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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三个孩子，都靠谢清一个人养。
妻子病逝后，归他养的还有 10 头牛。

“养牛这活儿太重，一般人干不下来，要想
养好牛，得先变成牛，像牛那样任劳任怨。”44
岁的谢清说。

每天早上六点半，他就起床，不吃早饭，先
上山给牛打草。“吃了饭再走，天就热了。”谢清
骑着三轮车，匆匆出门。

早上九点，他拉回 400斤草，这是 10 头牛
一天的基本饭量。不敢休息，他赶紧把草铡碎，
赶着给牛开饭。

“喂晚了，牛饿肚子要生气，会顶人的。”谢
清说。牛吃饱了，他还要给它们打扫房间——— 扫
牛粪。

打草、喂料、打扫，忙完至少 4个小时，一上
午就过去了。下午也歇不了，牛还得再吃一顿，
喂料、打扫，又得 2个小时。晚上牛睡了，他点着
灯在院子里给牛磨玉米。上床睡觉常常是后半
夜。“每天躺在床上全身酸痛，有时第二天早上
连闹钟都叫不醒。”谢清说。

牛天天都要吃，他天天都要喂，365 天无

休。“这些家伙每天都要伺候，吃得多，草就要打
那么多。”在谢清所在的重庆市彭水县鞍子镇干
田村，他是养牛最多的一户。

“我本来不想养牛。”谢清家位于武陵山区，
开车到县城将近 2个小时。过去村里山多地少，
种地没啥收成。20 岁出头，他外出务工，最多时
一年能赚七八万元。2013 年，他和妻子回村，用
多年攒下的 20 多万元盖了新房。“当时修起这
个房子，我不敢吹自己是村里最能干的，但至少
也算过得去。”谢清说。

新房刚建好，妻子查出了乳腺癌，一下子把
这个家拖入绝境。2014 年，“光住院化疗就花去
十九万七，盖房把积蓄花完了，治病钱基本都是
借的。”谢清说。

妻子继续治病要钱，娃读书也要钱，可钱从
哪来？他了解到贫困户能报销大病医疗费，就向
村里提出了申请。

“我年纪不大、有手有脚，当贫困户羞人，可
农民就怕得大病。”经过层层审核，他被确认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按照政策，妻子的绝大部分医疗费都报销
了，孩子读书也得到资助。2015 年开始，一家人
吃上了低保，谢清的担子轻了，可他没松劲，每

天开足马力，想早一点把借的钱还清，早一天摘
掉“贫困帽”。

“政府能扶我一时，不能扶我一世。等政策
不能等到老，自己会做事才是真本事。”谢清说。

他起早贪黑，养鸡养蜂种烤烟，还入股石
榴合作社，想尽办法增加收入。去年 4 月，他
借钱买了 6 头小牛，开始养牛。“养牛比养鸡
养猪风险小，但是最累，自己还年轻，不怕
累。”谢清说。

他出去打草，妻子就在家磨玉米。他喂牛，
妻子就扫牛圈。两人把牛喂得又肥又壮。可到了
年底，妻子病情恶化，还是离他而去。

从悲痛中走出来的谢清，一人挑起了重
担——— 82岁的母亲，三个读书娃，还有那圈牛。

有人劝他出去打工，可谢清说自己必须留
下来，“我不想让娃没妈又没爹，我不想母亲身
边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

谢清从小和父亲一起放牛，20 多年前走出
大山的那天，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放牛了。谢清
说：“我现在养牛，就是为了娃将来不再回来养
牛，不用再吃这么多苦。”

谢清当年只念到初中毕业，这些年一路打
拼，尝尽文化程度不高的苦。他告诉孩子一定要

用功读书，如果学费不够，他就再多养几头牛。
有时，他还跟孩子们念叨，过去自己一边放牛

一边读书，书都读到牛肚子里了，你们现在不用放
牛了，可不能把书也念到牛肚子里啊。

谢清的小女儿谢韵涵就读镇中心学校小学
三年级，每天上学、放学要步行 3个小时，除非
雨雪天，一般不需爸爸接送。

她隐约懂得爸爸的不易，把浇花的活儿全
揽下了。家门口有十几盆花，这么艰难的日子，
他们也想把生活过得像花儿一样美。

谢清说，过年前，他卖了 4 头牛，净赚 1 万
多块。其中一头牛，宰出 280 多斤肉，他只留下
几斤给老人和孩子吃，吃时他只夹了一两筷子。
今年上半年，他又买了 8 头小牛，圈里现在

有 10 头牛。这 10 头牛加上他这头“老黄牛”，就
是一家人脱贫的指望。

一个月前，大女儿给他发来一条微信，附带
一个 200 元的微信红包。学电子商务的她刚刚
毕业，找到了工作，已经两个月没向家里要生活
费。

谢清说，这是他养女儿 23 年来最感动的一
天，“钱我没收，话我收下了”。

女儿的微信只有几个字：“爸爸您辛苦了。”

贫困户谢清：“要想养好牛，先把自己变成牛”
新华社银川

7 月 2 7 日电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组
长胡春华 26 日
至 27 日在宁夏
回族自治区固原
市调研脱贫攻坚
工作。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
论述，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针对“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
存在的薄弱环
节，进一步强化
责任担当，落实
攻坚举措，加快
补齐短板，确保
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战。

固原市是革
命老区、民族地
区、六盘山集中
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核心区，历史
上素有“贫瘠甲
天下”之称，贫困
程度深、脱贫难

度大。胡春华先后来到西吉县、原州区和隆德县，详
细了解深度贫困村“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情况，并实
地察看对口帮扶、产业扶贫等工作进展。

胡春华指出，补齐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存在的短板是当
前脱贫攻坚的重点工作。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要求，全面明确责任、查找差距、整改不足，扎
实推进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快
落实实施方案，靠前督促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逐项对账销号。贫困地区要加强资金整合，统筹做好
项目和人员调配，严格执行保障标准，加快把各项措
施落实到村、到户、到人，促进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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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落户重庆，截至今年
4 月底，已累计签约 169个合作项目、总金额 263 亿
美元，跨境融资通道、机场商业合作、国际互联网数
据专用通道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

在示范项目框架下，以重庆为运营中心、连接中
国西部和东南亚的“陆海新通道”也于 2017 年开通，
广西、贵州、甘肃等西部 10省区市携手共建。“中欧
班列和‘陆海新通道’沿‘一带一路’划出一道优美的弧
线，向东又无缝衔接长江黄金水道，再加上空运，为
重庆构建起联通全球的通道网络。”重庆市中新示范
项目管理局局长韩宝昌说。

2018 年，中欧班列(重庆)开行 1442 班，今年进
一步加密至每天 5 班以上；今年 5 月，“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 1000 班，目的地覆盖
76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个港口；重庆机场开通国际
航线 80 多条，直达全球 60 多个城市……

大通道、大平台促成了大开放。近几年，重庆实
际利用外资持续保持在每年 100 亿美元左右，世界
500 强企业已有 280 多家落户重庆；今年上半年，全
市进出口总额达 2663 . 6 亿元、同比增长 16 . 48%，
位居中西部前列。

筑牢生态屏障青山变“金山”

百川汇流、江峡相拥的重庆，担负着筑牢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的重任。但浓重的重化工业底色，让
山城一度成为“酸雨雾都”。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近两年，重庆坚定走好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环境治理、生态修复
为突破口，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全力整治生态环境顽疾——— 重庆首次明确全域
产业禁投清单，对主城的污染企业全部实行环保搬
迁或关闭，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 . 0 4 万平方公
里……

盛夏时节，走进重庆缙云山，盘踞自然保护区多
年的违章建筑已被拆除，养心谷、马术场等违规项目
也恢复成了绿地。山中高大的红豆杉、香樟蔽日成荫，
一个“百姓富、生态美”的缙云山正在逐步构建。

长江、嘉陵江交汇环抱，形成重庆主城重要的生
态廊道，也勾画出山城发展的主轴。但快速扩张的城
市挤占水岸，造成生态系统被割裂。为重塑山水之
城，重庆聚焦江、岸、城、人，对总长约 394公里的岸
线进行治理和提升。首期工程今年初已全面启动，通
过治污、增绿、减量、留白、整容，“两江四岸”生态和
城市功能大幅优化。

2018 年，重庆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48 . 3%；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16 天，“山城蓝”取代了“雾都
帽”。

作为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的西
部直辖市，怎样蹚出一条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子？践行
“两山”论，走好“两化”路，重庆正在不断提升绿水青
山“颜值”，做大金山银山“价值”。

炎炎夏日，在长江边的巫山县曲尺乡，热浪挡不
住水果商纷至沓来的脚步。村民们从树上摘下的脆
李，很快被抢购一空。“15 亩地的脆李卖了 16 万多
元，比去年翻了一番。”村民王恩海笑声爽朗。

曾经专注开矿、搞工业园却发展缓慢的巫山县，
如今通过造林还绿，培育出红叶、脆李、柑橘、中药材
等诸多“生态宝贝”，旅游经济蓬勃兴起，数万农户像
王恩海一样吃上了“生态饭”。2018 年，巫山县摘掉
了“贫困帽”。

行走在巴渝大地，绿色蝶变风生水起。沟壑纵横
的武隆区关闭污染企业，将 28% 的辖区面积划入生
态红线；如今，武隆的山更青了、景更美了，跻身国内
知名的度假、康养胜地。坐拥夔门天险，素有“诗城”
美誉的奉节县，关闭小煤矿，发展特色农业，开掘文
化“富矿”，打响“有诗有橙有远方”的文农旅融合牌，
游客爆发式增长……

两江激荡，夔巫巍巍。大城大乡，大山大水。“行
千里、致广大”的重庆，扬起了新时代的风帆，3300
万巴渝儿女正阔步前行，不断书写重庆高质量发展
的新华章。 新华社重庆 7 月 27 日电

风帆起巴渝 山城再奋进

新华社南京 7 月 27 日电(记者陈刚)26 日
0时 30 分，经过一天风驰电掣的喧嚣，京沪高
铁这条钢铁巨龙渐渐寂静下来。田夫带着十几
人的班组，携着各种机具材料，攀上京沪高铁的
高架线路。不多时，一声声指令和突突的螺丝机
马达声打破深夜的宁静。

这是距高铁徐州东站约 5公里的一段曲线
轨道，位于京沪高铁上行线路 698 到 699公里
处，所处的徐州东至蚌埠南区间，是中国高铁
最密集繁忙的区间之一。当夜，铁路上海局集
团公司徐州工务段正在进行高铁钢轨精调作
业，徐州工务段高铁车间主任田夫是当班负责
人。

“0 . 88、0 . 89、0 . 99 ……”在前期机器检测

基础上，走在前方的线路工胡江超用道尺测量
轨距，并标注下以毫米为单位的标准差值。跟随
的周振民，操作螺丝机松卸需调整的钢轨螺丝，
庄成生等几人紧跟着调整轨道扣件、调换轨距
挡板……

吹来的风是热的，周围的空气是闷的———
刚刚进入大暑节气第 4 天，虽然夜间没有太阳
炙烤，钢筋混凝土的高架道床上，依然像蒸笼
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开工没几分钟，周振民
等人就已经浑身湿透，满脸汗珠。

为了高铁的运行安全和旅客乘坐的平稳
体验，轨道精调工作丝毫必较。“曲轨的精调
要求更高，今天是再一次进行校正调整。”田
夫告诉记者，他们实行“一粗二精三重点”的

轨道质量调整作业方法，使负责的高铁轨
道动态质量指数达到 1 . 6 毫米以下，平均
单项偏差低于 0 . 3 毫米。田夫说：“高铁运
行中‘硬币不倒’的超高平稳性就来自于
此。”

在高铁运行的夜间“天窗期”作业，还要
分秒必争。从 0时 30 分到 4时 30 分，线路工
们必须完成数据标注、松紧螺丝、轨道调整、
人工复核作业质量、检测仪器复核、回检作业
等一系列工序。

待 4时 30 分作业完毕，天已放亮，一行
人裹着湿透的工服，带着所有设备物料，默默
走下高铁线路。

这样的轨道精调工作，每夜都要推进。

▲ 7 月 26 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工务段的高铁线路工在进行“轨道精调”作业。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为了高铁运行“硬币不倒”，他们“毫米”必较
高铁钢轨精调师夏夜分秒必争精调轨道，保障行车安全平稳

新华社广州 7 月 26 日电(记者丁乐)吃进去
的是餐厨垃圾，产出来的是饲料和肥料，未来还
可能开发出化妆品、保健品，一种名为黑水虻的
昆虫逐渐受到我国环保企业的青睐。

黑水虻，学名亮斑扁角水虻，幼虫长约两厘
米，作为腐生性水虻科昆虫，主要采食餐厨垃
圾、动物粪便等等。在美国等地，早有农场用黑
水虻来处理牛粪。

在广州安芮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 . 2 万
平方米的工厂内，记者看到林立着成百上千个
养殖架，就像加高加宽的烤面包架，每层上面是
密密麻麻的黑水虻。

每天一早，五六辆绿色垃圾车进入厂区，车
上装的是近 200家餐馆和食堂的剩饭剩菜、蔬
果瓜皮等餐厨垃圾。

广州白云区城管局调研员赵吉林介绍，以
前，餐厨垃圾要么与生活垃圾混放，最终焚烧、
填埋，易造成二次污染和资源浪费，要么被用来
饲喂生猪，存在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隐患。

从 2016 年白云区引进黑水虻处理餐厨垃
圾相关项目后，附近的餐厨垃圾就被运往这里，
经过分拣、粉碎、搅拌，最终被制成浆状，通过泵
管输送到养殖区，喂食黑水虻幼虫。

安芮洁公司总经理徐松说：“10公斤黑水

虻幼虫卵差不多能消耗掉 100 吨餐厨垃圾。”餐
厨垃圾含水率达 80%-90%，且高盐高脂，黑水
虻几乎能完全采食这些有机废弃物和废水。现
在，每天送到这里处理的餐厨垃圾有二三十吨，
最高峰时有 50 多吨。

在不远处的后处理车间，堆放着不少鼓鼓
的蛇皮袋包装。徐松介绍，黑水虻幼虫被喂食 6
到 8 天后，便被运往这里加工。鲜虫可直接用于
水产养殖，干虫则用来制作蛋白饲料。其生长过
程中产生的粪便，经发酵腐熟后还能作为生物
肥料利用。

黑水虻帮助实现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
同时还产生一定效益。“按设计规模的 100 吨餐
厨垃圾处理量来算，可以产出差不多 15 吨昆虫
蛋白和 10 吨生物肥。”徐松说，每吨昆虫蛋白饲
料能卖 1 万元左右。

在距离工厂 100 多公里远的南沙区，得益
于黑水虻粪便肥料的滋养，40 多亩火龙蕉等作
物长势正旺。除了销往广东及周边省市，黑水虻
幼虫还被加工成宠物饲料出口到国外。

除了广州，梅州、汕头等地也开始利用黑水
虻处理餐厨垃圾。今年 6 月 18 日，汕头市餐厨
垃圾处置项目一期 50 吨开始运行，未来项目总
规模预计达 150 吨。

然而，这项技术应用并不是从一开始就
一帆风顺的。最初，徐松和同事花了很多精力
在前端的垃圾分类上，餐厨垃圾杂质率很高，
甚至掺杂有鞋子、罐子等东西，这样的混合垃
圾不能养殖黑水虻。好在不到一年时间，情况
明显有所改变。

实际上，从 2000 年开始，我国垃圾分类
工作以点到面逐步铺开。2019 年起，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这对于垃圾终端处理从业者来说，无疑是个
好消息。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提高，杂质越来越少
了，我们卸下分类的包袱，节约了成本和精
力，能专心终端处理业务，分拣工人也从 5个
减少到 1个。”徐松说。

随着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垃圾的
需求越来越大，各种可持续发展的新技术开
始涌现。除了黑水虻，我国各地还有利用蟑
螂、蚯蚓、蛆等不同生物质处理垃圾的尝试。

垃圾资源化利用还有巨大提升空间，这
让徐松计划深度开发黑水虻，提高产品附加
值。“比如提取油脂作为抗菌剂等生物医药，
还有深加工成化妆品、保健品，都有可能。”徐
松说。

“爱吃垃圾的虫子”：吃进垃圾变财富

▲ 7 月 27 日，铁路南京站购票大厅，一名旅
客在自助售票机购买沪宁城际电子客票。

为进一步提高旅客出行体验，推进乘车凭证
无纸化、电子化，沪宁城际铁路于 7 月 27 日起开
展电子客票应用试点。

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7 月
27 日起，旅客购买该条线路上 20 个车站间的动
车组列车车票时，铁路只发售电子客票，不再出
具纸质车票。通过面部识别实名验证进入候车大
厅的乘客，可刷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或 12306 客户
端生成的二维码通过闸机检票进出站。

沪宁城际铁路目前实行电子客票试点的
20 个车站为：上海、上海西、南翔北、安亭北、
花桥、昆山南、阳澄湖、苏州园区、苏州、苏州新
区、无锡新区、无锡、惠山、戚墅堰、常州、丹阳、
镇江、宝华山、仙林、南京。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铁路新增 4 条线路

电子客票应用试点

︽
学
士
学
位
授
权
与
授
予
管
理
办
法
︾
出
台

第
二
学
士
学
位
本
月
起
不
再
招
生

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记者胡浩)记者 27
日获悉，为规范学士学位
授权授予工作，健全学士
学位管理制度，提高学士
学位授予质量，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发布《学士学位
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办
法规定，从本月起，我国学
位授予单位不再招收第二
学士学位生，相关高校院
所可设置辅修学士学位、
双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
位。

为分类推动复合型人
才培养，管理办法提出，对
于全日制学生在本校自主
选择读多个学位的，可以采
取辅修学士学位方式；对于
学校主导开展的复合型人
才培养，可以采取双学士学
位方式，对招生、培养、毕业
等进行整体设计，由省级学
位委员会审批。对于校际之
间正式开展的复合型人才
联合培养项目，可以采取联
合学士学位方式，推进优质
资源共享，报省级学位委员
会审批。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负责人表示，随着我
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
蓬勃发展，为弥补研究生教育不足而设立的第
二学士学位，已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且高校目
前实行的第二学士学位，很多也是双学士学位
和辅修学士学位的模式，为此，文件提出不再招
收第二学士学位生。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记者樊曦)记
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7 日
起，中国铁路进一步扩大铁路电子客票应用试
点范围，在海南环岛高铁试行电子客票的基础
上，陆续增加上海至南京、成都至重庆、广州至
珠海(湛江西)、昆明至大理至丽江等 4 条高铁
城际铁路开展电子客票应用试点。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关部门负责
人表示，全国铁路路网结构复杂，高铁、普速线路
交叉，存在高速与高速跨线、高速与普速共站等
多种业务场景，选择上海至南京、成都至重庆、广
州至珠海(湛江西)、昆明至大理至丽江等 4 条高
铁城际铁路扩大试点，是因为这些线路列车开行
密度高、跨线运行多、客流相对集中，既包含发达
地区、旅游热点城市，又涵盖西部地区，兼顾了各
种运输业务场景和旅客不同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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