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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
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
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
社会。中国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
利完成。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1953年，中共中央
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社会主义改造开
始进行。农业一般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手工业一般经历了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
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大体
经过了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
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及完成以后，国家先后以“四马分
肥”和支付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
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这种做法，得到了民
族资产阶级的拥护。

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
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全国私营
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
合作社的轨道。至此，中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

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经济基础的建立，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基本形成。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中秋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一些在内地读书的香港籍学生选择了
不一样的“中秋节打开方式”。

“与在家里过节不同，一个是家人多，一个是朋友多，感受不同，
都精彩。”一名就读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香港学子说。

来自香港的欧阳镇雄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学专业的大
三学生。在内地读书的三年间，他不仅结识了许多和他一样来自香港的
同学，还与内地的同学们成了朋友。今年中秋节他首次在广州度过。

“往年都是在香港过节，今年虽然不能和家里人一起过，但是在
广州也有很多朋友。”欧阳镇雄说，他的中秋节是和朋友一起聚餐赏
月度过的。

暨南大学在节前举行了“话中秋，感悟传统文化；迎国庆，共诉爱
国情怀”的活动，40余名来自不同学院的港澳台侨学生参与其中，与
老师们一起做月饼、制灯笼。

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大三学生郑锦然说：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学校对传统文化很重视，我们也乐在其中。”

中山大学的50多名香港籍新生则在中秋节前夕跟随老师来到
了北京大学。据介绍，这是中山大学国情班活动的一个部分。国情
班分了两条线，一条线去北京，另一条线去南京和上海，活动的主要
内容是了解中华文化。

中秋之夜，参加国情班的香港籍学生举行了一个温馨而特别的
中秋活动，既是过节，也是对国情班活动的一个总结。学生们在分享
环节畅所欲言，大家表示：

“国情班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程，我们去了很多景点，看到了很
多古代的建筑，了解了很多传统文化与历史知识。”

“我从小就在香港长大，大多香港人对内地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这次国情班，我亲身感受到了祖国的发展。”

文/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杨淑馨
（据新华社广州9月14日电）

读书 会友 交流 分享
——香港学子内地别样过中秋

2018 年 3 月 5 日，我站在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的代表通道上，向亿万观
众讲述我和中国高铁的故事。那一
刻，我的思绪跨过山河大海，回到远在
青岛的第二个家——中车四方股份公
司。这是一家造火车的百年老厂，也
是我的祖辈、父辈奉献一生心血的地
方。为祖国造最好的车，我们三代人
的初心和梦想从未改变。

时针拨回 2006 年。高速动车组
进入了生产制造的关键阶段，转向架
的装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转向
架是高速列车的腿和脚，不仅承载着
列车的整车重量，更承载着所有旅客
的生命安全。单位领导找到我：小郭，
你是最年轻的首席制造师，敢不敢接
下这个担子？转向架装配的关键技术

在国内尚属空白，攻关难度可想而
知！但军令如山，使命必达！关键技
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两个月里，
全厂都知道有一群“着了魔”的人——
泡在工厂不着家、通宵达旦搞试验。
为了摸清所有的数据，我们做了1000
多次装配论证试验，工作笔记约10万
字，查阅的资料堆起来有两米多高。
功夫不负有心人，所有难题，54天，我
们全部拿下！

时针转到2014年，一项世界瞩目
的工程——“复兴号”动车组进入全面
攻坚。就是大家眼前这昂首伫立、宛若
飞龙的高铁列车。中国设计、中国血统、
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我和团队又一
次接下了打造精品转向架的重任。一台
转向架有上千个零部件，装配尺寸数据

有上万个，装配精度更要以微米来计
算。成千上万次的精密装配，换来的是
最高品质的产品。多年来，从“和谐号”
到“复兴号”，为了掌握转向架的运行数
据，我们跟随试验列车奔赴最复杂的地
域环境。我们知道太行山中凌晨3点的
夜有多黑，也感受过高原上的紫外线有
多强烈，我们忘不了沙漠里被热浪烘烤
的晕眩和窒息，也经历过零下40摄氏
度寒风刺骨的痛楚。苦吗？苦！但是我们
完成了世界上最长的线路试验，拿到了
最丰富、最详实的试验数据。这些数据，
是无价之宝！它让我们充满自豪，它让
我们坚定信念，它让我们无怨无悔，它
让我们世界领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
道：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

上！今天，2900 多列高速动车组，在
神州大地日夜飞驰，那嘹亮的汽笛声，
就是向祖国最好的献礼！

伟大复兴中国梦，大国重器当先
锋！十五年历经风雨，从跟随到领
跑，中国高铁串联起祖国的大江大
海，串联成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从首
席技师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一枚枚
勋章闪亮，但我最自豪的身份，永远
是中国高铁工人！最光荣的使命，永
远是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
提速！现在，我们正向时速 600 公里
高速磁浮发起冲击！在轨道延伸的
地方，我们将唱响“中国品牌”，再创

“中国速度”，用双手书写更加精彩的
奋斗篇章。
（作者系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高 铁 追 梦 人
郭 锐

“爸爸，为什么嫦娥奔月要先架
‘鹊桥’？”“你看，因为月球只有一面朝
向地球，我们通过发射卫星架起‘鹊
桥 ’，才 能 与 月 球 背 面 取 得 联 系
呀。”……9 月 14 日，以“礼赞共和国、
智慧新生活”为主题的2019年全国科
普日活动启幕。走进位于中国科技馆
内的北京主场活动区域，一对父子正
驻足我国嫦娥四号探月工程模型展示
台前，了解“鹊桥”中继星搭建地月信
息联通之桥的奥秘。

今年是中国科协第 16 次开展全
国科普日活动，北京主场活动设在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馆 和 北 京 市 科 学 中
心。今年北京主场活动以社会化为
主要特色，联合龙头企业、重点高
校、一流学会等120余家机构共同举
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科技成就
科普展。

中国科技馆区包括砥砺强国之
志、智惠行动联播、科普群英荟萃、5G
连接未来、我和我的祖国、创新引领成
长等 6 大板块。造岛神器“天鲲号”、
世界最大起重船振华30、第一颗人造
卫星东方红一号、民族瑰宝青蒿素、全
球组网的中国北斗……一件件大国重
器模型和互动体验装置牢牢吸引住观
众的目光。

大国重器彰显强国风范，接地
气的创新成果贴近生活。往保温杯
里倒入 100℃的开水，只需大约 1 分
钟就能降温至 48℃左右适宜人饮用
的温度，还能保持在最佳饮用温度
区间约 6 小时；重量最轻只有 0.4 公
斤，材料厚度不过2毫米，却能拥有
与20毫米至30毫米厚羽绒服外套相
同保暖效果的防寒服……这些来自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展示的产品，正
为便民惠民注入航天基因。还有由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带来的

3D 打印技术，让药片个性化定制成
为可能；北京石墨烯研究院研发团
队将超级材料石墨烯做成柔性锂离
子电池，有望突破传统硬质电池在
智能穿戴领域应用的局限性。

科普日里既有高精尖科技成果展
演，还汇聚了小小科学家们的奇思妙
想。来自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
小学的孩子们正在展区一角现场设计
和制作桥梁模型。有的孩子还自告奋

勇充当起“解说员”，给来往的成年人
讲解桥梁知识。

据了解，2019 年全国科普日还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全国科技馆联
合行动、乡村振兴农村科普联合行
动、社区科普联合行动、校园科普联
合行动等一系列科普活动。如天津举
办全域科普展，广东举办粤港澳大湾
区分会场活动及科学嘉年华活动，中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举办“爱腿日、中

国行”系列科普活动，中国仪器仪表
学会开展走进食品营养安全科普基地
活动。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副部长
郑凯介绍，今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将持
续到9月20日，让公众与科学零距离
接触，在全社会掀起弘扬科学精神、普
及科学知识的良好氛围。预计各地将
有 1.5 万个单位开展科普活动 2.4 万
项，惠及公众3.2亿人次。

科学舞台精彩纷呈
——2019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见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全国科普日活动现场，观众正在观看造岛神器“天鲲号”模型。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上图 9月12日，农民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茅坪乡水沙坪稻田收割水稻。秋收时节，
湘西的田野一片金黄，给人丰收的喜悦。

曾祥辉摄（中经视觉）
左图 9月13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石洞镇皮厦村特色产业基地里庄稼成熟，农民在

忙着收割。据悉，当地积极推进精准扶贫、绿色扶贫，积极发展山地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龙胜洲摄（中经视觉）

秋收时节
丰收在望

（上接第一版）
第二笔是生态账：改造前，每年要排放二氧化碳7万吨、二氧化

硫2100吨、氮氧化物1050吨、粉尘25吨。周边群众意见很大，企业
也要花大量精力和成本治污减排。改造后，没有了烟气污染，废水循
环利用没有外排，实现了环保效益最大化，工业废气、工业废水“零排
放”。

“不管是经济账还是环保账，都划算！”余建兵说。
在四川，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力度加大，电能替代工程迅速推进。

“包括实施‘煤改电’的企业在内，2018年，四川新增电能替代用户
3717户、累计12307家。实施电能替代改革后，2018年全省累计电
能替代总电量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64%。”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张勇林告诉记者。

让水力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

“中国水电在西南，西南水电看四川”。拥有金沙江、雅砻江、大
渡河、岷江等大江大河的四川，水电资源十分丰富。但近年来一直为

“弃水”问题所困扰，一些水电站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有水而不能发电，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丰富的水资源白白流走。

如何让丰富的水力资源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近年来，四川一直
在进行探索，对水电丰富的甘孜等地实行的“留存电量”改革就是探
索之一。

四川还提出以电力体制改革为重点深入要素市场化改革，探索
建设若干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加快推进配售电改革。

洪雅县境内5个中型电站富余电量、弃水电量每年约5亿千瓦
时，而县内工业企业电价却居高不下。为了解决这一供需矛盾，洪雅
成为四川首个增量配电改革业务试点县。

“增量配电试点区域规划用地总面积6800亩，将新建110千伏
变电站，敷设10千伏电缆线路38千米，共争取债券资金6.8亿元，日
前到位1.26亿元，已启动试点区域内一期物流通道、电力廊道和燃
气、供水等配套基础设施规划。”洪雅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涂建军
向记者介绍。

“按照电改‘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原则，管的是电网环节，放的
是供需交易。在管的环节，实际上也有放，比如开展增量配电业务就
是希望能引入社会资本，发挥‘鲇鱼效应’，引导整个电网的成本透明
化和投资决策优化。在放的环节实际上也需要管，比如在交易过程
中加强监管，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体
改办工作人员朱磊告诉记者，开展增量配电改革试点重在对富余水
电进行消纳，实现用户享有服务，投资者合理收益和政府有效监管多
方共赢的格局。

记者了解到，四川电力体制改革还将持续向纵深推进，旨在进一
步解决水电优势发挥不充分、市场化竞争机制有待健全等一系列问
题。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促进企业降低成本、扩大产能，实现多方受
益，形成实体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进而促进四川富余水电消纳，实
现资源充分利用和经济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