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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
来，我国交通运输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月 5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外记者见面
会，5位“交通长”（交通运输领域代表）与中外记
者见面交流，介绍交通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
奋斗精神和交通运输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截至目前，世界跨径排名前十的各类型桥梁
中，我国均占据半壁以上江山。”谈到70年来交通
运输行业的巨大变化，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
兼总工程师宋神友说，“我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走出了一条自主建设和创新发展的道路，
形成了完整的桥梁工业体系和规范标准体系。”据
宋神友介绍，通过与国际同行的同台竞标，我国先
后承担了巴拿马运河三桥设计、巴拿马运河四桥
设计施工总承包等重大国际项目，中国桥梁已经
走向世界，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桥梁大国，并向
桥梁强国迈进。

对于船的变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东海海巡
执法总队海巡01轮“船长”姜龙感受深刻。“据我
所知，直到 1960 年新中国才有能力建造万吨货
轮，现在世界最大的、我国自主建造的、可以装载
21000个标准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已经航行在世界
各地。”姜龙表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够用于
水上安全监管的巡逻艇不足10艘，现在直属海事
巡逻艇接近900艘，“我国水上运输能力和水上安
全监管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通航环境不断改善。“以长江口为例，过去有
大量船舶汇聚于此，船舶航行无序导致的碰撞事
件占长江口所有事故的一半以上。目前在我国沿
海以及内河重点通航水域都实施了船舶定线制，
助导航设施加快建设，所以现在船舶安全航行的
环境比以前好了太多。”姜龙说。

许多到北京旅游的人对行驶在长安街上有
“中国红”车身的 1 路公交车印象深刻。“2017 年
10月，新能源18米纯电动‘中国红’在1路投入运
营。现在乘坐1路已成为许多国内外游客游览北
京的热门线路。”北京公交集团1路公交车驾驶员

（“车长”）常洪霞说，公交车辆从依赖进口、卡车改
装到实现国产、科技领先；公交线路从以前不出二
环，到现在长途公交化、山区村村通、直通京津冀；
支付方式从月票、纸票、IC卡，到现在可以刷码乘
车……北京的交通实现了飞跃发展。

“我们花大力气对普通公路进行了改建，路面
由原来的沙石路、泥巴路全部改建为水泥混凝土
路面或沥青混凝土路面。公路修好了，养护工作
也可以更好开展。”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公路养护

管理段“段长”曾云表示，如今的蜀道，进得来、行得通、走得畅。四通八达的路
网连通了四川省的市县乡村，缩短了城乡通行时间，极大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
出行，也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

据了解，目前四川省大部分的乡镇、建制村都通了硬化路，对于如何保障
农村公路安全，曾云认为要从3个方面着手。首先，树立全过程安全观，将农
村公路安全工作贯穿在建设、管理、养护、运营每个环节；其次，树立全员参与
安全观，强化部门协调联动，构建县乡村三级安全管理体系，动员群众广泛参
与；第三，树立全融合安全观，将农村公路交通安全作为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
重要内容，构建共建共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格局。

作为一名奋战在救助一线的飞行员，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搜
救“机长”万秋雯主要承担直升机海上搜救工作。“在我国对救捞事业发展的重
视下，救捞队伍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目前我们团队拥有专业的海上救助打捞
船舶200余艘，其中有74艘专业救助船可以在比较恶劣的海况下开展救助工
作。”万秋雯说，从前海上救援手段比较单一，只能通过船舶施救，“通过十几年
的发展，我们先后建立了4支救援队，从1架救助直升机发展到24架，救助基
地扩大到8个，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海空救捞网络。”

古岭头是湘桂古道、全（州）灌
（阳）古道上的交通枢纽，也是红军
长征抢渡湘江过境广西的咽喉之
地，守住了古岭头就等于守住了红
军长征抢渡湘江的第一道生命线。

7月5日，记者来到古岭头附近
的广西全州县两河镇板塘村，见到
今年67岁的谌明生，他是红军的后
代，他的父亲肖春发是江西人，曾参
加过红军长征在古岭头一带的战
斗，后来因腿部受伤得到村民救助，

就留在了村里。“解放后村里给父亲
分了田，但后来父亲思念老家，就回
江西于都了。”谌明生说。

据党史资料记载，1934年11月
30日，红八军团赶往湘江途中到达
古岭头一带时，国民党桂军一部越
过红军新圩阵地，截击了红八军团，
双方发生激烈战斗。这时，又有敌
机来袭，红军战士伤亡较大。

后来，红八军团在红五军团十三
师的强力支援下才打退敌人，继续向

湘江前进。一路上，红八军团又连续
被桂军截击追赶，只能边打边走。

由于战斗异常激烈，部分受伤
红军战士落在了大部队的后面。为
躲避敌人的追捕，一些受伤战士躲
进村里，得到村民收留保护。

全州县石塘天坑群一带，狭窄
的山路两旁地势凹陷，悬崖林立，这
种天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被当地人
称作“天坑”，一些天坑最深处的垂
直高度有 150 米。据党史专家介

绍，1934 年湘江战役中，部分红八
军团战士就殉难于此。

当地村民对记者讲述了从祖辈
或父辈那里口口相传的红八军团受
伤战士英勇就义的故事。1934 年
11月30日，从上刘村经仙人桥进入
石塘天坑群的山路上，部分红八军
团受伤掉队的红军，相互搀扶着艰
难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队民团
汹涌而至，边放枪边叫喊着冲向红
军伤病员。伤势较轻的红军战士打
光了最后的子弹，与敌人展开肉搏
战，一些红军伤员牺牲，几名红军为
了不当俘虏，从天坑边的悬崖上跳
了下去，英勇就义。

红军在长征路上浴血奋战的事
迹在村中代代相传，红军英勇不屈、
敢于牺牲的故事感天动地。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弘
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
自 6 月 11 日起组织国内媒体，赴红
军长征经过的13个省区市进行“记
者再走长征路”主题接力式采访活
动，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和反响。

人们表示，跟着新闻工作者的
足迹，重温长征壮烈历程和伟大长
征精神，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在新长征路上续写新篇章、创造
新辉煌意义重大。

唤醒民族记忆
感受长征精神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
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6月11
日启动后，第一批记者即赴江西、福
建、广东等地进行采访。第二批赴湖
南、广西、贵州的采访正在进行中。

“85 年前，中央红军8.6万余人
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
程。”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
念馆副馆长张小平说，媒体记者在
这里开展“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
讲述这场伟大的远征，极具意义。

“随着相关报道陆续铺开，来纪念馆
参观、感受的人越来越多。有观众
表示，如果有机会，很想到红军长征
胜利会师的地方看一看。”

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凤凰镇建安
司村凤凰嘴渡口，当年最后一批红
军在此抢渡湘江。村民蒋士发说：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出发后最壮
烈的一仗，留下许多感人故事。希
望通过媒体的报道，让更多人知道
这段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

“我从学习强国平台上了解到
这次活动，天天都看再走长征路的
报道，关注相关信息。”贵州省卫生
干部进修学校工作人员林小川说，

“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再走长征路，

‘唤醒’了整个社会学习和传承长征
精神，很有意义。”

传颂感人故事
传扬为民初心

再走长征路，记者将一路所听
感人故事倾注笔端、深情讲述。

其中，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
故事报道后，感动了许多读者。人
们通过这个感人故事，深切了解到
中国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是为人民
谋幸福的宗旨。

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村主任朱向
群是“半条被子”主人公徐解秀的后
人。他说：“我要继承‘半条被子’精

神，为全村群众谋发展、办实事，让
乡亲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为人民牺牲的红军战士，永远
被人民缅怀。

在湖南通道县小水大坡界，记
者听当地红军长征研究专家讲述了
这么一个故事。

“8位红军战士在这里与敌人战
斗到最后一刻，毅然从50多米高的
悬崖跳下，全部壮烈牺牲。当地百
姓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红军烈士
的遗体掩埋好。他们知道，这些红
军是为他们牺牲的……”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
周年纪念日，再走长征路的记者团
与红军后人代表、当地党员干部在
广西兴安县湘江边祭奠红军烈士，
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集体重温入党誓词。

中国青年报记者谢洋说，当年
红军凭借一往无前、九死不悔的坚
定信念和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精
神走完漫漫征程，践行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这激励着
今天的我们。

继承长征精神
激扬前行信心

长征，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

用钢铁意志和英雄气概谱写的人类
史诗，留给后人巨大精神财富。

“记者把再走长征路活动中采
集到的故事向社会传播，传递了巨
大正能量。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示，
有这样一种精神，就没有什么克服
不了的困难。我们必须把前辈们历
经万难打下的江山建设好。”广东省
仁 化 县 城 口 镇 文 化 站 站 长 黄 本
洲说。

湖南日报记者唐亚新表示：“希
望、信心和使命感，这是我感受到的
决定红军长征胜利的关键词。漫漫征
程中，红军在最困难的时候，都带给
沿途群众希望和信心。在新时代的长
征路上，作为新闻工作者，也要将这
种希望、信心和使命感传播出去。”

“从来没有天上掉下来的幸福，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红军烈士后
代、福建长汀县红色文化讲解员钟
鸣说，“长征精神是军魂、党魂和国
魂，永远值得我们弘扬和传承。要
不断从中汲取营养，鼓舞我们在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
上奋勇前行。”

文/新华社记者 朱 超 马
云飞 张瑞杰

（新华社南宁7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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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 血 奋 战 感 天 动 地
——来自广西全州县的报道

本报记者 陆 敏 童 政

寻 精 神 守 初 心 强 信 心
——“记者再走长征路”活动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席
静玉报道：7月4日，满载着逆变器、
除湿机、机械设备等货物的中欧班列

（合肥—杜塞尔多夫）从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货运中心北
站物流基地出发，驶向欧洲物流中心
城市——德国杜塞尔多夫。据了解，
此趟满载94只标准箱的列车是全国
首趟开往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中欧班
列，标志着安徽省中欧班列又增加一
条新线路。截至目前，安徽省中欧班

列开行15条。
今年以来，安徽省中欧班列开行

速度不断提升，辐射范围双向扩大，
货源品类不断丰富。安徽省中欧班
列开行频率从开行时每周发送 1 列
提升至每周发送7列至14列。开行
线路在原有合肥至汉堡常态化线路
的基础上，先后开行合肥至赫尔辛
基、合肥至杜伊斯堡以及合肥至杜塞
尔多夫等新线路，货源辐射范围逐步
覆盖合肥、淮南、蚌埠等城市。

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比利时
当地时间7月4 日，190 辆“中国造”
沃尔沃汽车搭乘从中国西安港始发
的中欧班列“长安号”，抵达比利时根
特北海港。这是“中国造”沃尔沃首
次搭乘“长安号”出口欧洲，标志着西
安港整车进口口岸实现进出口贸易

“有来有往”。
据介绍，为降低物流成本，本趟

出口专列首次采用新型“集装箱+笼
车”的整车混合运输方式，即从西安
—马拉舍维奇段采用集装箱运输，马
拉舍维奇—根特段采用笼车运输，混

合运输方式可以增加单列火车的装
载数量，提高班列运输效率。西安
国际陆港集团副总经理翟若鹏表
示，“我们充分发挥西安港集结分拨
的枢纽功能和多种运输方式组合的
通道优势，提供了‘中国制造’产品
的运输物流优化解决方案，探索更多
便捷的多式联运线路，使更多‘中国
制造’产品通过新的运输方式进入欧
洲市场，同时也为欧洲产品进入中国
市场增加了新的物流运输平台，开辟
了欧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又一重
要渠道”。

安徽始发中欧班列再添新线路

“中国造”沃尔沃乘“长安号”出口至欧洲

高空俯瞰申嘉湖高速公路湖州鹿山至安吉孝源段工程和平段。申嘉湖高
速公路湖州鹿山至安吉孝源段工程全长48.57公里，7月1日通车后实现了浙
江省湖州市县（区）“半小时交通圈”。 谭云俸摄（中经视觉）

降低本地采购成本 辐射中亚药械市场

新疆阿克苏打造区域药品集散中心
本报记者 马呈忠

“以前要了解一些高端医疗器
械，要飞到上海、北京等地，如今在
家门口就能看到。”前不久，在
2019 年中国新疆阿克苏药品博览
会上，阿克苏地区中医院设备科副
主任刘新建告诉记者，其实相比药
博会，药品集散中心的完善更令人
期待。

阿克苏地处新疆南疆中部，与
国内主要药械采购市场距离遥远。
另外，虽然新疆能产 100 多种中药
材，但种植规模小、加工能力偏弱，

所需 98%的中药材要到安徽、河北
等地采购。据此，该地区围绕自治
区规划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医疗服务中心目标，努力打造
区域药品集散中心。

据介绍，阿克苏药品集散中心
位于温宿县空港物流园，一期工程
已建成 25 栋药品、医疗器械仓库，
入驻药品、器械企业 87 家，药品种
类 5000 余种，医疗器械 8000 余
种。今年底将建中心二期工程，以
及温宿县医药产业园。

目前，该中心已建成信息发布、
招标采购、运营管理、质量监管、招
商引资五大平台，实现了药械配送
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控、责
任可追究的闭环式管理模式。自去
年 7 月中心成立以来，入驻企业药
械销售额达13亿元。

“集散中心的建立以及阳光采
购制度，让采购成本明显下降。”刘
新建说，今年 1 月到 5 月，政府采购
药械招标 72 次，采购金额 6600 多
万元，采购成本比去年同期，即集散

中心未运营时下降了11%。
阿克苏地区药品集散中心不仅

能满足本地需要，还可辐射到中亚
市场。公路、铁路、航班的日益通
达，也为集散中心更好发挥作用提
供了交通支撑。

“我国药械产业整体生产水平
高于中西亚，新疆一些中医药产品
也深受中西亚青睐，入驻集散中心
的部分药企正在积极对接中亚、西
亚市场。”阿克苏药品集散中心负责
人汤勇韬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大美新疆旅游旺大美新疆旅游旺
7月5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博斯腾湖风光宜人。近年来，博湖县加大环保力度，

博斯腾湖水质不断改善，博斯腾湖景区的美丽风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年 磊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