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7 2019年10月22日 星期二

（上接第一版）同时，中国拥有完善
的基础设施和价格低廉的能源资
源，劳动力充足且成本较低。跨国
公司把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装配加
工环节布局在中国，以降低生产
成本。

加工贸易行业尤其明显。据统
计，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一半以
上都是外资企业生产的。以最典型
的苹果手机全球价值链为例：根据
美国加州大学和雪城大学三位教授
合作撰写的研究报告《捕捉苹果全
球供应网络利润》，苹果公司每卖出
一部 iPhone 便独享其中 60%的利
润份额，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仅获
得其中1.8%的利润份额。

广阔的市场是外资企业在华
的另一个重要收获。目前，世界
50 家最大的零售企业，超过 70%
进入中国市场，几乎所有的国际
大 型 汽 车 公 司 都 在 中 国 合 资 建
厂。在新的开放政策下，外商投
资已经覆盖了大部分的服务业门
类。随着外商投资的增长，一些
领域的外资企业市场占有率不断
提高。在电子、汽车、机械、仪表
等行业，外商投资企业所生产的
产品已占据国内三分之一以上的
市场份额。在国内汽车零部件市
场，2017 年外资企业市场占有率
达 49.25% ；在 国 内 手 机 CPU 市

场，2018 年，高通的市场占有率达
53%；在国内打印机市场，惠普占
据约 50%市场份额。

近年来，创新成果正成为跨国
公司在中国越来越大的新收获。跨
国公司普遍认为，创新将成为未来
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助推器，并充
分肯定了在华研发业务的重要性。

2016 年，在华员工人数超过
250 人的跨国企业中，有 43%已经
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中国欧盟商会

《商业信心调查 2019》显示，81%的
受访企业认为中国的创新之路可带
来商机。

对跨国公司而言，新技术、新产
品的研发与对核心专利的绝对控
制，是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
竞争力和保障长期利润来源的重要
手段，也是其最重要的创新产出。
科技部统计数据显示，1998 年，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港澳台商投资
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为 355.8 亿元，
外商投资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为
867.8 亿元，到 2017 年，分别达到
21626 亿元和 32139 亿元。同时，
跨国公司在华有效专利迅猛增长。
从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看，2017 年，
工业企业中，港澳台商投资获得有
效发明专利 81769 个，外商投资企
业获得有效发明专利 81151 个，分
别是2010年的6倍和4倍。

在军运项目中，跳伞、低空飞行等户外项目受风
力等气象条件影响较大。比赛时间长、项目多、赛场
分布广……气象保障服务面临诸多挑战。气象部门
依托先进的气象技术，不断提高预测和应急服务能
力，力争为军运会赛事创造“好天时”。

气象卫星对武汉地区进行 3 分钟至 6 分钟的
高频次加密扫描；19部新一代天气雷达每天24小
时连续开机，实现雷达体扫和径向流数据实时传
输；10个国家高空气象站启动高空气象加密观测；
地面气象观测站启动分钟级加密观测；35 个场馆
新型观测装备全部到位运行……为做好武汉军运
会气象服务保障工作，我国首次开展跨地域、跨空
域、高标准、高要求的气象协同观测。

为满足军运会期间场馆（场地）气象观测和赛事
专项气象观测需要，气象部门利用气象观测新装备、
新技术、新方法，开展天气背景和重要场所的协同观
测保障。沙滩排球比赛前要测沙温，东湖公开水域游
泳比赛前要测水温，帆船比赛前要测湖面的风向风
速，射击比赛前要测能见度……不同比赛所需的气象
条件不同，只有沙温、水温、风速等因素过关了，赛事
才能顺利进行。自军运会气象保障服务筹备工作开展
以来，湖北气象部门新建30个场馆（场地）地面自动气

象站和11个特殊赛事专项观测站，实现了地面观测场
馆全覆盖、要素协同观测比赛项目全覆盖。

针对跳伞、低空飞行等比赛，气象部门还在赛
场及赛事区域布设 X 波段天气雷达、激光测风雷
达、边界层风廓线雷达、全天空仪、天气现象视频
智能观测仪、能见度仪等协同观测设备。如何利
用这些观测数据？气象部门特别开发了高分辨快
速更新循环预报系统，每小时提供未来预报时效
12 小时、15 分钟间隔的预报产品，为 35 个场馆的

逐小时天气预报、场馆竞赛委员会临时提出的分
钟级气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满足军运会气象保障服务大数据、广交换、
强运算、高稳定的技术要求，气象部门还启用了
100 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和 300TB 存储系统，为
数值预报模式的运算处理和大数据存储交换提供
强大支撑，同时，对现有网络系统进行扩容、提速，
建设武汉市气象局—武汉军运会信息发布中心网
络专线，为军运会气象信息传输提供保障。

为军运赛事创造“好天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国庆前夕，正在沪上医院疗养的著名电影表
演艺术家秦怡梳妆齐整，端坐在轮椅上，聚精会神
观看电视直播。这一天是9月29日，北京人民大
会堂正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颁授仪式。

尽管因身体原因，无法赴京参加仪式，但 97
岁的秦怡始终打足精神，要在病房里见证这庄严
一刻。“国家给这么高的荣誉，很激动，感受很多，
很想流泪……”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
号之际，她这样表达心情。

为人民讴歌，她满腔赤诚，演
“活”了女英雄

1922年出生的秦怡，16岁开启舞台生涯，25
岁走上大银幕。

在中国影坛，秦怡是公认的德艺双馨艺术
家。在她8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塑造了众多栩栩
如生的艺术形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她先
后主演了《农家乐》《铁道游击队》《女篮五号》《青
春之歌》《摩雅傣》《海外赤子》等数十部影片。

青春年少时，秦怡就经受抗战烽火洗礼，从上
海家中辗转到中国南方各地，再到重庆，她以实际
行动支持抗战。在重庆，她很快加入到由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工作中。

“解放了，我们终于可以好好演戏、演电影了！”这
是1949年迎接新中国诞生时秦怡发自心底的呐喊。

在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时，她感慨：“我90多
岁了，经历了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更加觉得幸福
来之不易，更加要不断学习，为人民讴歌，拍好电

影就是为人民服务。”
她这样回忆自己塑造、打磨过的角色——在

《铁道游击队》剧组学习“怎么扔手榴弹”，一个动
作要重复十七八遍，趴在土坡上，要跟男演员一样
吃苦耐劳；在拍《摩雅傣》时，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
同住，仅是学习如何驯马，就花了很大力气。

最令秦怡难忘的角色之一是在电影《青春之
歌》中扮演的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林红。

“林红是我扮演的共产党人中最美的一个，这
不是说形象好看，而是用精神和信念去打动观
众。”她曾深情回忆。

人在，戏在，九旬高龄登上青藏
高原拍新片

“拍戏的人没有季节，零下30摄氏度也可以穿
着单衣，还扇扇子。零上40摄氏度，也可以穿着棉
衣，围着围巾。严冬腊月往河里跳，酷暑也要往火里
钻。可是无论吃多少苦，每当一段样片出来时，大家
抢着看自己在片子里是否有不足之处。”

这是秦怡在2009年上影成立60周年大会上
的一段激情演讲，台下几代电影人不禁热泪盈眶。

“人在，戏在！”2014年，九旬高龄的秦怡登上
青藏高原，拍摄她字斟句酌的电影剧本《青海湖
畔》。从筹备到开拍，她自编自演，全程亲力亲
为。与秦怡老师拍对手戏的演员佟瑞欣说，片中
气象科学工作者梅欣怡爱岗敬业，寄托了秦怡老
师对工作和生活的无比热爱。

对待表演艺术，秦怡永远充满着激情。她说：
“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我总要以满腔激情去拥抱

事业，这是一支我永远唱不尽的歌。”

大爱无垠，从小家走向大家

在医院疗养期间，秦怡把国家荣誉称号证书
和奖章放置在最醒目位置。此前入院时，她还带
上了早年她与丈夫金焰的合影。

秦怡以她对小家和大家的爱，来诠释自己的
人生品格。她曾经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患有
重症的儿子，即使丈夫去世、心灵屡受打击，她坚
持以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重担。

而当社会上一方有难，秦怡又一次次毫不犹
豫地伸出援手。很多影迷记得，2008年汶川大地
震后，秦怡拿出自己绝大部分积蓄，先后捐出20余
万元，支援灾区重建。她不顾医生反对，在做完腰
椎手术后不久就前往都江堰参加上海援建小学的
开学典礼。玉树地震后，她又捐款3万元。

据估算，近年来，她累计向各个方面捐款超过
60万元，而这对屡遭家庭变故的秦怡来说并不是
一笔小数目。

她还一直关心中国电影“走出去”，不仅支持
上海举办国际电影节，还曾发起并筹资主办“上海
中外无声影片展”等活动。她与世界多国电影艺
术家建立友谊。比如，秦怡比日本演员栗原小卷
年长20多岁，但两人一见如故，结下忘年交。

“她的身上饱含着精神力量，给人以心灵启
迪。她塑造的角色拓宽了人们对中国电影的认
知，照见了人们对世间真善美的渴望。”上海电影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说。

文/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新华社电）

77岁的都贵玛老人坐在窗前，用橘红色的头
巾包住苍白的头发，脸上爬满岁月的痕迹。她不
时望向放在桌子上的手机，那里有她59年前抚养
过的20多个孩子建立的微信群，孩子们经常在群
里与额吉（蒙古语意为妈妈）分享生活的酸甜苦辣。

一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脑木更苏
木牧民都贵玛和她 28 个孩子的故事以不同的形
式在全国流传。她的名字在歌声中传扬，她的故
事在荧幕上重现，她的善行被写进书中，她被人们
称为草原最美的额吉。前不久，这位博爱行善的
蒙古族老人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28个南方孤儿的蒙古族额吉

1960年的一天，牧羊姑娘都贵玛被招进内蒙
古四子王旗临时建立的保育院工作，一下子成了
28个孩子的额吉。那一年，她18岁，尚未成家。

上世纪 60 年代初，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
地陷入物资匮乏、食物奇缺的困境，育婴堂的米粮
眼看就要见底，被政府收养的几千个孩子面临死
亡威胁。在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的安排下，3000 名孤儿从
遥远的江南来到内蒙古草原，他们被牧民们亲切
地称为“国家的孩子”。都贵玛的 28 个孩子便是
其中的部分孩子。

他们年龄最小的不满周岁，最大的也仅仅 5
岁，需要在保育院调理好身体之后才能被牧民们
领养。年轻的都贵玛在一位助手的帮助下要照顾
这些体弱多病的婴幼儿，让他们慢慢适应北方的
寒冷、牧家的饮食，向党和国家履行“接一个、活一
个、壮一个”的承诺。

“我也7岁失去父母，对这些孤儿有着特殊的
感情。”看着这些来自遥远地方的可怜孩子，都贵
玛立志为他们打造草原上的第一个温暖的家。为
此，这个未婚姑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给 28 个婴幼儿换尿布、喂奶粉、哄睡觉、教蒙古
语、照顾饮食起居……都贵玛白天忙得焦头烂额、
晚上睡不上一个整觉，一旦有孩子生病，冒着草原
寒风骑马奔波几十里地送孩子就医。

那时候，有个两岁小男孩，只有躺在都贵玛怀
里才能安静入睡。他会撒娇喊“妈妈”，总要跟“妈
妈”一起睡。从小失去母亲的都贵玛，理解孩子对母
亲怀抱的渴望。每晚，都贵玛都会抚摸着他的头，哄
他入睡。后来，小男孩被牧民领养，取名“呼和”，但
一直与都贵玛额吉有着密切联系，直到因病去世。

在那个缺医少药、生活艰苦的年代，在都贵玛
10个月的精心呵护下，28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没有一
人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都被健康地送到养父母
家中。如今，这些孤儿们也已年过花甲，子孙满堂。

40多位牧民产妇的救命恩人

上世纪70年代的内蒙古草原，地广人稀、交通
不便、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分娩对于牧区妇女来
说无疑是一道“鬼门关”。当时已回到草原放牧的都
贵玛，看到身边年轻女性遭受的死亡威胁，心中有着
说不出的酸楚。1974年，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她，抛下家里的牧活，参加旗医院组织的培训，跟随
妇产科医生学习接产技巧及产科医学知识。

1975年的一天，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乌兰希热
嘎查牧民敖敦格日勒难产，但最近的医院也在100
多公里外，情急之下，家人求助刚从旗医院学成归来
的都贵玛。正在家里放牧的都贵玛，扔下羊鞭，跨上
马背，及时赶到产妇家，用自己掌握的现代医学技术
救下母女俩。那是她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此后，这片
偏远草原上的难产产妇有了“保护神”。

都贵玛没有辜负乡亲们的信任。她把牧业劳
动之余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产科医学技术上，逐步
掌握了一套在牧区简陋条件下接产的独特方法，
10多年间挽救40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

都贵玛不是专职医生，她的第一身份还是牧
民。因为放牧和接产不能兼顾，当年与她一起参
加产科培训的人，没有几个人能坚持下来。她说：

“只要有病人家属来家里叫我，不管多忙，我都得
赶过去，因为党和政府让我学习掌握了这门技术，
这就是我的责任。”

就像履行照顾好“国家的孩子”的承诺一样，
都贵玛一直尽职尽责地履行着产科大夫的职责，
直到 90 年代，牧区医疗和交通条件改善，牧民产
妇能方便接受专业医院诊疗。

身边困难人群的“爱心使者”

对于幼年失去父母的孟克吉雅和朝格德力格
尔兄弟俩来说，有个像都贵玛一样的姑姑算是悲
惨命运中的幸事。1980年，都贵玛的哥嫂相继病
故，她二话没说把年仅3岁和10岁的兄弟俩接回
家，与自己的女儿一同抚养成人。到了上世纪90
年代，都贵玛80多岁的姑姑、姑父瘫痪在床，无人
照顾。她又义不容辞地将老两口接到家里，承担
起照顾的义务，直到3年后老人们去世。

时间跨入 21 世纪，都贵玛已进入暮年，一场
严重的车祸，让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但她还是
处处牵挂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尽其所能为他
们排忧解难。

汶川地震后，她主动联系嘎查党支部交纳
3000 元的“特殊党费”；得知当地一所小学有 50
多名贫困学生，她拿出 5000 元帮他们交纳相关
费用；她是当地边防派出所的“编外”教导员，每年
都为边防官兵讲政治教育课……

“我这辈子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应该做
的事情，党和国家给了我荣誉，我非常荣幸。人的
一生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用
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都贵玛说。

文/新华社记者 勿日汗 （新华社电）

从一间 84 平方米的铁匠铺起
家，到横跨多个产业、年营收超千亿
元、利润超百亿元的国际化集团，鲁
冠球打造出了一个商业奇迹。

1969 年，25 岁的鲁冠球带领 6
位农民，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
1979 年 ，鲁 冠 球 决 定 专 攻 万 向
节 ——汽车底盘上不起眼的一个零
部件。农机厂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

那时，鲁冠球带领技术人员在
晚上汽车闲置时钻到汽车下面研究
万向节。好不容易研制出的产品，
免费送都没人要。产品大量积压，
职工发工资都成问题。

得知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在
山东召开，鲁冠球带着产品直奔会
场，却因为是乡镇企业没资格进
场。鲁冠球说：“那我们就在场外摆
地摊。”以低于场内 20%的价格，鲁
冠球最终斩获 210 万元订单，万向
也从此跨入汽车行业。

然而有一天，安徽芜湖寄来一
封退货信，说厂里生产的万向节出
现了裂纹。鲁冠球立刻把3万多套
万向节全部卖给废品收购站，并开
始整顿企业。1980年底，中国汽车
工业总公司检查团到了厂里，给出
一个出乎意料的结论：总分 99.4
分，居全国同行之首。从此，鲁冠球
的工厂被中汽公司列为全国仅有的
3家万向节生产定点厂之一。

“要做就做最好的。”这是鲁冠
球常说的一句话。由于地处钱塘江
边，万向注册的商标叫“钱潮”。有
人告诉鲁冠球，这两个字的拼音首
字母“QC”，正好是“质量控制”的英
文缩写。鲁冠球很高兴：“这个好！
信誉就是企业的生命，这个标志要
印到每个万向节上。”

在某次出国考察中，鲁冠球被
深深震撼了：国外这家公司 250 名
员工年产 400 万套万向节，而万向

公司上千名员工才生产 100 万套。
鲁冠球下决心：一定要把企业办好，
为国家增光添彩。

不久后，他提出通过吸收员工
入股解决资金问题，自己拿出家里
仅有的 5000 元带头入股。这是浙
江乡镇企业中最早的股份制。

1988年，鲁冠球率先实践乡镇
企业与乡政府“政企分开”，界定了
与政府的产权关系。1989年，万向
成为“全国十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中
唯一的乡镇企业。

1990年，万向成为国内第一家
乡镇企业集团；1994 年，“万向钱
潮”股票在深圳上市交易。

2000年，万向整体收购了舍勒
公司。2001年8月28日，万向又收
购 了 美 国 一 家 纳 斯 达 克 上 市 公
司——UAI 公司，开创了中国民营
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在鲁冠球几十年的创业历史
中，他获得了许多荣誉：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改革先锋
等，而这一切无疑源于他的不懈
奋斗。

10 月 21 日，

中国选手张政在

比赛后庆祝。当

日，在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军

事五项男子个人

全能障碍游泳比

赛中，他以 23 秒

8 的成绩夺得第

一名，并追平世

界纪录。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本报西安10月21日电 记者
雷婷报道：10月21日，2019中国国
际通用航空大会（西安航展）在陕西
西安落下帷幕。本届航展上，国内
外 240 架飞行器参展，数量和种类
均创历史新高；成功举办了飞行表
演、飞机静态展、航空设备器材展及
专业论坛等系列精彩活动，吸引逾
20 万人次观展，137 家参展企业达
成交易或合作意向。近500家国内
外参展商展出了超过 3000 件展
品，其中不乏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

制造技术、设备和产品，全方位展示
了我国通用航空产业领先的科学技
术、丰硕的发展成果、蓬勃的发展活
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安航展由陕西省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民
用航空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联合主办，以“推动通用航空发展，
加快航空产业聚集”为主题，在吸收
前五届成功举办经验的基础上，在
理念方针、内容设置、平台搭建、活
动举办等方面加以创新。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孔

祥文报道：10 月 21 日，国内最大的
地铁管片厂——中铁二十二局集团
建筑构件有限公司生产下线地铁管
片突破 1 万环大关，为国内首批可
以实现地铁服务水平的全地下市域
快线——广州地铁 18 号线建设奠
定了坚实基础。

项目经理韩波介绍，位于广州

市番禺区的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建筑
构件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地
铁管片厂，全厂智能化率达 40%。
通过引进智能机械化系统，该工厂
工作效率提高了 7 倍，劳动力节省
60%以上。截至目前，该工厂生产的
管 片 合 格 率 100% ，优 良 率 超 过
95%，为我国地铁管片生产提供了
可借鉴的经验。

国内最大地铁管片厂生产突破万环

鲁冠球：“要做就做最好的”
本报记者 黄 平

2019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闭幕

鲁冠球（中）（1945—2017）。

新华社发

秦怡：中国银幕不老的“青春之歌”

都贵玛：草原最美的额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