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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年 儿 童 是 祖 国 的 花 朵 ，民 族 的
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把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当作
国家的根本大计，不断为少年儿童创造出
更好的成长条件和环境。

自 2014 年 7 月起，由团中央、全国
学联、全国少工委组织开展的一系列新
疆、西藏与内地各族少年儿童“书信手
拉手”“中学生结对子”等活动在全国各
地蓬勃展开，引导各族中小学生在活动
中巩固友谊、接受教育、向上向善，深
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一步加强了各族少年儿童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取得良好成效。

手拉手 结对子
——进一步深化少年儿童

民族团结教育

“我们新疆有很多风景名胜，你知道
新疆的蝴蝶谷吗？每年五六月份，这里五
颜六色的蝴蝶落在身上可好玩了，到时邀
请你来好吗？”新疆阿勒泰富蕴县喀乡牧
校少先队员阿合在给黑龙江佳木斯市学
校学生康健的信中这样写道。

虽相隔千里、素昧平生，但在同一片
蓝天下，一封封饱含美好友谊的信件共同
传递着民族团结的真情。

搞好民族团结，要从娃娃抓起。2014
年 7 月，团中央启动百万新疆各族少年儿
童与内地少年儿童“书信手拉手”“中学生
结对子”活动；2015 年 7 月，团中央又启动
了西藏与内地各族少年儿童“书信手拉
手”“中学中职学生结对子”活动⋯⋯

2014 年以来，团中央组织一系列活
动推动新疆、西藏各族少年儿童、中学生
与对口支援省市的少年儿童结成“手拉
手”伙伴，开展互通书信活动，交流学习生
活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深化少年儿童民
族团结教育。

这是一场创新载体和方式，引导各族

少年儿童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
观、民族观的生动实践。

为进一步助力活动开展，团中央充分
发挥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特点，在新疆（兵
团）、西藏与内地对口支援省市团、队组织
之间逐级建立联系、对接信息，形成地市、
县区、学校和中小学生分别结对的“四级
结对”机制。

此外，团中央还进一步强化各省级团
委主体推动责任、加强工作指导，地市和
县区级团委发挥枢纽协调作用，结对学校
的团干部、少先队辅导员发挥联络员和指
导员作用，共同组织中小学团员、少先队
员结成一对一“手拉手”伙伴并开展活动。

一段时间以来，一系列“书信手拉手”
“中学生结对子”活动在全国陆续开展，进
一步拓宽了新疆、西藏与内地各族少年儿
童沟通渠道，搭建了交流舞台，架起了一
座座坚固的友谊之桥。

情系情 见真情
——促进各族少年儿童相

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我的家乡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如果有
机会，我希望你能到我的家乡来玩，我愿意
做你的导游。”次仁顿珠是西藏林芝市第二
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学生，通过参加书信手
拉手活动，与广州小伙伴潘泓佑结对。

很多心里话当面说不出口，信里却能
很容易地说出来，写信让次仁顿珠感觉很
踏实。相互介绍自己的家乡便成了他们
之间第一封信的共同话题。

一行行工整的字迹、一句句真挚的话
语，令孩子们心里充满了喜悦与感动⋯⋯
在信中，有的表达对家乡、学校的热爱及
赞美，有的介绍风土人情及民族习俗、美
食等，字里行间表达出对结对伙伴的热情
友好。

深情面对面，融合民族情。为进一步
加强活动的生动性和有效性，团中央着力
强化“书信手拉手”纽带联系，以互通书信

为基本载体开展交流。同时，积极把“书
信手拉手”“网上键对键”和“线下面对面”
结合起来，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面对面”
融情交流活动，并组织开展互帮互助活
动，巩固深化结对效果。

大 力 开 展 民 族 团 结 融 情 夏 令 营 活
动。2015 年暑期北京、天津、河北等 17 个
省份共举办融情夏令营 52 个，涉及革命
传统、文化体验、国防军事、科技科普、体
育艺术等内容，超过 4400 名各族青少年
参加。

开展结对互访交流活动。根据结对
机制，鼓励内地与新疆、西藏结对学校开
展互访、加强交流，有条件的还进行了家
庭结对，并举办新疆、西藏与内地结对中
学团委书记培训班，加强结对学校间的沟
通交流。

积极组织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在开
展“结对子”“手拉手”交流的同时，注重发
挥团、队组织作用，调动团员、队员的积极
性主动性，力所能及开展互帮互助活动，
积极传播爱心、传递温暖⋯⋯

“夏令营让我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小伙
伴，我们还一起去了井冈山，更感受到现
在的生活是多么幸福。”新疆阿克陶县实
验中学八年级的周影说起参加夏令营活
动十分激动。

心连心 一家亲
——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

祖国大地

“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我相信这封
信，会像一根无形的线，把你和我牵在一
起。愿我们可以架起友谊之桥⋯⋯”广东
江门银泉小学的李卓彤在给西藏察隅县
小朋友的“手拉手交友信”中这样说。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有颗真诚
的心想和你交朋友。”这句话代表着许多少
年儿童的心声。从满怀期待送去第一封
信，到屏住呼吸拆开回信，孩子们的友谊悄
悄生根，民族团结的情分越来越浓。

2014 年以来，“书信手拉手”“中学生
结对子”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各族少年儿童
心与心的距离，引导他们巩固友谊、接受
教育、向上向善，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认可。

新疆、西藏同内地少年儿童普遍开展
联系活动。新疆中小学实现了“书信手拉
手”普遍覆盖，西藏多数中小学已参与了
活动。截至 2015年 11月底，在“书信手拉
手”活动中，新疆（含兵团）3366所中小学、
96.4 万少年儿童参与结对，向内地发信
54.1 万封；西藏 570 所小学、2.75 万名少
年儿童参与结对，向内地发信 1.86万封。

在“中学生结对子”活动中，新疆有
1127所中学、120.5万名学生参与，向内地
发信34.1万封；西藏129所中学中职学校、
17.6万学生参与，向内地发信1.58万封。

新疆、西藏同内地民族感情更为亲
密。通过活动，各地各族共青团员、少先
队员和少先队辅导员交到了朋友、增加了
了解、交流了情感、促进了团结。

学汉字，说汉语，创造应用汉语环境，树
立正确导向。通过书信交往，各族少年儿童
不仅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而且调动了孩子
们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

⋯⋯
“书信手拉手”“中学生结对子”活动

还得到了少年儿童、老师、家长的普遍认
可。大家认为，民族团结从娃娃抓起、从
小抓起。只有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
个孩子的心灵深处，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
中 华 民 族 一 家 亲 ， 同 心 共 筑 中 国

梦，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大
团结的力量。面向未来，我们相信：在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少年儿童一定会
拥有更好更多的成长条件和环境，进一
步增强各族少年儿童交往、交融以及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认同，必将谱写出一幅民族团
结、勠力筑梦的美好篇章！

（新华社北京 2月 10日电）

让 民 族 团 结 之 花 美 丽 绽 放
——新疆、西藏与内地各族少年儿童“书信手拉手”“中学生结对子”活动巡礼

新华社记者 孙铁翔 白国龙

2 月 4 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TPP）在新西兰奥

克兰签署。至此，TPP 协议完

成了自谈判结束、文本公布后、

生效前的又一项工作。虽然

TPP12 个成员国代表在声明中

将协议的签署称为“亚太地区

的历史性成就”，但是从协议条

款在各国批准落实所要经过的

程序看，TPP 要真正发挥影响

仍有待时日。

TPP 谈判迄今已 5 年多，

包括 TPP 在内的大型自由贸

易协定已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

深远影响。首先，TPP 谈判在

全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不

少小型经济体为了获得巨大的

美国市场，纷纷表达加入 TPP

的意愿。其次，谈判的推进也

让曾经犹豫不决或不考虑加入

TPP 的经济体的立场发生动

摇。此外，TPP 引发的竞争，促

使一些新兴大国改变了以往贸

易谈判中对待服务贸易、投资、

知识产权等议题的态度，愿意

作出更多的开放承诺。

如今，TPP 协议签署让许

多人认为，发达国家集团在多

边贸易体系内的整体实力和谈

判地位将得到提高。下这种判

断目前来看还为时尚早。

一方面，TPP 协议自签署

后即进入各国国内批准协议的

程序，发挥效用和影响尚待时

日。有分析称，根据 TPP 协议

的有关内容，考虑到各国的政

治和法律情况，预计 TPP 协议将在 2018 年或之后生

效。这无疑是个较长的过程。从目前情况看，各国对

TPP 协议的反对声音依然不小。据外媒报道，美国和

其他国家有 100 万人在网上请愿书上签名反对 TPP 协

议。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理查德·
特拉姆卡在美国国会的一个记者会上说：“这项协议是

有害的，美国人不会接受。”正因为如此，新西兰总理约

翰·基在签字仪式上虽然对 12 国代表签署 TPP 表示祝

贺，但他同时表示，现阶段 TPP 还是“一张白纸”，仍需

各国政府完成国内批准程序。

另一方面，TPP 协议从产生到签署，乃至于今后的

发展，无不是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

发生的。发达国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某种意

义上是对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一种应对。这种应

对如果表现为相互之间的沟通、自由竞争以及妥协，则

有利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但如果有

些国家将这种应对视为对抗和排斥的手段，势必造成

新的对抗，其最终前景也难以预料。

还有一点也值得重视，美国将其主导的 TPP 同重

返亚太战略结合起来，掺杂了过多出于美国战略利益需

要的地缘政治考量，这既提供了出于战略需要推动它的

动力，也可能有损其他经济体的利益，将增加 TPP 进一

步发展所面临的政治阻力，这不利于TPP影响的发挥。

TP P

要发挥影响时日尚早

郭

言

本报北京 2 月 10 日讯 记者廉丹从国台办获悉：
台湾南部地区地震发生以来，国台办、海协会、卫生计
生委、红十字总会、地震局等有关部门持续与台湾有关
方面保持联系，密切关注救援进展情况和灾后重建事
宜，表示大陆方面关切救灾情况，牵挂灾区民众，大陆
方面愿意在医疗救助、血液、受伤民众康复疗养等方面
提供帮助。

大陆各界、有关企业、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展现同
胞之情，积极捐助。正在高雄举办文化月活动的京津
冀三省市民间交流促进会向受灾同胞捐款 300 万元
新台币。4 家福建驻台企业拟分别捐助 30 万元新台
币。联想集团及子公司联宝电子捐款 1000 万元新台
币。厦门航空公司拟捐助 50 万元人民币。上海市、
昆山市、珠海市等各地台协也积极展开捐助活动。
大 陆多位演艺界人士也以个人名义表达关切并捐
款。目前，各界捐助仍在进行之中。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截至 10 日 17 时，台湾南部地
震遇难人数已达 47 人，仍有 90 多人失联，搜救工作仍
在紧张进行。

大陆各界持续关注
台湾地震救援进展

本报北京 2 月 10 日讯 记者郑彬报道：农历正
月初三，探亲访友与旅游叠加，旅游需求旺盛，形成
了出行高峰。同时，各级旅游部门努力整治旅游市场
秩序，保障了节日期间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有序。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春节旅游市场信息显示，在
广东，短途游出现高峰，适合于阖家出行的返乡探
亲游、祈福游、生态游备受青睐。全省纳入统计的
重点景区 101 家，共接待游客 281.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17%；收入 1.9 亿元，同比增长 13.46%。北京的庙
会持续火爆，共接待 45.5 万人次，增长 42.7%。其中，
地坛公园庙会接待 17.7 万人次，增长 14.4%；龙潭公
园庙会接待 15 万人次，增长 73.9%；石景山游乐园庙
会接待 5.8 万人次，增长 28.7% 。 冰 雪 旅 游 持 续 升
温，河北崇礼全区共接待游客 10.2 万人次，同比增
长 28%，收入 8670 万元，同比增长 29%。其中万龙
和多乐美地两大滑雪场接待游客 3.7 万人次，门票
收 入 2337 万 元 。 黑 龙 江 牡 丹 江 市 受 雪乡带动，出
现了又一个旅游高峰，全天接待旅游人数 6.87 万人
次，其中森工雪乡景区接待游客近 2 万人次，收入近
2000 万元。

探亲访友与旅游叠加

短途游出现高峰

（上接第一版）2014 年，纳入统计的 115 家
国家高新区园区工业总产值接近 17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2.2%。我国经济增长的科
技 含 量 不 断 提 升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从
2010年的 50.9%有望增加到 55.1%。

自主创新 硕果累累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

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习近平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科技研发大多
是对国外成果的模仿与跟踪，而我们决心
让中国量子信息技术做到全世界最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和其团队
为了这个梦想不竭创新，在多光子纠缠操
纵实验研究上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在国际
上首次实现安全通信距离超过 100 公里
的光纤量子密钥分发。

对这项引起国际轰动的中国自主创新
成果，英国《自然》杂志不吝赞美：“这标志着
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崛起，从10年前不
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劲旅，将领
先于欧洲和北美⋯⋯”凭借多光子纠缠及干
涉度量上的自主创新硕果，潘建伟获得了
2015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这样高水平的自主创新成果的接连
涌现，不断强化着中国的创新自信。习近平
总书记说，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
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
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
者”“领跑者”转变。我国进入了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
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时期,给自
主创新带来了广阔发展空间，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强劲动力。

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是源头创新的
主力军。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科研院所
分类改革和高等学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
加强分类管理和绩效考核，增强知识创造
和供给。我国遵循基础研究的特点和规

律，大力推进国家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
基础研究，学科布局均衡发展，在纳米绿
色印刷制版、量子通信及组网、高温超导
材料、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诱导多功能性
干细胞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
的突出成果，基础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的能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我国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制
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法宝，让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
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
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
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
合力。我国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等一系列大型科技攻关
活动，不断提高我国战略高技术领域的自
主创新能力——

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成就举世瞩目；
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蝉联“六连冠”，

在生物医药、工程仿真、智慧城市、新材料
等领域应用取得显著效益；

国产首架大飞机 C919 成功总装下
线，ARJ-21 支线飞机成功实现商业销售
和运营；

北斗导航系统广泛应用，形成 1000
多亿元产值；

高分系列卫星成功发射，在国土普
查、环境监测等 18 个行业 1100 多家单位
得到广泛应用；

蛟龙号载人深潜器创造 7062 米世界
同类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带动海洋
资源勘探技术和装备实现跨越发展；

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首堆示
范工程开工建设，CAP1400 全面完成实
验验证，高温气冷堆商业化示范进展顺

利，快中子实验堆成功并网发电。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成就了一大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企业。我国企业
在高铁、核能、通讯设备、无人机、辐射成
像等领域的产品成功打入发达国家市场，
出现了中国中车、中核集团、华为、中兴、
大疆科技、同方威视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高科技制造龙头企业。

创新驱动 人才为先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

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

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
——习近平

2012 年 6 月，李进作出了一个在亲朋
眼里有些“疯狂”的决定：辞去国际医药巨
头阿利斯康科学总监的职位，来到成都高
新区开始创业。

创新药研制有环环关卡，最源头的一
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化合物库来进行
前期药物筛选。这个库越大，筛选成功率也
越高。可建成一个有几百万种化合物的库
需要几十亿美金，这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
只能靠仿制在产业链低端徘徊。李进创立
的成都先导药物开发有限公司，依靠领先全
球的DNA编码化合物库合成及筛选技术，
只用两年半时间就建成了14亿种化合物的
库，成本只有国外的 1/6。这位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已跟团队深深地融入创业洪流，
誓为中国制药做“先导”。

李进只是近年来庞大的海外归国人
才队伍中的一员：近 5 年回国人才超过
110万人，是前 30年回国人数的 3倍。

近年来，通过齐心协力的系统改革和

制度完善，我国人才结构极大优化，人才
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不断完善，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的局面基本形成：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长江学者、
中科院百人计划、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人
才计划有力促进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目
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 7100 万
人，研发人员超过 535 万人，其中企业研
发人员 398 万人；“80 后”“90 后”青年科
技人才快速成长，成为科研主力军和生力
军；一批优秀企业家加速涌现，成为引领
创新创业浪潮的核心力量⋯⋯

人才需要在充满活力的市场机遇中
实现价值。近年来，我国 960 万平方公里
土地上渐渐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
潮：全国各类众创空间已超过 2300 家，与
现有 2500 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
11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 146 个国家
高新区，共同形成完整的创业服务链条和
良好的创新生态，在孵企业超过 10 万家，
培育上市和挂牌企业 600 多家，吸纳就业
人数超过 180万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2016 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山
城”重庆考察，为中国新一年的发展谋篇
布局，首次为每个“理念”增添了动词，放
在“创新”前边的动词是“崇尚”。

这个动词蕴含着深沉有力的激励：
我们一定要从“要我创新”变成“我要

创新”，以更加主动的矫健步伐走在创新
驱动的大道上！

我们一定会将创新变成中国的新风
尚，成为每个国人心中的火苗，一起为灿
烂的中国梦熊熊燃烧！

勇 立 世 界 创 新 潮 头

（上接第一版）

这一醉，也让谢元恒对父亲的义务护
线举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再累也要陪
着父亲上山，修路清障，他还把家里最好
最大的一间卧室让给时不时来歇脚的巡
线员住。夏天，木屋里的墙角、凉席上洒
有花露水驱蚊。冬天，走进小木屋的巡线
员，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火盆里旺旺的炭火
和灶上热气腾腾的开水，那是为巡线员烧
好的泡脚水。38 年来，一批又一批巡线员
从城里来到大山，又从大山深处回到城
里。屈指一算，在谢家木屋里住过的巡线
员不下 40人。

“其实，为了这条电能输送线的安全，
谢家是做了大贡献的，特别是俺继伢（干
儿子）谢志勇是作出牺牲的。”说起此事，
年轻时曾在这条线上做巡线员、如今已是
输电室安全监察员的 58 岁的洪建军鼻子
酸酸的。

谢志勇是谢元恒的儿子。1985 年前
后，洪建军任运检班长，每月都要从城里进

山巡视运维工作，谢家是他的歇脚点，吃住
都在谢家。当时只有几岁的谢志勇，跟在
大哥哥洪建军身后十分讨人喜欢。洪建军
家住常德市区，决定认谢志勇当“继伢”。
两家因为“黄德线”这条经济“血脉”、因为
共同守护国家财产和万家灯火而成为亲
人。1997 年，18 岁的谢志勇还在上学，就
开始协助爷爷和父亲义务护线，后来，谢志
勇南下去了深圳。正当他干得有滋有味
时，义务护线大半辈子的爷爷患病丧失了
劳动能力，母亲也患上了尿毒症。

考虑再三，2007 年，谢志勇回到了他
熟悉的大山，回到了父母亲身边。

回来后，他才知道爷爷父亲有多难！
家乡大山的陡坡足有 70 度。电杆与电杆
之间，只有 300 米到 350 米，但逢坡必爬、
遇水必蹚。由于电线下不能长竹，一到春
天，竹笋长得很快，今天刚砍完这一片，响
一阵春雷下一场春雨，那一片又疯长上来
了，再接着砍，那个累啊！

回 来 了 ，他 才 知 道 情 义 有 多 厚 重 ！

2012 年，爷爷去世，山里山外的人都来
了，城里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也来了，那长
长的送葬队伍，至今都让谢志勇感叹：一
辈子没出过大山的爷爷，在山外有个好
大的世界呀！他母亲患尿毒症，每周都
需要透析，巨额医药费靠他父亲在山上
捡竹枝扎扫帚卖挣得钱。乡里乡亲都来
买竹扫帚，也从来不讨价还价，那一份情
都默默地扎在那一把又一把竹扫帚里。

“穷是穷点，但俺穷在深山有远亲！”
他回来了，真正感受到了社会的真

情。他清楚地记得，常德电网党组织每年
都会带着党的温暖走进深山老林；城里的
青年团员也一拨拨走进大山，和他家结对
子，在他家住过的老巡线员一个个又回来
了，到谢家像走亲戚一般⋯⋯尽管独居大
山的谢家目前还很困难，但他们不孤独。

“隔两天就过年了，春节怎么过？”面
对记者的提问，“谢老”父子憨厚地一笑：
过年了，当地有上坟祭祖的风俗，我必须
清除所有高压杆线下的隐患：腊月二十七

对 298 号至 315 号杆段线路下方的坟点杂
草进行清理；二十八对 316 号至 330 号杆
段线路下方的坟点杂草进行清理；二十九
除夕夜和正月初一上午，对沿线山火隐患
点进行巡视（常德当地有给已故的长辈除
夕送亮和初一拜年的风俗）；初二对 298
号至 310 号杆段的巡线道进行修整；初三
对 310 号至 320 号杆段的巡线道进行修
整；初四对 321 号至 330 号杆段的巡线道
进行修整⋯⋯

榜样的人生是平凡的，但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谢老”祖孙三代的无私襄助、
无怨奉献，在常德已演绎成一种精神与人
格魅力的传递。在遍布常德地区主网线
路大动脉的区域，电力工人都与沿线群众
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目前，全市电能输送
线沿途已有 170 多位农民像“谢老”一样，
成为义务护线员。义务护线员除了主动
参与护线外，还宣传带动沿线农民自觉保
护国家电力设施，发动沿线群众自觉参与
到保护国家财产安全的工作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