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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 ! !九曲黄河水流至贺兰山脚下，而
后调头向北，孕育出宁夏这一片沃土。
仲夏时节，泛一叶轻舟，沿黄河而下，
见翡翠般的绿叶间点缀着亮红果子，
这便是药食同源的珍品———枸杞。看
到枸杞，便到了宁夏。

宁夏现有枸杞种植面积 !"" 万
亩，年综合产值 !#"亿元。全区良种覆
盖率 $%&以上，已建成了 '个国家级
研发中心、(个国家级枸杞种质资源
圃，扶持培育了枸杞生产、加工、流通
经营主体 )#"余家。("!$年 !*%月，
宁夏枸杞出口货值 $!)$万元，占全国
枸杞出口总值的 #+,#-，全国第一。
宁夏旅游资源独特，素有“塞上江

南”的美誉。除了优美壮阔的自然风光
外，因枸杞带动的旅游正在这片土地
蓬勃兴起。

中卫市中宁县是宁夏枸杞核心
产区。红柳沟，曾是不毛之地，如今
却已成为宁夏枸杞龙头企业玺赞枸
杞庄园的枸杞种植基地和生态旅游
“车间”。玺赞庄园占地面积 !,#万亩，
放眼望去，满眼的绿色，望不到边际。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面积的枸杞种
植规模。”来庄园游览的游客惊叹。
每年 .月，“枸杞采摘节”让这座庄园变得

分外热闹。游客在翠绿的枸杞树地里寻找晶莹
剔透的红枸杞，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在枸杞加
工区，游客看到枸杞从鲜果到干果，以及枸杞系
列产品的生产过程，聆听着枸杞的历史文化、产
业发展和产品特色。从田间到车间，在零距离体
验中追寻宁夏枸杞 '"""年的历史和发展脉络。
("!!年落成的中国枸杞馆，目前平均日接待游
客量达 %"""余人。中国枸杞馆以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黄河文化为源头，分为杞福馆、文化
馆、养生馆、体验馆四个部分，采用历史文献、文
物、图片、雕塑，以及现代高科技声、光、电等表
现手法，全面展示宁夏和中华枸杞的历史文化、
产业现状、科研成果等。在体验博大精深的枸杞
文化之余，品鉴、体验枸杞系列茶饮等活动，让
游客对宁夏枸杞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沈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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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对自己自律甚严
潘序伦在上海有三处居所。

上世纪四十年代，潘序伦住在长
乐路，后搬入位于淮海中路 !(+%

弄的上方花园 !.号。上世纪六十
年代后期，潘序伦居住在建国西
路 '"(弄的循陔别墅 %号，直到
病逝。这是潘序伦生前最后的住
宅，(""$年该住宅被有关部门定
为徐汇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循陔别墅的潘序伦旧居为独

立式花园洋房，现代建筑风格，建

于 !$'#年，三层砖混结构，淡黄
色墙面，层高 '米多，底层地板下
装有供暖装置。二楼立面有开放
式露天阳台，三楼卧室外有一小
阳台，栏杆为简单的水泥条状形。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
代，潘序伦与夫人张蕙生居住在
这幢洋房中。
潘序伦晚年自律甚严，过着

简朴的生活。据说，上海市政府曾
先后四次为潘序伦安排别处住
房，都被他婉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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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创建立信会计学校
! ! ! !潘序伦是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会计学家和
教育家，他于 !$#) 年在上海创建立信会计
专科学校，被誉为“中国会计之父”。

为立信捐出毕生积蓄
潘序伦 !$!'年毕业于海军

学校无线电班，曾任舰艇无线电
员，后考取圣约翰大学。!$(!年
毕业后，被学校保送进入哈佛大
学商业管理学院学习。在美国，潘
序伦拿到了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
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
士学位。
回国后，潘序伦任暨南大学

教授、商学院院长，上海商科大学
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致力于
引进并传授西方先进的会计知识
与技术。!$()年，他创办了潘序
伦会计事务所，后借用《论语》中
“民无信不立”之意，将其更名为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年，潘序伦与事务所同
仁决意创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培养既精通业务又具有管理能力
的高级会计审计人才。立信会计
专科学校的校舍位于北苏州路
!"'"号，后因上海沦陷，!$'(年
学校主体辗转迁到重庆。直到
!$'.年，学校才迁回上海，!$')
年春搬入徐虹北路柿子湾的新建
校舍。!$%(年秋，全国高等学校
院系调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
入上海财经大学。直到 !$+!年，
在潘序伦等经济界著名人士的倡
议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校，潘
序伦任名誉校长。潘序伦为学校
复办捐出一生积蓄，设立潘序伦
奖学金，将自己的存书与出书版
税全部用于会计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