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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5 月 10 日电(记者惠小勇、
丛峰、江毅、周相吉、谢佼、杨迪)转瞬 10 年，
“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已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回首 10 年，在抢救生命、重建家园、振
兴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谱写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歌，创造了一个个
攻坚克难的奇迹。

有一种力量，使山川动容

有一种奉献，用生命书写

5 月的汶川河谷，山岭上近 40 万株百
年老茶树吐出新芽。龙门山脉呈现不同的色
彩：翠绿、墨绿、白色、粉色。那是新生命
萌发的树林，那是次第开放的花儿，是这片
土地上怒放的生命。

在汶川县映秀镇渔子溪村，白墙青瓦楼
房立于山坡之上。每天傍晚，年过花甲的张
志富喜欢在田园里散步。路边，盛开着各色
小花。

张志富是土生土长的渔子溪人，地震前
在原漩口中学当门卫。张志富说，他时常想起
学校的老师方杰。地震发生时，方杰用手支撑
住教室大门，全班几十名孩子成功逃生，而他
被压在了墙瓦之间。救援人员发现他时，他双
臂仍保持撑举状态，仿佛要撑住一个永不垮
塌的生命之门。

“这样的人咋能忘了呢！”张志富说。
灾后重建中同样有生死考验。北川老县

城遗址旁、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里，人们常在
一排雕像前驻足——— 那是为援助地震灾区而

牺牲的英雄们。其中有崔学选。
崔学选生前是潍坊市抗震救灾援川前线

指挥。冒着余震、滑坡和飞石，他带领援建人
员踏遍了北川县桂溪乡的土地，有时通宵达

旦。2009 年 7 月 13 日，因连续超负荷工作，
他倒在了援建路上。弥留之际，崔学选对守在
身边的老母亲说：“妈妈，等我病好了，我带你
去看一看新北川。” （下转 2 版）

有一种奋斗叫中国力量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发展记

新华社东京 5 月 9 日电(记者侯丽军、
冮冶)当地时间 5 月 9 日下午，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东京迎宾馆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
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中日是重要近邻和世界主
要经济体，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关系到
双方人民的福祉，也关系到世界尤其是亚洲
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日关系前些年经历
了不少风雨，走过了一段弯路。近来日方在
对华关系上释放重要积极信息，两国关系出
现改善向好势头。我此次访问的目的，是要
同日方共同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并
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努力保持中日关系长期
健康稳定发展。

李克强强调，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 40 周年。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
合声明的各项原则，明确提出发展两国持久
的和平友好关系。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双
方都要恪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
则，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维护政
治基础，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共同开创两国关
系未来。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多次表示愿正视
和反省过去那段历史，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
加以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希望日方信守承
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双方要共同维护东海
局势稳定向好的局面，使东海成为和平、合
作、友好之海。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

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体现在行动中，使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始终成
为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和前进方向。

李克强指出，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发展
的重要引擎和支撑。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
强，应进一步挖掘潜力，加强节能环保、科
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

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合作，探讨“一带一
路”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双方已就
签署本币互换协议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同意
给予日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额度。双方要发扬民间友好传统，
加强文化、地方、教育、体育、媒体、青年
等交流，进一步做好拉近民心的工作。

安倍晋三表示，去年以来，日中关系得
到切实改善，双方重启日中经济高层对话并
实现外长互访。回顾走过的路，展望未来，
日方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愿以李克强总理
此访为契机，继承前辈的精神，持续改善并
推进日中关系，推动将战略互惠关系落到实
处，构筑更加成熟的日中关系。日方愿同中
国加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往来，加强在国
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日方将按照日
中联合声明的规定，仅同台湾保持民间往
来。日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愿继续推进双
方重点领域合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维护基于规则的公正、开放的多边体系，进
一步扩大投资、旅游、文化、食品、减灾、
海洋开发等领域交流合作。联合开展第三方
市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以及其他共同关
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会谈后，李克强与安倍晋三共同见证了
人文、医疗卫生、服务贸易、第三方市场合
作以及建立海空联络机制等多项双边合作文
件的签署。

会谈前，安倍晋三在迎宾馆广场为李克
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李克强抵达时，安倍晋
三前往迎接，两国领导人登上迎宾台。军乐队
奏响两国国歌，中国、日本国旗迎风飘扬。李
克强在安倍晋三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时强调

努力实现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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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10 日电(记者李凤
双 、管 建 涛 、王 建 ) 在“中国最北村
落”——— 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村民的身
份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先是从村民变
身林业局职工，后又成为公司股东、做起家
庭旅馆老板……

9 日下午，北极村下起了小雨，“李
二”正在院子里检修游艇，之后要往江边
运，下江调试。“ 10 号从广西来 300 多名
游客，将坐游艇游览中俄界江黑龙江。”
“李二”说，这是他今年的首单游艇生意。

“李二”的名字叫李希江，在家排行老二，
村民都称他“李二”。前些年，“李二”还是以种
地为生的农民，家里 30 多亩地。由于处于高
寒地区，一年的种地纯收入只有 1 万元左右。

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处于北纬 53°以
上的高纬度地区，号称“中国最北村落”，很多

游人慕名而来“找北”。每年夏至前后，这里一
天 24 小时几乎都是白昼，也是观赏北极光的
好时节。近年来，随着夏季旅游升温，“李二”

和很多村民一起开始做游艇生意。

“最初经营游艇的几年，价格不统一，
大家各干各的，互相抢活，压价竞争，服务
也跟不上去。因为这个事，一些村民间的关
系也闹得挺僵，有些人见面都不说话。”
“李二”回忆说。

为解决这种无序竞争问题，2011 年在村
民倡议下北极村成立了游艇协会，全村 27 户
做游艇生意的被吸纳进来，同时当地海事部
门对加入游艇协会的村民进行安全培训。每
户出资 10 多万元，又新购一批游艇，目前这
个协会已经拥有 13 艘游艇。

协会成立后，统一价格，避免了无序竞
争。通过规范经营活动，游艇服务质量提高，

生意越来越红火，每户一年能挣 4 万多元。

如今，“李二”已成为黑龙江省漠河县北
极村神州客渡有限公司的经理和股东。

除了经理和股东的身份，“李二”还是北
极村环卫工，每天都要“刷脸”上班，按月开工
资。

2011 年，“李二”和很多原住村民一样被
安置成林业局职工，现在每个月能拿到工资
2000 多元。

“我和媳妇都是职工，一年的工资收入就
5 万元左右。”“李二”说，工资还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增加，每 5 年上涨一次。

游艇和工资收入还不是“李二”收入的
大头。近些年，北极村游客逐年增加，很多
家庭开起家庭旅馆，“李二”就是一家家庭
旅馆老板。

“李二”把自己的房子改造装修成 8 个房

间，同时能容纳 20 多人入住。“一年的食宿能
挣十八九万元。”腰包鼓起来的“李二”，去年
还花近 20 万元买了一辆越野车。

为了规范发展旅游业，北极村成立了家
庭宾馆协会、马爬犁协会，参与其中的村民成
为这些协会的股东。

从村民再到职工、经理、老板，在北极村
还有很多“李二”们。他们靠当地独特的生态
环境和区位特点，在多重身份间“切换”，实现
了增收致富。去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超过 2 . 6
万元。

北极村党支部书记刘存生介绍，北极村
现有 1865 人，很多村民成为环卫工、园林绿
化工、防火队员等，村民像城里上班族一样，
每天都要“刷脸”上班，否则就要扣工资。

2017 年，“李二”入党了，他又多一个新
身份，现在“更要给普通群众带好头。”

村民、职工、股东、经理、老板、党员……

“北极村”村民身份变迁记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
梁相斌、涂铭、李放)4 月下
旬的南疆和田，春意正浓。北
京援疆和田指挥部驻地办公楼
上，“京和大厦” 4 个大字熠
熠生辉。门前的廊道，几十株
葡萄正攀爬吐绿，一片生机勃
勃。

北京，和田，相距近
4000 公里，肇始于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的对口援疆让两地携
起手来， 21 年来风雨同舟，

砥砺前行，打造起了发达地区
对口支援欠发达民族地区的
“京和号”品牌。

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
吹响，新时代的“京和号”将
如何作为？以首善标准科学援
疆、全面援疆、真情援疆，把
援疆扶贫作为检验北京贯彻党
中央治疆方略和脱贫攻坚战略
部署的试金石，作为民族团
结、锤炼干部的大熔炉，这是
北京给出的答案，也是掷地有
声的承诺。

让援疆扶贫成为

检验北京落实中央战

略部署的试金石

北京市是全国首批开展对
口援疆的 9 个省市之一。
1997 年，北京开始对口支援
和田地区。 2010 年新一轮援
疆启动后，北京市继续对口支
援和田地区 (重点援建和田
市、和田县、墨玉县、洛浦
县)，并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四师纳入对口支援范围，
受援地总人口 170 余万。

“以首善标准科学援疆、全
面援疆、真情援疆，无条件地拿
出最好的资源支援和田地区各
族同胞脱贫致富，不仅是北京
市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更是
北京市干部群众的政治担当。”
北京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 “输血”更要“造
血”。北京把发展产业促进就
业作为增强受援地造血功能、
推进扶贫攻坚的“主攻点”。

北京国企光华集团于 2016 年在和田设立了京和纺织公司，
目前为 600 多名维吾尔族员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其中 182 人
来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新一轮援疆以来，北京在和田援建
各类产业园区 6 个、标准化厂房 30 余万平方米，引进内地
企业 110 余家，吸纳富余劳动力就业 2 万余人次。

——— “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针对和田地区教
育和医疗短板，北京精准持续发力。新一轮援疆以来，北京
帮助和田地区新建和改扩建校舍 270 余所，累计培训师资
26000 余人次，选派教育专家 1000 余名帮助当地提升教育
水平。累计选派 330 多名医疗专家对口支援和田，帮助新改
扩建地县(市)级医院 8 所，完成 56 所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
设，帮助当地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 把优质的资源和干部人才送到和田去。在和田地区
人民医院，援疆医生、北京天坛医院神经介入科主任医师姜
除寒的到来，让当地的脑动脉瘤患者在和田就能接受国际最
先进的密网支架技术治疗。在和田国家农业科技园先导区，
北京市引进 9 个顶尖专家团队，为 30 个适合当地发展和推
广的特色农业示范项目提供科技支撑……

“首善标准是北京市落实党中央援疆工作要求的一块试
金石。”北京市支援合作办主任马新明说，从项目、资金的
安排到人才输送，从产业帮扶到教育、医疗支援，首善标准
是检验是否落实党中央要求的最好标尺。

让戈壁荒漠成为民族团结、锤炼干部的

大熔炉

干事创业，关键在人。 1997 年 3 月，第一批北京援疆
干部抵达和田。 21 年来，北京市已累计选派 9 批 1500 多人
次赴和田援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在戈壁荒漠挥洒汗水、
接续奋斗。

“和田人民真辛苦，一天吃掉半斤土，白天不够晚上
补。”到和田后，很多援疆干部对当地这句“顺口溜”有了
切身体会：出门回来“蓬头垢面”，嘴里经常有沙子，有人
体检查出肺部有结节。

“顶得住风沙，耐得住寂寞，扛得起责任。”谈起援疆
一年多的工作和生活，来自北京市规划国土委的援疆干部蔡
晶深有体会地说。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224 团中学，来自北师大
二附中西城实验学校的援疆教师常曦已是二次援疆。 2016
年 8 月，一直申请到和田支教的常曦终于圆了“援疆梦”。
第一年援疆工作尚未结束，他又提交了二次援疆的申请。

像常曦这样，二次援疆甚至多次援疆的北京人还有很
多。“在和田，在十四师 224 团，招聘教师是极为困难的
事。到更需要我的地方去工作，为更需要的人做点事情。”
常曦道出了援疆干部共同的心声，“被人需要是幸福的。”

在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病区，刚刚查完病房的姜
除寒正在对着精心制作的 PPT 课件，给年轻医生讲授脑血
管密网支架技术细节，他的目标是在援疆结束时，为和田留
下一支带不走的脑血管病医疗队伍。

见到“ 80 后”北京援疆干部、墨玉县委副书记张好生
时，他正在打电话动员北京的朋友到墨玉县北京工业园区纺
织园投资。张好生调侃说，向北京的同事亲友“化缘”是他
援疆后必做的“功课”。从去年到现在，张好生已经给当地
引入了 6 家企业，创造就业岗位 1500 多个。

不只是张好生，很多北京“援友”都有这样“自带干粮
化缘”的经历。

“援疆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一笔宝贵的精神富矿。大漠戈
壁就像一个大熔炉，让我有机会和维吾尔族乡亲们在一起，开
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对法律的理解，还收获了友情。”在日
记中，北京援疆法官陈军如此写道。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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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是是四四川川省省汶汶川川县县映映秀秀镇镇风风貌貌。。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薛薛玉玉斌斌摄摄

这是 5 月 8 日拍摄的安徽黟县宏村景区。近
日，新华社记者来到安徽省黟县和歙县，用无人机
记录皖南古村之美。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皖南古村 美景如画
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观音殿

村打造特色田园乡村，走上一条以农带旅、以旅兴农
的绿色致富路。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以农带旅 以旅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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