫穎而出。被
國家選中特批放入「神八」飛船，在浩瀚太空遨遊。徐一
發書法飛上天，是有史以來頭一回！在2010年10月31日上
海世博會閉幕式上，其榜書「龍」字，被放大到42米寬，
滾動展現於上海浦東高達149米的花旗大廈巨大電子屏
上。「龍」字以動態由下而上徐徐升起。體態狂放、翻騰
飛躍、氣勢磅礡、雄偉壯觀，社會反響強烈，引起中國書
法藝術界的轟動。以這種形式向世界展示中國書法藝術的
無窮魅力，在全國亦尚屬首例。
徐一發的「龍」字已收錄巨卷《中

華龍典》。其優秀作品入編國家名著
《影響中國的100位藝術大家》、《中
國書法家作品選集》、《中國藝術大
家》、《名家書畫精品集》、《名
家》、《中華知名人物創新年
鑒》、《中國當代書法史》
等。其作品在國內外重大書
展獲國際金爵獎、國家金
獎、一等獎和書畫蘭亭盃終
身成就獎等殊榮。他個人被
國家權威部門授予 「中國著
名書法家」、「榜書大師」、
「功勳藝術家」、「世界傑出
華人藝術家」、「新中國國
禮藝術家」，「2011年度終身
成就獎」，「2011年度中國書畫
領袖人物」等榮譽稱號。

中國栗筆榜書第一人徐一發大師賀

十八大勝利召開
徐一發，山東濰坊人，書畫研究員、國務院國賓禮特供藝術家、邦交國禮

書畫院榜書藝術家。現任中國書畫家協會副主席、聯合國美術家協會副主

席、中國名家書畫院名譽院長、中國國學研究會名譽會長、華夏邦交研究院

研究員、中國書畫家聯誼會會員、中國書法藝術研究院藝術委員、世界華人

藝術家協會理事、中國大力士武館館長等職。

■《天下第一龍》■《中華第一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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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

徐一發精心創作的

八幅作品被國家選

中放入「神八」飛

船遨遊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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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位於廣東省東南部，全年氣候溫和、雨量豐富、日照充

足、土壤肥沃，農牧業資源豐富，是廣東省的傳統農業大市和糧

食主產區之一，也是珠三角與港澳地區豐盛、便利的「米袋子」

和「菜籃子」供應基地，許多農牧產品經由各口岸出口到港澳地

區及東南亞和歐美國家。

近年來，惠州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總攬，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

線，以促進農民增收為核心，以科技進步和改革創新為動力，大力

發展現代農業，成為內地最大的供港蔬菜種植基地。據悉，惠州將

加快推進現代農業強市建設，力爭2012年全市農業增加值增長

4%，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3%；「十二五」期間全市農業增加值年

均增長3.5%以上，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0%以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麗齡 通訊員魯浩平 攝影周紅燕

惠州農業資源豐富，共有耕地總資源212.2萬畝，常
用耕地面積173萬畝。2011年糧食播種面積180.06

萬畝，總產60.98萬噸；蔬菜147.34萬畝，總產214.55萬
噸；水果85萬畝，總產58.88萬噸；出欄肉豬185萬頭、
家禽3720萬隻，肉類總產18.94萬噸。
一直以來，惠州全市各級農業部門緊緊圍繞「強科技

保發展、強生產保供給、強民生保穩定」，認真落實各
項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促進了農業
農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2011年全市農業增加值116.5億
元，比上年增長3.9%，比2006年增長49.4％；農民人均
純收入10938元，比上年增長20.5％，首次突破萬元大
關，比2006年增長114.9%，增幅連續5年（2007-2011年）
達到兩位數，連續6年（2006-2011年）超過城鎮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2012年前三季度，全市實現農
業增加值95.2億元，同比增長4.6%。

建設農業示範基地 推特色效益農業
據悉，惠州十分重視現代農業示範基地建設以及特色

效益農業建設。目前累計建成現代農業示範基地118
個，其中連片面積1萬畝以上的10個，0.5萬-1萬畝的33
個，標準農田面積58.5萬畝，帶動示範區50多萬農民群
眾年新增農業產值6.5億元，人均年增收500多元。
此外，惠州還打造了甜玉米、馬鈴薯、梅菜、荔枝、

龍門年桔、石灣韭黃、特色蔬菜、花卉、優質蕃薯、大

頂苦瓜、淮山粉葛、優質紫紅茄等12大特色農產品，形
成了7個相對連片5萬畝的特色農業產業帶，成為全國最
大的冬種馬鈴薯、甜玉米和供港蔬菜生產基地，2011年
特色農產品種植面積（含複種）208.7萬畝，產值56.8億
元，帶動農民人均增收3245元。

構建農產品安全體系 外向型農業快速發展
記者注意到，惠州十分重視農業標準化和農產品安全

體系建設，累計制定地方農業標準40項，建成市級以上
農業標準化示範區29個，有「三品」（無公害農產品、綠
色食品、有機農產品）認證企業135家、基地140個、產
品303個；有省市級名優農產品87個，其中省名牌產品21
個、市名優產品66個。市縣（區）兩級均建有農產品質
檢中心，全市有農業的鎮辦100％建有農產品質檢站，每
年抽檢農產品樣品30多萬個，總體合格率98％以上。

農產品質量有
保障，其外向型
農業也實現了快
速的發展。目前
全市有出口菜場
39個，出口畜禽
養殖基地28個，
畜禽出口加工企
業7家，是內地

最大的供港蔬菜種植基地，生豬、家禽和水產品在香港
市場也佔有較大份額。2011年從惠州口岸出口的農牧產
品總貨值近2億美元。2008年和2010年成功舉辦兩屆惠
州農博會，簽訂合同金額115.4億元。

推進農業機械化 加快產業化進程
惠州還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建設，其農業產業化進程

也正加快推進。據悉，全市農機總動力127萬千瓦，實
現農業機械原值9.23億元，水稻耕種收機械化水平
64%。設施農業發展到5萬多畝，其中蔬菜3萬多畝、水
果2萬多畝、花卉3000多畝。
2011年全市各級農業龍頭企業發展到210家，其中國

家級4家、省級24家、市級89家，企業經營收入71.5億
元，佔全市農業總產值的40.1%，輻射帶動農戶22.5萬
戶（佔全市農戶總數的43%），戶均增收3720元；農民
專業合作社發展到477家，其中市級以上合作社示範社
83家（部級4家、省級25家、市級54家），共有成員9700
人，輻射帶動農戶8.9萬戶，戶均增收近3000元。

加快信息化建設 農業發展插上「科技」翅膀
在發展農業的過程中，惠州注重科技創新推廣，給農

業發展插上「科技」的翅膀，實現了更加快速的騰飛。
據介紹，目前惠州擁有1家市級農科所、1家市級畜科
所，22家農業科技創新中心。近年來每年引進、試驗、

示範、推廣農作物新品種600多個，開展科技攻關及區
域試驗項目50多項，農業科技下鄉活動900多場次，培
訓農民1萬多人次。2011年全市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
約99%，農業科技貢獻率達56%。
惠州還加快農業信息化建設，惠州農業信息網年發佈

信息8000多條，總訪問量突破2000萬人次，連續2年
（2009－2010年）被評為「中國農業百強網站」，連續3
年（2008－2010年）被評為「市政府部門先進網站」；
《惠州農業信息》雜誌每年發行6期，每期4800冊；
「12316」三農服務熱線年服務量8萬多人次。

推生態旅遊農業建設現代畜牧業
據悉，惠州還力推節能環保和生態旅遊農業，累計建

成各類實用沼氣池9834個，其中大中型沼氣池1042
個；建成管網式集中供氣工程555個，惠及農戶3062
戶；18個豬場實行沼氣發電，佔全省沼氣發電場的
60％。擁有博羅航天科技園、惠城區現代農業園、惠陽
良井現代農業園、惠東永記生態園、龍門香溪堡生態旅
遊區等一批農業生態觀光旅遊點。
現代畜牧業建設也正加快推進，全市多年來沒有發生

重大動物疫情，已建設完善現代畜牧業示範基地53個，
有國家畜禽標準化示範場9家、省重點生豬養殖場23
家，年出欄萬頭以上的瘦肉型豬場56個、年出欄5萬隻
以上的肉禽場68個，規模化養殖比重約85%。■博羅縣龍華鎮山前荔枝喜獲豐收

■設施裝備助推惠州農業轉型升級

■惠陽區平潭鎮冬種馬鈴薯

喜獲豐收 推進現代農業強市建設成最大供港菜種植基地

加快農業轉型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