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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上旬，记者深入西藏日喀则
市江孜县进行采访。据了解，江孜县
农牧民新农合参保比例高达 99.9%，
住院报销比例达 85%。江孜县人民医
院是自治区唯一一个县级二甲医院，
在国家的扶持下，建成了新综合住院
部和远程会诊中心，并将在今年 10 月
开始用于临床医疗。“卫生惠民”工程
给藏家儿女送去安康。

在江孜县人民医院住院部病房，
藏族老人米玛正在接受出院前的身体
检查。一周前，他得了急性肠胃炎，

脱水严重、休克昏迷，家人把他送到
江孜县人民医院诊治。躺在病床上的
米玛老人今年 72 岁，说起国家对西
藏地区的医疗卫生政策，赞不绝口。
他告诉记者，以前，农牧民治疗和住
院都要自己先交押金才能看病。新政
策落实之后，农牧民看病只需带着医
疗手册和身份证，看病的费用直接由
新农合报销总治疗费的 85%，剩下的
15%由自己承担。

据悉，西藏全区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已基本建成，医疗卫生机构达 6660
个 （含村卫生室），以免费医疗为基础
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已覆盖全体农牧
民，政府经费补助标准 2014 年提高至
年人均 380元。

据介绍，江孜县人民医院是众多

医疗设施得到改善的医院之一。自治
区政府制定印发了 《西藏自治区关于
公立医院改革的指导意见》，积极开展

“卫生惠民”工程。按照自治区政府的
要求，江孜县开展免费送药活动，并
给农牧民每年进行一次免费体检，涉
及 19 个乡镇、150 多个行政村。同
时，孕产妇在医院生产不仅采取全免
政策，还有一定额度的补贴。

院长格桑介绍说，在国家的大力
支持下，江孜县人民医院病房设施得
到了改善。住院综合楼是 2011 年建
成并投入使用的，国家投资了 1285
万元。

在医院办公楼的多媒体教室，记
者看到，通过远程多媒体设备，医护
人员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学习，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教学人员在演
示最新版心肺复苏标准动作。这套远
程多媒体设备目前是作为教学授课使
用，10月份将同时用于远程会诊。

“2014 年，江孜县人民医院与上
海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开展合作，由上
海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提供技术、业务
等方面的援助。远程会诊中心投入使
用后，遇到疑难手术，上海的专家就
能通过这套设备对我们进行临床指
导。”格桑兴奋地说，与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医院合作以来，已有 26 名
医护人员赴上海参加培训，同时有
16 名专家到江孜指导工作。现在，江
孜县人民医院可以实施胆结石等一些
常见病的手术治疗，年底就能进行脑
外手术。

“卫生惠民”给藏家儿女送安康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斯阳

农行广西分行:

加强金融创新 服务实体经济

“大型国有企业具备敏锐的市场嗅觉，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
为关岭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供了难得的新机遇。”贵州安顺市关岭
县县长黄波告诉记者，与开磷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结成帮扶
关系后，关岭县围绕确立了新的扶贫开发思路：充分发挥关岭矿产
资源富集的优势，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最终实现优势互补，互利
双赢。

今年 5 月，贵州省举行扶贫开发重点县结对帮扶工作座谈会，
该省 12 家国有企业与望谟、册亨等 12 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结成帮
扶对子，充分发挥企业在产业、市场、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
势，以挂县联乡帮村的形式，项目化助推贫困县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

记者了解到，此次结对帮扶充分考虑了受帮扶县的资源优势
和企业的擅长领域，以取得“1+1>2”的效果，力求实现贫困县脱
贫、企业得发展。

根据安排，帮扶企业每年安排的帮扶资金不能少于 1000 万
元。此外，双方还需共建 1 个以上产业园区，每年培训不少于
1000 户贫困对象，促进其就业增收，进而实现帮扶方式由“输血
式”向“造血式”转变。

在贵州，企业深度参与到一个县的整体扶贫开发中，已不是首
次。2014 年 12 月，贵州省与万达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
者将从产业发展、就业扶持和教育等方面，在贵州丹寨县实施整县
帮扶脱贫项目，力争用 5 年时间，使丹寨人均收入翻番，实现整县
脱贫。帮扶工作开展半年来，已初见效果。万达职业学院、茶叶加
工、硒锌米加工等第一批扶贫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即将
动工建设。

贵州正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在最大限度发挥好现有扶贫
资源作用的基础上，调动更多社会资源深度参与，实现扶贫成
效的最大化。据了解，贵州省将探索建立社会力量深度参与扶
贫开发的新机制，形成社会扶贫“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
人皆能为”的良好氛围，确保全省在 2020 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贵州：

企业结对贫困县促“造血”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8 月 15 日是日本战败投降 70 周
年纪念日，辽宁省阜新“万人坑”死难
矿工纪念馆新馆正式开馆，并隆重举
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死难矿工公
祭仪式。

清晨，“万人坑”纪念碑广场，松柏
耸立，菊花吐芳，低沉的交响曲《人民
英 雄 纪 念 碑》在 广 场 上 飘 荡 ，现 场
2000余名各界群众默默肃立。

上午10时，公祭仪式开始，人们齐
声高唱国歌。死难矿工家属高多贤与
辽宁省委书记李希、省长陈求发一起为
纪念碑前的主题雕塑揭幕。

纪念馆位于阜新市太平区孙家湾
南山之上，埋着 7 万具矿工的尸骨。
在万人坑遗址陈列馆入口处墙壁上，
巨大的“70000”数字异常醒目。由于
大量矿工被残害致死，日本侵略者先

后在阜新地区设立 4 处“万人坑”。包
括新邱兴隆沟墓地、城南墓地、孙家湾
墓地、五龙南沟墓地。其中，影响最大
的孙家湾“万人坑”，共埋葬死难矿工 7
万余人，是目前在东北境内最大的、保
存最完整的死难矿工“万人坑”。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
略者武装占领东北，开始了长达 14 年
的殖民统治，对阜新煤田实行了疯狂
的“人肉开采”政策。阜新“万人坑”
死难矿工纪念馆馆长张宝石介绍说，
日本侵略者对阜新煤矿施行了要煤
不要人、以人换煤的野蛮开采政策。
当时，阜新各矿区都设有临时堆放死
亡 劳 工 的“ 死 人 仓 库 ”。 1936 年 至
1945 年，强募到阜新地区的劳工达
50 余万人，其中约 10 万劳工因饥饿、
伤病、瘟疫、事故、迫害等原因死亡。

此间，日本侵略者 从 这 里 掠 走 2500
多万吨煤。

馆内 4 个展厅共展出图片、图表
220 张，实物 200 件，通过雕塑、复原
场景、油画的组合，再现了日本侵略
者在阜新所施暴行以及劳工们的悲
惨境遇。记者在遗址陈列馆里看到，
这里的展品既有镐头、铁锹、嘎斯灯
等 生 产 工 具 ，也 有 刺 刀 、炮 弹 等 武
器，以及一些书信、证件等。通过大
量的实物和文献资料，并将雕塑、复
原场景、油画组合在一起，再现了日
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以及劳工的悲
惨境遇。

相关资料显示，辽宁境内有 34 处
“万人坑”，大多分布在抚顺、本溪、阜
新、北票、大石桥等矿产富集地区。为
了让人们进一步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当

年“开发”和“经营”东北的本质，为历史
留下铁证，阜新市委、市政府在辽宁省
委、省政府的领导支持下，本着维修保
护和管理利用并重的原则，全面启动

“万人坑”纪念馆维修保护工作。新建
的纪念馆不仅展示了日本侵略者掠夺
当地资源、造成大量中国矿工惨死的罪
行，也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
统治下的不屈抗争。

随着《献花圈进行曲》缓缓响起，
12 名礼兵抬起 6 个巨大的花圈，缓步
走上纪念碑台阶敬献花圈。参加活动
的各界人士手捧菊花，依次缓步走上
前，深情地俯下身子献上菊花。

“我们要让‘万人坑’这段历史永
远地铭记在中国人心中，也希望更多
的 日 本 人 了 解 过 去 ，让 悲 剧 不 再 重
演。”张宝石说。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朱宇坤报道：今年以来，农行广
西分行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持续深入作风建设，主动适
应广西经济发展战略，深化改革和金融创新，全力支持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据了解，该行采取三户联保的方式，集中对田阳县
那满镇内江村的 225 户女社员投放了 180 万元的妇女创业贷
款，支持她们扩大经营规模，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积
极探索引入“政府增信”机制，破解小微企业与农户贷款担保难
题。创新使用“公司+妇女”、“专业合作社+妇女”的合作模式，解
决了部分农村妇女贷款“担保难”的实际问题。

为强化“三农”金融服务，农行广西分行突出“三农”服务
国家队和主力军作用，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建立服务“三农”挂
点机制，以“问计基层、帮扶指导、促进发展”为主线，以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帮助挂点联系行解决实际问题为突破
口，形成了层层推进、多级联动的帮扶机制，有效提升了服务

“三农”的效率和水平。
针对小微企业担保难的现状，该行增加市场管理方保证担

保、商户联保、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并积极推行“公司+
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工薪
人员+农户”等多种担保方式。广西都安丹阳编织有限责任公
司原为一家加工编织工艺品的“家庭式”生产小作坊。近年
来，农行累计向该企业投放贷款 4200 万元，支持其做大做强做
优藤编产业。

数据显示，该行上半年累计向“两区一带”主要地市投放贷
款 467.64亿元，占全行贷款投放总量的 63%；向汽车、机械、食
品、电子、石化、有色金属、冶金等 14 个重点行业投放贷款
190.21亿元，占全行贷款投放总量的 25.77％。

陕西山阳山体滑坡搜救继续进行

8 月 15 日，搜救犬在滑坡现场轮流参加搜寻。当日，陕西山阳

山体滑坡搜救工作继续进行。由于距离事发已经超过 72 小时，救

援部门加紧搜救工作，最大程度挽救生命。

新华社记者 郑 昕摄

见 证 残 暴 矢 志 不 忘
——辽宁阜新“万人坑”遗址新馆落成暨公祭仪式侧记

本报记者 张允强

本报哈尔滨 8 月 15 日电 记者倪伟龄报道：“七三
一魔窟，细菌本营。活体实验，灭绝人性。富国强军，
国泰邦宁。振兴中华，捍卫和平⋯⋯”15 日上午，黑龙
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全面开放仪式”现场，数百名少年儿童齐声诵读“和
平宣言”。

该馆采用半地下地景建筑的形式，与周边遗址环境
有机融合，简称“黑盒”，表达七三一杀人魔窟罪证与现实
世界的强烈冲击。陈列馆展览文物多达 10050 件，为原
先展馆的 20 倍。

开放仪式后，万余名群众共同缅怀死难者，并参观新
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从
遗址、档案到证人证言，七三一部队反人类罪行的证据链条
十分完整，真实性无可辩驳。

右图 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罪证陈列馆全面开放仪式”现场。

张力辉摄

哈尔滨：

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开放

本报长春 8 月 15 日电 记者李己平报道：今天上午，
“正义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战犯纪实”主题展览
在长春开幕。

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长蒋超良、省政协主席黄燕
明等与抗战抗联老战士、抗战抗联烈士家属代表及社会各界
群众代表 1500余人一起观看展览，向抗战烈士纪念碑敬献
鲜花，深切缅怀革命烈士的不朽功绩。

长春：

“ 正 义 审 判 ”主 题 展 览 开 幕

中方对日本部分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强烈不满
据新华社南京8月15日电 （记者蒋芳） 15日是日本

宣布战败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来自海内外各界爱好和平的
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和平集会，
共同缅怀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参加此次和平集会的海内外代表主要有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夏淑琴、陈桂香，日本“铭心会·南京”第 30 次友好访华
团、日本“神户·南京心连心会”第 19 次访华团、日本长崎

“日中友好希望之翼”第 13次访华团的团员代表。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战争与暴力，防止悲剧重演”⋯⋯

和平集会的最后，各界代表共同宣读《和平宣言》。

南京：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和平集会举行

右图 15 日，北京平谷区

举办“铭记历史 同心圆梦”

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 战 争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70 周 年 主 题 诗 会 ，来 自

各 行 业 100 余 名 群 众 先

后登台朗诵、表演抗战题材

的诗歌。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本版编辑 周 剑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5 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 春 莹 15 日 在 回 答 记 者 提 问 时 表 示 ，靖 国 神
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
工具和象征。8 月 15 日是日本军国主义宣布
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一些日本政要选择这一
天对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美化侵略战争的靖
国神社顶礼膜拜，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
题的严重错误态度。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和强
烈不满。

有记者问，8月 15日，日本部分内阁成员参拜
了靖国神社，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香火

钱。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回
顾总结历史，展望规划未来的重要年份。日本只
有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过去那段侵略历史，同军
国主义划清界限，才有可能卸下历史包袱，才有可
能真正面向未来。

“我们再次严肃敦促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迄
今在历史问题上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表
态和承诺，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真正取信于亚洲邻
国和国际社会。”华春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