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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竹长满山坡，高速畅通无阻，一个个
宁静的村寨点缀在青山绿水间，一间间厂
房机器轰鸣，一所所医院学校整洁坚固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的 5 年间，记者
多次踏访这片亿万人民牵挂的土地，一次
次被这里的重生、跨越所震撼。今天，郁郁
葱葱的植被已铺满曾破碎的山河，静谧和
谐的气息洋溢在城市乡村，巴蜀大地展现
出勃勃生机。

在这里，写下“人民至上”

从气壮山河的生死大救援，到艰苦卓
绝的百万灾民紧急安置，再到举国参与灾
后恢复重建，这 5 年，党员干部始终奋战在
第一线，彰显了一个政党“人民至上”的追
求。鲜红的党旗下，中国奋力前行。

走进绵竹市金花镇玄郎村，就像走进
一幅美丽的乡居图，蝴蝶在花间起舞，老人
们坐在藤萝架下“摆龙门阵”，用年画装饰
的农房前挂着木匾——“党啊，比母亲还伟

大”。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孙秀华说，“这
是村民发自内心的话，如果没有党和政府，
就不会有今天的新生活。”

玄郎村过去在金花大山玄郎沟里，地
震前正在搞基础设施建设、建乡村酒店，打
算 5 月 15 日正式开放。地震震垮了他们的
家园，震碎了他们的梦想。灾难面前，村里
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救援受灾群众，在 2
个多小时内，组织全体村民撤下大山。孙
秀华的母亲也遇难了，但他却先顾着转移
群众，因为“这是责任”！地震当晚，他们召
开了党支部的“坝坝会”，戴上“党员志愿服
务队”的红袖标，建立了党员示范岗。在安
置、重建阶段，他们“每天从白天忙到黑
夜”，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腰杆要挺直，
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下去！”

在重建中通过发展林下经济，这里农
民人均纯收入从 2007 年的 6800 元上升到
去年的 1.1 万元。今年 59 岁的孙秀华连任
3 届村党支部书记，他感慨地说，“在基层当
干部，一定要有公心，把智慧和才干用在为

老百姓办实事上。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这
届任期很快就过去了，关键要看百姓咋个
评价你！”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还记得那条从
都江堰通往汶川的生命线吗？当初，“挺进
汶川”，曾是救援部队最难打的硬仗。如
今，都汶高速早已全线贯通。这条路穿隧
道、越岷江，把九寨沟景区与都江堰、成都
联结在一起，成为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

汶川县水磨镇衔凤岩村，猕猴桃的枝
条爬满棚架。村党支部书记张学林说，村
里有 719 人，以前住在山上，出行难、农产
品销售更难，全靠肩挑背扛，农民人均纯收
入只有 2100 元。都汶高速贯通后，他们调
整种植结构，发展猕猴桃，现在还试种了蓝
莓，不少人家开起了农家乐。去年，这个村
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4700元。

“今年的猕猴桃快上市了，这几天，我
正在网上订竹篮。去年，我联系上海的援
建者，拉了 5 吨猕猴桃去卖，挣了近 3 万
元。但用的纸盒子不行，今年打算换成竹

篮，既能保证猕猴桃不被压坏，还能提高品
位。”张学林说，“老百姓的日子都好了，我
的中国梦才能实现。抗震救灾时，党员干
部要发挥模范作用。致富奔小康，党员干
部也要带头，千方百计带领大家富起来。”

无论是非常时刻，还是平常日子，广大
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帮群众排忧解
难，成为灾后重建的中流砥柱。

在这里，写下“自强不息”

5 年，时光匆匆，在曾经的废墟上，重建
的是家园，挺立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

42 岁的赵昌明是什邡市红白镇的“名
人”，有一手好裁缝手艺，大家都叫他“赵裁
缝”。地震后，红白镇变成一片废墟，他 11
岁的儿子也不幸遇难。“娃娃遇难，犹如晴
天霹雳，当时我整个人都瘫下来了。有 3
个多月，我吃不下、睡不着。”赵昌明说，“但
生活总得往前走，3 个月后，我的裁缝店开
业了。” （下转第三版）

从 悲 壮 走 向 豪 迈
——为纪念汶川特大地震五周年而作

本报记者 王 晋 刘松柏 刘 畅

这片土地，曾经历过巨大的灾难，山河破碎，满目疮痍；

这片土地，曾见证过人间的大爱，万众一心，同舟共济；

这片土地，曾发生过动人的故事，荡气回肠，催人奋进。

从悲壮走向豪迈，这 5 年，全党全国人民心系灾区，全国各地援建者无私奉献，当地干部群众感恩奋进，谱

写出一曲灾后重建、科学发展的壮歌，实现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诺言，“再还人间一个锦绣巴蜀”！

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记者

罗沙） 记者 12 日从国家海洋环境预
报中心获悉，今年在我国沿海登陆的
台风预计约有 7 至 9 个，与常年相比持
平。但不排除强台风数量增加的可能
性，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据介绍，根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
中心 2013 年度海洋灾害预测会商意
见，预计 2013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
域将有 24 至 27 个热带气旋生成，比常
年略偏多。其中预计有 7 至 9 个在我

国沿海登陆，接近常年。登陆岸段主
要在华东至华南沿海，影响东海的热
带气旋数较常年偏多 1 至 2 个，其中有
2至 3个热带气旋北上影响北部海区。

“虽然台风的个数与常年相比接
近，但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因素影响，台
风造成的灾害呈逐年增强态势，且不
排除有强台风个数增加的可能，因此
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国家海洋环境预
报中心业务科技处副处长张志华说。

“与往年不同的是，预计今年影响

东海的台风多，对浙江、福建影响会偏
大。”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海洋灾害
预警报室副主任李本霞说。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同时预
测，2013 年我国沿海灾害性台风风暴
潮发生次数较 2012 年有所减少。预
计 2013 年我国近海将出现灾害性海
浪过程 39 至 42 次，与 2012 年基本持
平，接近常年平均状况。预计 2013 年
影响我国近海的赤潮次数与常年持
平，赤潮发生次数为 68至 85次。

今年台风数量预计与常年持平
其中影响东海台风将增多，对浙闽影响偏大

今年第一季度 2.5 亿元净利润。2013
年的春天，曾因连年亏损却持续扩张，在资
本市场被诟病为“烧钱机器”的京东方，终
于迎来收获的季节。

20 年的卧薪尝胆，20 年的艰苦鏖战，
20 年对梦想坚韧不拔的坚守。对京东方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升来说，“永
不言累，永不言难，永不言败，永不满足。我
们是幸运的，生在民族复兴的时代；我们是幸
运的，赶上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

为了一份承诺，王东升留了下来
京东方发轫于 744 厂，也就是北京电

子管厂，是我国“一五”重点工程，曾经的辉
煌自不必多言。1982 年进厂的王东升却

眼看着企业濒临被淘汰的命运。
“当时 1万多在职职工、4000多退休职

工。1986 年至 1992 年连续 7 年亏损，每年
亏损几千万元，职工医药费没处报销。”时
任副厂长的王东升一度打算离开企业。一
次偶然的经历改变了王东升的人生抉择，

“当听到我们厂的一些老职工趁着傍晚去
菜市场捡白菜帮子后，我觉得，我不能离
开，我不能在企业生死关头撒手不管，人不
能忘本忘恩。”

邓小平南方讲话，给这个年轻人带来
了巨大的鼓舞与勇气。王东升任北京电子
管厂厂长时才 35 岁。他和职工们凑了 650
万元创业基金，说服银行同意债务转股权，
在老国企的基础上创办了一家新型股份制

企业，从精密电子零件和材料做起，与国际
大公司合作合资，逐渐成为显示领域精密
零部件制造的一支新军。从濒临倒闭到起
死回生，王东升仅用了 5 年时间。“我看到
国企改革是有希望的。为了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这句话让人们热血沸腾。”

去年，京东方年增发明专利数量居全
球业内第 3，边际毛利率全球业内第 3，出
货量全球业内第 5。老职工们到亦庄新厂
区看 8.5 代线，感动得直流泪，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为了一个理想，王东升果断拍板
进入 21 世纪，北京电子管厂已改名为

京东方；通过与冠捷合作生产显示器、与松

下合资生产彩色显像管，业务范围不断拓
展；通过上市融资，手里掌握着 30 亿元的
现金流。“小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可是，外表儒雅的王东升心中总是激
荡着实现梦想的冲动——“产业报国”。
王东升每每感慨，三个“出身”决定了京东
方永远不会停歇：一是京东方军工企业出
身，有使命和责任感；二是京东方搞“洋
务”出身，了解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及
竞争规律；三是京东方搞电子管出身，太
明白这个行业占领技术创新制高点的重
要性。

经过对平板显示技术的摸索求证，王东
升 1998 年就将力量集中到 LCD 液晶领域，
显现出卓越的判断力。 （下转第九版）

王东升和他的“显示梦”
本报记者 鲍晓倩

王东升和他的“显示梦”
本报记者 鲍晓倩

5 月 11 日，贵州省威宁县炉山镇一茶企工作人员在收购茶青。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茶叶企业与当地村民密切合作，村

民们把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直接送到茶企收购点统一加工，形成“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解决了当地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

题，同时实现了农民从“出远门打工”到“家门口就近就业”的转变，当地茶场周边农民收入也逐年增加。 杨文斌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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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每个中国人在心

底铭刻的日子。5 年前的 5 月

12 日，中国，汶川，一场特大地

震震垮了人们的家园。

灾情牵动着中南海。在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场紧张

有序、争分夺秒的抗震救灾斗

争迅速展开，抢险救援“分秒必

争”，安置群众“百日攻坚”，恢

复重建“千日奋战”，发展振兴

“万米长跑”⋯⋯5年来，在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党政军

民大力支援，四川干部群众感

恩奋进，交出了一份“家家有房

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

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

有改善”的重建答卷，用负重前

行、坚韧奋斗实现了“再还人间

一个锦绣巴蜀”的庄严承诺。

行走在北川、汶川、青川，

当绿色重新覆盖曾破碎的高

山，当宁静重新返回美丽的小

城，当笑容重新回到灾区群众

的脸庞，那些坚强绽放的生命

的力量让人动容。看到这样的

巨变，外国记者坦言：“只有亲

自来到灾区，才能读懂什么叫

‘奇迹’。”

汶川特大地震中，中华民

族心手相牵、守望相助，凝聚成

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

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

重 科 学 ”的 伟 大 抗 震 救 灾 精

神。当芦山强烈地震袭来，这

种精神又一次把全民族的力量

汇聚在一起。

这是一种人民至上、众志成城的精神。汶川特大地震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

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涉及范围广，建设规模

大，施工难度高，堪称人类救灾史上罕见的浩大工程。在

巨灾考验中，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基层党组织发挥出战斗

堡垒作用，尊重生命、关注民生、顺应民意、依靠群众，八方

力量在这里汇聚，“人民至上”的时代强音在这里奏响。

这是一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汶川、玉树、

舟曲到芦山，中华民族顽强坚韧的民族品格、百折不挠的

民族精神在应对巨灾时彰显，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不断增强。“汶川不哭”、“雅安平安”，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

是虚拟网络，一条条发自内心的祝福传递着正能量。

这是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当来自北川、

汶川的救援队冲到芦山地震灾区救援，当从甘肃赶来的

志愿者谈卯成在芦山灾区为受灾群众免费理发，当成都

街头自发献血的市民排成长龙⋯⋯这种团结一心、共渡

难关的大爱给人们带来心灵的洗礼。

每一次突如其来的灾难，都是对民族精神的一次检

验、一次洗礼、一次升华。五年，我们穿越灾难；五年，汶

川浴火重生！

汶川告诉世界，凝聚“中国精神”，我们就能在面对灾

难和挑战时书写“中国奇迹”；凝聚“中国精神”，我们就能

“从容应对征途上的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种可能出现的

艰难险阻”；凝聚“中国精神”，我们就找到了强国之魂和

富民之根，就拥有了托举“中国梦想”的最深沉力量。

（十三版推出“汶川特大地震五周年”特别报道）

﹃
中国精神

﹄
在抗震救灾中升华

本报评论员

商业尺度就是文化态度
近年来，由于过度商业化而破

坏人文历史生态环境格局的败笔，
屡屡见诸媒体。适度规划商业项
目无可厚非，但若主次不分、喧宾
夺主，则不仅事与愿违，还将招致
后人的诟病。 2 版

七国集团财长同意推进银行改革
11日结束的七国集团财长和

央行行长会议上，各成员国同意推
进银行改革，解决银行“太大而不能
倒”问题，各成员国还同意采取一切
行动打击逃税避税行为。 4 版

淘宝十年超万亿 再过十年又几何淘宝十年超万亿 再过十年又几何
经过10年发展，我国电子商务

从萌芽走向成熟，从消费方式、生

活方式，再到制造方式、就业方式，

网络购物搅动着“一池春水”，也点

亮了一个崭新的未来。 5 版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今年初，填补我国空白的
植物照明 LED 产品和聚光太阳能芯片在天津市滨海高
新区三安光电公司顺利达产，业内专家认为，这标志着我
国半导体芯片生产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项目正
是近年来天津市不断壮大实体经济取得的成果。

近年来，天津市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并通过发展
大项目、培育科技小巨人、壮大楼宇经济多种措施促进实
体经济发展。

据统计，2007 年以来，天津先后实施了 1440 个重大
项目，总投资达 2.27万亿元，直接和间接带动 130万人就
业。航空航天、石油石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
药、新能源新材料、国防科技、轻工纺织八大优势支柱产
业迅速壮大，占天津市工业比重超过了 90%。今年，天
津又推出新的 170项重大项目，总投资超过 2200亿元。

围绕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发展的新趋势，天津市制
订并实施了《科技小巨人成长计划》。截至 2012年，天津
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达到 3.36 万家，比 2010 年增加
2.11万家。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发展到
1744家，比 2010年增加了 1080家。

天津还高度重视楼宇经济，将其与大项目建设、培育
科技“小巨人”并列作为天津市“十二五”的重点工作。天
津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局长尉永久告诉记者，经天津
市政府批准的两批 128 个重点扶持楼宇项目，引进企业
总数累计超过 1.2 万家，其中世界 500 强 58 家、中国 500
强 63 家。今年，天津将鼓励中心城区围绕培育“特殊建
筑”、“特色楼宇”等，继续做足楼宇经济大文章。

多措并举壮大实体经济

天津：发展大项目 培育“小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