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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崔国强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南，
这里的人们习惯把海拔较高的平坝称为“盖”，
川河盖就是一座形似桌子的大山。从秀山县城
出发，通过弯弯曲曲的“45道拐”盘山公路，记
者来到位于涌洞乡楠木村的秀山县红军川河盖
战斗遗址。在楠木村楠木组漆树林，矗立着红
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川河盖战斗纪念碑。80
多年前，黔东独立师在此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
赤胆忠心的悲壮战歌。

1934年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会师南腰
界，重新组建黔东独立师，王光泽任师长，段苏
权任政委。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策应二、六军
团主力东进湘西，黔东独立师激战印江、沿河、
松桃等地，突破敌人围追阻击，进入秀山县。

秀山县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喻再华向记者讲
述了川河盖战斗的故事。1934年11月28日拂
晓，300多名黔东独立师将士冒着大雾疾进，准
备以最快速度进入湖南。行至楠木村大板场
时，遭到当地反动民团的拦截。红军将士虽然
英勇奋战，但由于大雾笼罩，弹药缺乏，20多人
壮烈牺牲。为保存革命力量，王光泽决定将部
队分为两路行动，红军在迂回行进中再次遭到

堵截。
这是一场悲壮的战斗。当时黔东独立师只

有 300 多人，其中还有部分丧失战斗力的伤
员。他们面对的是十倍于己的军阀部队以及穷
凶极恶的地方反动民团组织。激战后，最终独
立师仅有几十人突围，分批进入湖南保靖县的
野猪坪，向永顺方向前进。

王光泽一部被冲散后，他只身一人在涌洞
乡住了两天，化装成卖海椒的农民，去湖南找红
军主力，不幸被俘。敌人知道捉住的是黔东独
立师师长王光泽后，对他软硬兼施，逼供、诱
降。王光泽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934年
12月21日，王光泽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
潭邬家坡英勇就义，年仅31岁。

秀山县楠木村党支部书记陈绪平带着记者
来到大板场红军烈士墓。“这里掩埋着七八个红
军的遗体，是当时的村民把牺牲的战士掩埋
于此。”陈绪平说。

“川河盖一战，独立师战士们浴血奋战，终
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而大部伤亡、失散。但他
们有效牵制了敌人，策应了红二、六军团东进。”
喻再华说。

黔东独立师长期转战川黔边区，在残酷的
斗争环境下，同川黔边区人民生死与共，军民亲
如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在秀山县雅江镇江西村苏家坡，有一个“红
军洞”。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个高约一米
五、深约七八米的洞穴，四周植被茂密，十分隐
蔽。苏家坡土家族老乡李木富的儿子李之文向
记者讲述了父亲救护段苏权政委的往事：“那年
我父亲34岁，他将左脚踝骨被子弹打穿的独立
师政委段苏权背至灵官庙救治。后来又将他藏
在这座洞穴躲避追捕。”李木富夫妻每天为段苏
权送药送饭。段苏权养伤一个多月后，拄着拐
杖安全离开了雅江镇。

为了永远铭记土家族老乡救护红军的事迹，
1984年，秀山县政府送给李之文一幅牌匾，写着

“红军的亲人”，现在牌匾已经传到李之文的儿子李
叶川手中，被视为“传家宝”。

“红军黔东独立师烈士的英魂映照着秀山
的山山水水，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他们对革命无
限忠诚的精神。”据陈绪平介绍，每年清明节和

“七一”党的生日这天，县里的党员干部会来到
川河盖纪念碑敬献花圈，缅怀先烈。

浴血“川河盖”浩气贯长虹
——来自重庆市秀山县的报道

本报北京7月18日讯 记者熊丽报道：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快
推进中西部地区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工作，提高
设施投资和运营效率。

近年来，我国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但区域不平衡现象仍较为突出，中西
部地区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水平仍低于东部地

区，面临着建设和运行维护资金短缺、收费机制
不完善等问题。

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谋划，针对重点区
域和重点薄弱环节，加快补齐短板。落实《城
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
2021 年）》要求，加快推进生活污水管网建设
和改造，推进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鼓励以城
带乡扩大生活垃圾收集覆盖面，推动跨区域

共建共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在完善多渠道资金投入机制上，通知提出，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各地要统筹利用
支持污染防治、城镇污水管网建设的各项资金，
按照相关规定切实加强项目审核和资金监管，
避免重复支持。积极规范有序推广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
投资积极性。

通知提出，健全价格收费政策。将生态环
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完善污染者付费制
度。将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至补偿污水处理和
污泥处置设施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水平。在有
条件的地区探索分类垃圾和混合垃圾差别化垃
圾处理收费政策。

（上接第一版）
2018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会见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明
确了共建新时代中拉关系和携手共进的
命运共同体努力方向。

5年来，从愿景到行动，从蓝图到现
实，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
发展。19 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拿马、多米
尼加和萨尔瓦多相继同中国建立外交关
系。仅去年一年，拉美地区就有6位国
家元首、1位政府首脑访问中国。

阿根廷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豪尔
赫·卡斯特罗说，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的积极倡议，也是历史的需要”。

风劲帆满
——“一带一路”为中

拉命运共同体之船开辟新
航道

在拉美，无论是海拔 4000 米的安
第斯高原，还是水下3000米的深海，都
能看到中国建设者的身影。

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公路”美
丽山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解决了2200
万巴西人电力短缺问题；连接阿根廷内
陆和港口的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为北
部产粮区农民降低了物流成本；中国企
业在厄瓜多尔承建多个水电站，助其从
电力进口国变为出口国；滴滴出行在拉
美 4 国运营，为当地人创造工作机会
……数日前，由中国设计并生产的列车
在古巴正式投入运行，成为古巴自1975
年来首次采购的全新铁路客车。

陆洋一体的大联通、开放互利的大
市场、自主先进的大产业、创新增长的大
机遇、平等互信的大交流。近年来，随着

“一带一路”在拉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中拉合作优化升级、创新发展的步
伐不断加快。

中拉贸易结构更加优化。中国成为拉
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拉美则是全球对华
出口增速最快地区之一。越来越多的拉美
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智利红酒、墨西
哥牛油果、厄瓜多尔白虾、哥斯达黎加菠萝
等各色拉美物产，频繁出现在中国人的购
物车里。“双十一”购物节期间，阿根廷驻华
大使和巴西驻上海总领事还亲自将阿根廷
红虾和巴西牛肉送到中国网民家。

中国对拉美投资领域更趋多元。中
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
42％和 18％的中国投资进入拉美矿业
和能源领域，而2011年至2017年，进入
这两个领域的中国投资占比已分别下降
至20％和6％，中国投资更多进入通信、
不动产、食品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截
至2017年底，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
超过3800亿美元。拉美成为仅次于亚
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在拉
中国企业超过2200家。

中拉金融合作更加多样。总规模
300亿美元的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首

期100亿美元已投入运营，首笔股权投
资支持三峡集团参与巴西两个水电站的
经营。中国人民银行与拉美多国签署本
币互换协议，在阿根廷和智利已指定人
民币业务清算行。中国多家商业银行在
拉美设有 10 多家分支机构。拉美 8 国
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拉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战略相互
契合，合作潜力巨大。尽管当前世界经
济风险上升，国际贸易投资放缓，保护主
义负面影响加大，中拉经贸合作仍呈现
逆势上扬的态势。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8 年，
中拉贸易额首次突破 3000 亿美元，创
下历史纪录。根据西班牙银行今年5月
公布的中国在拉美影响的报告，2016年
至2018年，中国在拉美投资平均额增长
至176亿美元。

“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是双方迈向
美好未来的‘金钥匙’，将为中拉共同建
设更高水平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携手共进
的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中国外交
部拉美司司长赵本堂说。

海阔天空
——文明互鉴使中拉

命运共同体之船行稳致远

梦想相通，文明相融。中国拥有五
千年悠久文明，拉美孕育了古老的玛雅
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习近平
主席曾说，要让中拉文明成为不同文明
和谐相处、相互促进的典范，为世界多元
文化版图增添更加绚烂的色彩。

5年来，中拉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走
进民间，深入人心。

中拉立法机构、地方、媒体、智库交流
频繁，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蓬勃开
展。中国在拉美24国建有44所孔子学院
和12个孔子课堂，在墨西哥城设立了首
个中国文化中心。2016年“中拉文化交
流年”成功举办，覆盖近30个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和中国多个省市，是迄今双方共同
举办的最大规模文化交流盛事。

目前已有 20 多个拉美国家成为中
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随着拉美国
家对华签证便利化和中国通拉美地区航
线的增加，中拉人民往来和旅游合作日
益紧密。

在中国，至少有 140 所院校开设了
西语、葡语专业，拉美与加勒比研究机构
也超过60家。

“世界文明需要互联互通，拉美人民和
中国人民深化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
将使拉中友谊之桥更加牢固。”阿根廷公共
媒体事务国务秘书埃尔南·隆巴尔迪说。

5 年来，中拉互信互助、互利互惠、
互学互鉴，成为新时期南南合作的典范。

跨越浩瀚太平洋阻隔，中拉命运共
同体之船逐梦前行，中拉全面合作的航
道将越走越宽。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中西部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工作提速

探索实行差别化垃圾处理收费

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中宣部发布了2019年“最美支边
人物”候选人先进事迹。

择一事为一地献一生

“我不留在上海，我就是要去柳州。”1958
年，年仅20岁的杨冠淼作出了人生的选择。这
份坚定，源自一个宏大的理想：要在广西建设一
个大型的现代化工厂。

从用竹子搭建的厂房到如今屹立于国际市
场、拥有几乎涉及工程机械全部产品线的现代
化企业，由弱到强的背后，是杨冠淼和他的同伴
们60年如一日的拼搏奋斗。

就在杨冠淼选择去广西的同一年，刚刚从北
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罗辽复背上行囊，踏上前往
内蒙古的旅途。等待他的内蒙古大学正处于起步
阶段，教研条件简陋。没有文献，他就去北京找；没
有图书，他就去外地买；没有能够讨论科研问题的
对象，他就与自己的大学同学书信交流。就这样，
罗辽复为内蒙古大学物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今年86岁的刘铭庭选择用一生守望的，是
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了摸清沙漠“脾气”，他绕
着塔里木盆地转了7圈，走了约40万公里。经
过反复考察研究，刘铭庭成功培育既能防风固
沙、又能创造经济效益的红柳肉苁蓉。如今，新
疆策勒县、于田县已摆脱“沙逼城下”之困。

放眼长远授人以渔

2016 年，45 岁的刘云军从北京到青海玉
树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任院长。刚进办公室，
一大摞辞职报告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时

的玉树州人民医院最多时一个月转出病人
2000人次。

必须改革！3 年来，玉树州人民医院医务
人员增加100多人，医院先后组建新生儿重症
监护等 14 个新学科、开展 168 项新技术，填补
玉树多项诊疗技术空白……刘云军3年间瘦了
20斤。

2016年夏天，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
长傅欣带领40名专任教师，来到西藏日喀则市
上海实验学校，针对西藏师资力量薄弱状况，他
与团队设计了“规范化教科研流程”、打造出“青
年教师——成熟教师——骨干教师——学科带
头人——名师”梯队培养机制。

2016年，中国石油援藏干部梁楠郁进藏后
担任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常务副县长。隆冬10
月，为调研卤虫卵产业，梁楠郁在几近结冰的香
错湖边搭起帐篷，一住就是十几天。

卤虫卵是虾蟹养殖的饵料，是双湖的“钱
包”。为了提升饵料销售单价，梁楠郁走访了
30余家国内饵料加工和销售企业，掌握了加工
技术、客户链条等资料。

为了支援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科的发展，
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周远翔不断奔走在
北京和新疆之间，协调成立了由清华大学18名
国内外知名电气领域专家组成的援疆专家团
队，为学院学科建设提供咨询指导。他深入分
析学院发展“瓶颈”，制定了教学、科研并用的实
验室建设模式，建立绩效考核与学科发展贡献
度挂钩的学科发展思路，充分调动教师从事教
学科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
律庆堂全身心投入反贪污贿赂、反侵权渎职等
工作。阿里地区人口基数小，案件数量少，干警

办案经验不足，律庆堂就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
一套共计100余万字的业务用书，内容翔实，实
用性强，成为干警的“随身宝”。

舍小家为大家

从 2011 年到 2019 年，来自辽宁的援疆干
部李世英连续6次申请援疆延期。

李世英挂职的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国
内氯碱化工行业的领军企业。彼2012年，为全力
推动利用电石尾气生产乙二醇项目技术实现产业
化，李世英和技术人员在各个城市奔波。期间，上
大学的儿子生病了需要回家休养，同事们劝李世
英回去看看。李世英“狠心”拒绝：“乙二醇项目都
火烧眉毛了，哪有时间回家？”

对进疆挂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师三
坪农场场长助理的孙义来说，每天为招商引资
不知道要打多少电话，少有时间与家人联系。
收获的是，1年间，20余家企业前来参观考察，
3个物流项目、1个工业实体项目成功签约，总
投资近30亿元。

父母病重直到去世，远在万里之外无法陪
伴，是浙江丽水市援疆指挥部指挥长罗运乾一生
的遗憾，唯有以新疆新和县的发展告慰父母。

针对新和县农产品资源丰富，但农民收入
不高的现状，罗运乾带领指挥部将“百村千厂”
工程和“农民双创园”项目有机结合，在多个乡
镇建设卫星工厂，帮助各民族兄弟在“家门口”
就业。

“你干的是国家的大事，家里的小事就不要
操心了。”罗运乾铭记着父亲去世前的叮嘱，把
对父亲的怀念深埋心底。

文/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情 满 边 疆 奋 斗 无 悔
——走近2019年“最美支边人物”（上）

7 月 18 日，新疆莎车县的维
吾尔族群众在采摘被当地誉为

“致富花”的万寿菊。晨光生物莎
车公司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自治区扶
贫龙头企业，自 2012 年以来，该
公司通过“订单”的形式推动农民
大面积种植万寿菊，既促进了当
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又带动了广
大农民脱贫致富。7年来该公司
累计带动农民增收 6 亿多元，实
现出口创汇4357万美元。

卢 颖摄（中经视觉）

万寿菊成“致富花”

7月1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会同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部际联席会议
其他单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治
欠保支工作情况。会上发布的数据显
示，全国人社部门查处的拖欠工资类案
件涉及人数和金额呈逐年下降趋势。今
年上半年，全国为23.95万名农民工追发
工资 28.3 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63.9%和65.5%。

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督察专员田
克军介绍，总体来看，水利行业治欠保支
工作成效明显。最新统计显示，在政府
投资的9100个水利项目中，实现农民工
实名制的达到93%，用工合同制的达到
94%，工资保证金制达到91%，其中水利
部直属的七大流域机构以及计划单列市
基本做到百分之百覆盖。

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王程介
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发多发态势
逐步得到遏制，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根治欠薪工作
任务依然繁重。今年6月初，人社部网
站开通“根治欠薪进行时”专栏，接受拖
欠农民工工资线索并责成有关地区核实
处理。王程介绍，截至 7 月 15 日，人社
部通过专栏直接收到了1847件线索，包

括工程建设领域466件，其他领域1381
件，经初步核查，排除了重复举报和已经
进入司法程序的线索，人社部已经将
362件欠薪线索分送各相关省份的人社
部门，由当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予以挂
牌督办。

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王程
表示，通过强化欠薪违法联合惩戒，今年
上半年，人社部共公布 3 批次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信息180条，均纳入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实施联合惩
戒。“根治欠薪需用铁腕。”王程表示，建
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加大对欠
薪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就是铁腕的一
项内容。

“我们想向社会、向公众传递这样一
个信息，就是通过铁腕治欠，在全社会形
成一个不敢欠、不能欠，最终达到不想欠
的社会氛围，从而有效地保证广大农民
工的劳动报酬权益。”王程说。

田克军表示，下一步，将研究加强农
民工工资支付的特别保障措施，如及时
跟踪落实工程款的落实到位情况，严禁
施工企业带资承包，将人工费在工程费
总额中剥离出来，优先保证人工工资的
支付，落实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等。

上半年为23.95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

欠薪案涉及人数与金额逐年下降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本报北京7月18日讯 记者韩秉
志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 7 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 7
月16日至8月26日，在全国范围内联合
开展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通过源头
和过程的监管，有效预防和解决欠薪行
为，扭转年底讨薪难、年年整治年年重演
的被动局面。

据介绍，7 部门将对各类在建工程
项目及已竣工但仍存在欠薪的工程项目

进行全面清查，并重点对政府投资项目、
国企工程项目和其他有欠薪记录的在建
工程项目进行检查，做到“三查两清
零”。“三查”，就是一要查欠薪的隐患苗
头；二要查历史欠薪案件的存量情况；三
要查政府投资项目和国企项目农民工工
资支付情况。“两清零”，就是要通过本次
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做到国企项目
欠薪案件清零，政府项目投资欠薪案件
清零。

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