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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10 月 12 日电(记者
王丽、潘德鑫、李惊亚)曾经的贵州，常
被外界贴上“三言”(天无三日晴、地无
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和“两语”(夜郎
自大、黔驴技穷)的“标签”。

今天的贵州，却一次次刷新着外
界认知。“天眼”落地，大数据崛起，高
铁“十字路口”纵横相连，连续 30 个季
度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前三，“多彩贵
州”精彩不断。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
后发优势、奋力赶超。贵州看清形势、
适应趋势、发挥优势，用辩证思维探索
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
省份”的发展新路，在加速发展中更加
注重绿色共享，在转型跨越中不断激
发精神力量，实现弯道取直、后发先
至。

踏平“三里”连大道

跨越天堑启通途

9 月初，贵州黔恒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里，一箱
箱鲜嫩、饱满、散发诱人果香的猕猴桃
装车完毕。这车全程冷链运输的猕猴
桃，经新疆霍尔果斯海关出关，4 天后
就出现在了俄罗斯市场。

“以前从没想过能和老外做生
意。”公司董事长段昌勇兴奋地说。曾
经“窝在西南、偏安一隅”的贵州不仅
打开了山门，也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平均海
拔 1100 余米，92 . 5% 的面积为山地
和丘陵。外界常用“地无三里平” 来
描述这个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

云山阻隔行路难，望断天涯空嗟
叹。被贬贵州龙场的王阳明在《瘗旅
文》中曾这样形容：“连峰际天兮，飞鸟
不通”。

不是夜郎真自大，只因无路去中
原。黔道难行一度是制约贵州发展的
最大瓶颈，只有突破这个障碍，才能实
现“一通百通”。

2014 年，贵广高铁开通，贵州高
铁里程实现“零”的突破，如今铁路出
省通道达到 14 个，形成贵阳至周边省
会城市及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
地区 2 至 8 小时高铁交通圈；

2015 年，率先在西部实现“县县
通高速”，如今高速公路里程由 2011
年底的 2023 公里增至 5800 余公里，
高速公路出省通道达到 17 个；

2015 年，北入长江的乌江高等级
航道实现通航，2018 年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南向通道开行测试班列；
2017 年，茅台机场通航，贵州实现通航机场市(州)全覆盖，

形成“一枢纽十支”民用运输机场布局。2018 年贵阳—莫斯科直
飞洲际航线开通，贵州国际航线达到 24 条。

大道已出省，黔道不再难，交通之变让贵州从“落后边缘”到
“左右逢源”。作为全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贵州已经成为西
南联结华中华南交通枢纽、西部地区“一带一路”重要陆海连接
线、长江经济带和“珠江—西江”经济带的中间带。

便捷交通带来了人流、物流，也打开了眼界、思路。“无中生
有”率先发展大数据等战略新兴产业，网路纵横让贵州既和周边
打通，更与世界相连。贵州省发改委主任陈少波认为，交通改变，
一变带万变，经济“加速跑”有了基础支撑，未来“新跨越”也明晰
了方向。

告别“富饶的贫困”

发现黔地“新金银”

“贵州”之名始于宋代。虽名为“贵”，但在史料记载、外界眼
中，贵州最“醒目”的标签是“穷”———“人无三分银”。明代郭子章
在《黔记》中写道“贵州地皆蛮夷，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地”。

即便到了 21世纪初，贵州的“穷”仍未改观。2009 年，贵州
GDP 仅占全国百分之一，人均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分之一，多项核心经济指标在全国挂末。

贵州的“穷”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富饶的贫困”。素有“江南
煤海”之称的贵州，煤炭探明储量超过江南十省之和，中国磷都、
中国汞都也都在此。然而产业结构单一、生产方式落后：一产是
“糊口农业”，二产“一煤独大”，三产起步晚、底子薄。

如何找到逆转的突破口，贵州顺应时代趋势，发挥比较优
势，敢于“无中生有”培育和发展具有领先意义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放弃低端、低效产业，调高、调优产业结构。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贵州大数据相关企业
从 2013 年的不足 1000 家增长至目前的 8500 多家，不仅吸引了
苹果、高通、微软等世界知名企业，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百度、
京东等全国大数据、互联网领军企业扎根贵州，货车帮、白山云、
朗玛信息、易鲸捷、华芯通等一大批本土企业也快速成长。

大数据正成为贵州经济新的增长点，也为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强力支撑。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老牌军工企
业，连接器是其核心产品之一，但长期以来生产线一直以人工
装配为主，生产效率不高，质量也不稳定。近年来，航天电器大
力推进智能制造，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流
程再造，生产质效得到明显提升，仅麻花针生产线就从原来的
8 0 人减至 2 0 人，而产能提升了近 3 倍，产品合格率达到
99 . 8%。

“技术升级、智能改造为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国际市场
打下了基础。”公司总经理王跃轩告诉记者，今年前 8 个月公司
海外订单已经突破 1 亿元，超过前两年的总和。

“千企改造”“万企融合”提升了贵州传统行业竞争力，大数
据这棵“智慧树”成为越来越多实体经济企业的“摇钱树”。“新的
在补旧的，旧的也在脱胎换骨”。陈少波认为，贵州通过守底线走
新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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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位于湖北襄阳的汉（武汉）十（十
堰）高铁崔家营汉江特大桥成功合龙，标志着汉十
高铁全线贯通。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汉十高铁实现全线贯通
日前，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廉政文化示范点———

朱子文化园，五夫镇朱子学校的学生诵读《廉洁教
育读本》。 (邱汝泉摄)

“廉”风满校园

33 岁的邹火明，自从去年当选为村支书
后，深深体会到村里“上至瓦房，下至茅房”都
关村干部的事。

正在央视播出的《平“语”近人——— 习近
平总书记用典》，让他心潮澎湃。第一集《一枝
一叶总关情》即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总书记用‘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句诗提醒
党员干部时刻想着人民。他当过支部书记，深
知基层的实际和困难，鞭策我们不栽盆景、不
搭风景，要为民做好事，办实事。”

一年多来，作为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凤
凰镇上水田村党支部书记，邹火明和村委带
领乡亲盘活丢荒的土地资源，为村民平均增
收 4000 元，挖掘传统酿酒手工艺，打造特色
品牌产业，年营业收入约 100 万元。

“我决心在带领村民致富路上，不落下一
个乡亲。”他说。

节目第二集《治国有常民为本》，则从重
民生、兴民德、得民心三个角度阐释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武

振说，对总书记用典进行追根溯源，对其现实
意义进行深入解读，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智
慧启迪、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保障和改善民生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和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袁武振说，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各级党和政府应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医疗、
教育、收入分配、社保、住房、食药安全、环保
等问题入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人民。

节目第三集《国无德不兴》从崇德、明德、
修德三个维度，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德”的论述。

北京市西城区老墙根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英，从事社区工作 13 年。她说，看完这一集很
有共鸣——— 社区是反映居民诉求、协调利益
关系的重要渠道，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一样，
都要以德服人。“社区党委班子是社区的领头
雁，首先要有‘德’。正人先正己。”

近几年，胡同里流动人口增多，居民养犬
数量上升，卫生问题日益明显。一段时间，高
红英带着社区工作者每天扛着扫帚铁锹走街
串巷清理垃圾，后来不少居民也参与进来，慢
慢形成了一支社区环境志愿服务队。

受此启发，高红英着手挖掘社区中“德才
兼备”的能人，开展社区活动，探索社区共同
治理。“以德服人，居民们的心齐了，奉献更多
了。”她说。

节目第四集《国之本在家》从家庭、家教、
家风三个层次，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
建设的重视。

山东省科学院副研究员孟光范目前正在
攻读博士学位。他说，看完这一集感触颇
深——— 正是家庭、父母赋予了自己人生的底
色。“我出生在山东泰安的农村，挨着孔孟故
里，靠知识改变命运是从父母言传身教中得
来的人生经验。”

36 岁的孟光范，正在把父母给予他的宽
厚、耿直、谦逊的品格，传递给下一代。“在我
们小家里，要求孩子做到的，我们两口子首先

做到。”
孟光范认为，良好的家风、和谐美满的

家庭以及对后代的正确引导同样是国家创
新发展的内生动力，需要每一个家庭去发
扬和践行。“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和一个父
亲，我深感肩上责任之重，但也很有信心，
从我做起把良好的家风传下去。”

在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供电部门的特
色读书活动中，《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
书记用典》被列为近期的学习重点。

“这样的解读形式非常好，专家的讲
述也很接地气，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国家电网嘉鱼县供电公司茶庵供电所主
任程和平说，“总书记用典，无论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阐述，还是
对于立德、家风建设的要求，都给广大党
员干部指明了方向。”

(记者白瀛、壮锦、许祖华、张超、萧海
川、梁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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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用典给广大党员干部指明方向”
《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引发社会共鸣

 10 月 8 日，一辆汽车行驶在好地
方林场的林间道路上（无人机拍摄）。

进入秋季，地处山西省沁源县的好
地方林场变成金黄一片，四面眺望，群山
环绕，绵延起伏，林海苍茫，宛如一座座
金山展现在眼前。

1962 年起，好地方林场职工拉开了
造林的序幕，攻克落叶松山地育苗等难
关，连续 20 年，共营造落叶松人工林
29000 余亩。如今的好地方林场森林总
覆盖率达 98% 以上，成为一处“林茂草
奇花艳丽”的天然氧吧。

目前沁源全县森林面积 220 万亩，
天然牧坡 1 2 0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
56 . 7% ，居山西省第一，是全国天然林保
护重点县、全国“油松之乡”。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秋染沁源“好地方”

满眼青山似“金山”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有其生生不息的精
神力量。进入新时代，我们该如何赓续民族精
神，使其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弘扬伟大创造
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
想精神，这是我们改革发展、实现梦想的深厚
底气，也是我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强大力
量。

新时代呼唤伟大创造精神。创造书写历
史，创造改变中国。纵览千年历史长河，创造
的智慧在诸子百家、诗词歌赋中熠熠生辉；创
造的精神在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等成就中历
久弥新。当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
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当高铁跑出“中
国速度”，电商平台将世界融于一“网”，扫码
支付引领消费时尚，共享单车为“最后一公

里”提供解决方案，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在
新时代里正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激发亿
万劳动者的巨大创造潜能，我们就能推动
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
前列。

新时代砥砺伟大奋斗精神。千百年来，
中国人民始终铭记一个朴素的道理：要幸
福就要奋斗。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重要节
点鉴往知来，我们愈发坚信：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宏伟蓝图要靠辛勤汗水才能变
为现实。当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不能忘记，我国
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
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还需要我们以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只有顽强拼搏，“撸起
袖子加油干”，才能攻克重重难关，创造人
世间的一切幸福。

新时代汇聚伟大团结精神。“团结就是
力量，团结才能前进”。这样一种精神，曾让
我们的先辈建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曾激励各族
人民并肩作战，书写中华民族保家卫国、抵
御外侮的壮丽史诗；曾鼓舞全国人民万众
一心，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必将在
新时代把我们紧紧凝聚，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迸发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
量。

新时代激荡伟大梦想精神。梦想是心

中不灭的火炬，是执着前行的动力。穿越战
火硝烟，奋进建设年代，续写改革新篇，在
近代以来 170 多年的持续奋斗中，中国人
民始终不曾忘记一个梦想：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如今，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
梦，我们定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实现光明的
未来。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伟大的
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有民族精神照
耀前路，我们一定会在接续奋斗中劈波斩
浪，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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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新华社评论员

杨颖：“轨道人”的“工作狂”科研创新的“弄潮儿”
新华社长沙 10 月 12 日电(记者阳建)秋

日暖阳，蓝天碧洗。在位于湖南株洲的“中国
动力谷”，一群群“轨道人”忙碌在科研所、试
验场、车间里。“老杨”是他们当中的“工作
狂”，想起技术突破半夜也要爬起来，收到国
外技术邮件凌晨也会回复，仿佛从来不需休
息、没有时差。

“老杨”就是中国中车首席技术专家、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株机”)副总
工程师杨颖。这位 53 岁的专家，30 年来始终
奋斗在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第一线。他如“弄潮
儿”一般，走在新技术最前沿，攻克中国轨道

交通的一道道难关，潜心前瞻性研究与基础
原材料研发，矢志推动中国技术与产品“走出
去”。

“绿色智能”潮流的引领者

1988 年，杨颖大学毕业进入中车株机，
从事电力机车研发与制造。在付出比常人更
多的勤奋后，他迅速成长为电力机车领域的
技术专家。

1999 年，杨颖参加了我国第一代商用交
流传动电力机车和第一代交流传动动车组及

“中华之星”高速列车的研制。两年后，“中华
之星”创造了时速 321 . 5 公里的新纪录。

从直流到交流，从普速到高速，中国电力
机车两大技术的时代飞跃，杨颖都是主要参
与者、推动者。

奋斗者，脚步不息。2006 年，杨颖主持上
海地铁进口 A 型地铁车辆“直改交”和“六改
八”工程项目，打破国外对 A 型地铁车辆的
技术垄断。

在高速与重载领域跻身世界前列后，中
国轨道交通装备未来之路怎么走？惟“绿色智
能”者胜——— 杨颖喊出了引领业界潮流的口
号。

2012 年以来，他率领技术团队攻坚克
难，推出了一批更节能、更环保、更智能的科
研成果。比如，将超级电容器技术与 100% 低

地板有轨电车技术融合，研制出全球首列
全程无网的超级电容储能式现代有轨电
车，节能 30%。

继长沙中低速磁浮列车之后，杨颖又
投入到中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制当中。“时速
200 公里是磁浮的全新领域，其他国家基
本没涉及，我会倾尽全力。”杨颖说。

从电力机车到高速列车，再到地铁、轻
轨、磁浮、动车。杨颖填补了多项国际国内
相关领域空白，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 3
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5 项。

硕果累累背后，凝聚着他对科研创新
的忘我奋斗。跟杨颖共事的多位技术人员
告诉记者，他们不时会在半夜接到“老杨”
发来探讨技术问题的短信，“感觉他的脑子
像个加速器，不知疲倦”。 (下转 4 版)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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