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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一般停在地面或者地下的停车场。
北京市大兴区双河北里社区先锋公寓的老

住户梁亚楠做梦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工夫，自
己的车竟然“上楼”了！

困扰多年的小区停车难问题，因为一座 7
层立体停车楼在小区内拔地而起而得到极大缓
解。

这还得从北京这座城市的“城市病”说
起——— 近年来，伴随机动车迅猛增加，停车难成
为困扰公众的一大难题：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超
过 610 万辆，每年还将配置 10万个小客车指标，
车位供需缺口仍在扩大。梁亚楠居住的先锋公
寓，立体停车楼建成前，小区内只有 67 个停车
位，面对 282户居民的 230余辆汽车，缺口巨大。

停车难，成为北京的“老大难”，在 12345市
民热线接诉问题中长期位居前列。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买了车就得有地方
停！”被逼无奈，先锋公寓的居民们“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有人把车停到了小区外的京开辅路
上，被剐蹭是常有的事；有人在小区里“见缝插

针”，把车停在了消防通道、人行道上，车辆进
出不时起冲突，引发邻里矛盾……

“万一有个火情，或者有老人要急救，消
防车、救护车都进不来！”老住户梁亚楠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

双河北里社区通过入户等多种方式征求
居民意见，将百姓诉求反映到街道办事处。

老百姓的诉求，就是哨声！观音寺街道迅
速启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一声哨
响，大兴区城管委等职能部门来了，与街道相
关科室、小区物业等多部门联动，召开协调会
共同商讨解决方案。

“先锋公寓紧靠京开高速路，小区空间狭
小，‘逼’着我们只能想着向‘上’要空间。”观音
寺街道办事处主任张保敬说。

社区牵头议事，居民参与讨论，最后议定
创新改造模式，由物业主导，引入社会资本，
将原有的平面停车场改建成一座 7 层立体停
车楼。

根据共商共治原则，建停车楼需要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才能施工。方案初步确
定后，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共同入户开展民意
调查，超过一半的业主立即同意，但也有一些
群众心存顾虑：“这么高的停车楼，我们低层
住户的采光会不会受到影响？”“修了停车楼，
停车费会不会大幅上涨？”

“给老百姓办实事，不能怕麻烦！今年年
初，我们发挥党员、楼门长、社区能人、骨干的
带头作用，分人到户，一对一上门为居民讲解
建设和运营方案，打消大家的顾虑。”双河北
里社区党支部书记邱国庆介绍，经过半个月
耐心、细致的工作，居民关心的问题逐一得到
解答。

采光会不会受影响？社区和设计公司协
商，停车楼整体往北移了一米多，为低层住户
采光留出更多空间。

停车费会不会涨价？原来一年 1500 元，
现在一年 1800 元，定价维持三年不变，后续
调价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社区党支部的努力工
作换来了居民的认可，最终 203 户居民签字
同意，同意率达到 72%。

高 13 . 2 米，占地 504 平方米，可提供
176 个车位……今年 6 月底，经过半年建设
施工，一座 7 层立体停车楼拔地而起。

目前，停车楼已投入运营，小区车位总数

达到近 200 个，有效缓解了居民的停车难题。
业主相继和停车管理公司签署合同，车辆陆
续上楼“安家”。

先锋公寓的 7 层立体停车楼，是北京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接诉即
办”工作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增进同人民群众的
感情，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着力
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就是各级党委、
政府最大的事。近年来，北京市把 12345热线
市民反映诉求“接诉即办”工作作为深化“街
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的总牵引，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形成到一线解决问题的工作导向。

2019 年上半年，北京市 12345热线受理
市民来电 304 . 9 万件，直派街乡镇 43 . 1 万
件，一批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得到
解决。半年来全市十六区群众诉求解决率从
40 . 11% 上升到 53 . 86%，满意率从 61 . 21%
上升到 72 . 93%。

“我的汽车‘住’进了停车楼二层，安全有
保障，小区里没有了乱停乱放。”梁亚楠竖起
了大拇指，“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得感谢街
道、社区干部！” (记者王君璐)

新华社北京 8 月 2 日电

汽 车“ 上 楼 ”记

▲邹东霖（左）和同事对飞机发动机进行检查（8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雷嘉兴摄

“飞机医生”的暑运“烤”验

新华社南宁 8 月 3 日电(记者陈一帆)民
航业内，有这么一群人，负责飞机的日常保
养、维修、更换配件等工作，被称为“飞机工程
师”“飞机医生”“航班守护神”，他们就是平凡
而不平庸的机务小哥。

邹东霖是广西北部湾航空维修工程部飞
机维修中心二车间的一名飞机维修机械员，
今年是他入行的第三个年头。

时值民航暑运高峰期，客运量大幅增长，
每一架飞机的安全都不容忽视。邹东霖戴着
手套，手持一份航后例行检查工卡，严格按照
步骤检查飞机周身及内部零件的情况，以确
认飞机外形和功能完好。从前到后，从外到
里，每确认一项，他比出“OK”的手势，并在工
卡上打钩签名。

“我们的例行工作就是对飞机进行维护
和故障处理。”邹东霖说，暑运期间飞机飞行

时间增长，零件磨损率和故障率增高，他们的
工作量也随之剧增。

夏日的炎热对机务人员是一种考验，一
般停机坪的气温能达到 40 多摄氏度，机务人
员需要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在停机坪工作。特
殊情况下，他们甚至需要穿着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进入机身内部检修。

“每次检修完，都像洗过澡一样，大汗淋
漓。”邹东霖笑着说。

与时间赛跑是“飞机医生”的工作常
态。白天，飞机在机场过站一般停留 60 分
钟至 70 分钟，留给机务人员检修的时间
只有不到 30 分钟。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
迅速排除故障，确认飞机外形完好、功能
正常。

在邹东霖眼里，飞机机务这个群体没
有常规的作息时间，没有固定的休息日。

2 0 1 8 年除夕夜，邹东霖还坚守在岗位
上。当他送走当天最后一班飞机，却发现
这趟飞机的终点站刚好是自己的老家哈
尔滨。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飞机维修中心
二车间有“老带新、传帮带”的传统。每一名
机务人员初到车间，都会得到资深技术员
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

邹东霖的师傅杨志，是广西北部湾航
空维修工程部飞机维修中心经理。入行 9
年，杨志将自己的维修技术和经验倾囊相
授，遇到任何问题，他都为徒弟们一一详细
讲解。

“对于我们来说，头顶烈日，挥汗如雨，
都是家常便饭。”杨志说，他们必须认真完
成每一次检查、保养与维护，保障千千万万
航班平安起降。

（上接 1 版）

周密调研灵活指挥，把偶然性因素转化

为必然性胜利

表面上，红军大渡河系列战斗胜利存在偶然因素，如过
彝区遇上识大体的小叶丹、安顺场正好西岸有船、泸定桥守
敌恰好没有拆完桥板……但这些偶然的背后，恰恰蕴藏着
深刻的必然。

为什么红军所经之处，必受人民拥戴？因为红军是为了
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战，红军与人民的鱼水之情牢不可分。就
如过彝区，红军真心实意地帮助彝族群众翻身，恪守民族平
等政策。除冕宁团结小叶丹外，在越西一县有上百彝族群众
自发加入红军。

为什么红军大渡河系列战斗每战必胜？因为红军用辩
证唯物主义武装头脑，信仰真理、尊重科学，进而发现规律，
掌握胜利。

原国民党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等人回忆，当时拾得
红军行进路线略图，沿途大小路径里程、村落居民，注解非
常详细，好似战前专人勘察一样。红军情报全面准确，牢牢
把握住了战略主动。

红军战略部署思虑深远，战术执行若雷霆万钧。安顺场
分兵，东岸除红一师外，还有干部团，如果夺桥失败，东岸就
由刘伯承、聂荣臻“到川西创造个局面，干部团有干部，只要
有群众，搞革命根据地就好办”。西岸红军也作艰苦打算。听
党指挥，三军用命！

反观敌军，在安顺场敌军岗哨忙着赌钱；泸定桥，敌军
士兵忙着抽鸦片；飞越岭，敌团长谢洪康诈伤临阵脱
逃……

事实证明，谁站在了真理的一边，谁就站在了胜利的一
边。

坚定的理想信念，凝聚起敢于胜利的磅

礴力量

穿越时光回望那段血火征程，眼前，是一张张年轻坚毅
的面容———

安顺场，随时准备牺牲的 16 位渡河勇士已出列，突
然一名战士又冲出来，哭喊着：“我也要去！我一定要
去！”

行军中，大雨滂沱，战士们放弃做饭，吃生米，喝冷水，
连开会都是边行军、边召集、边开会；

泸定桥，22 名勇士有 4人牺牲。东桥头被敌人点燃，火
海里，火人一样的夺桥勇士冲了进去……

战斗结束，功臣受到奖励：列宁服、钢笔、日记本、搪瓷
碗、筷子。不拿工资的红军战士，为了什么在拼命？

夺桥勇士刘金山说：“一心只想怎么尽快爬过去，把敌
人消灭掉。”之所以想法纯粹，是因为心中信念坚定：为穷人
打天下！

红军杨田铭忘不了：在除夕之夜，全家人砍两担柴换来
几升米和半斤肉，被地主团练抢走。父亲、哥哥被反动派杀
害，妈妈病死，年幼体弱、孤苦伶仃的小妹妹被豪绅贩卖、当
牛做马……

茫茫黑夜，受苦人的路在哪？就在手中摇摆的铁索上，
在身后人民的武装里！

安顺场船工帅士高的孙子帅飞说：“当时爷爷 22 岁，他
觉得人家都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抛头颅，洒热血，我为什
么不能做一点牺牲呢？”最多时，77 名汉族藏族船工轮番开
渡。

被伟大理想组织起来的人民，不可战胜。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里，陈列着多位外籍人士的

亲笔留言。布热津斯基盛赞：“中国是用那些敢于翻越千山
万水人们的牺牲精神和勇气统一起来的。”欧格森伯格称：
“这个地方的确证明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是由人们的意志决
定的。”索尔兹伯里写道：“在长征中，没有一次战斗或地方
可以和泸定桥相比拟。我为飞越大渡河以及赢得这一胜利
的红军男女战士而欢呼！”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胜利靠人心的集合。长征不仅是
军事行动，更是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感悟长
征奇迹，就是感悟真理的必然，感悟中国前进方向的正
确。 (参与记者：周相吉、高健钧、康锦谦)

新华社成都 8 月 3 日电

大 渡 河 畔 说 奇 迹 :

感悟长征的胜利密钥

（上接 1 版）

入湾：构筑科创新高地

今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作为大
湾区的核心城市，广州建设科创高地的新使命更加紧迫。

横跨珠江两岸的南沙大桥已通车 3 月有余，未来 3至
5 年，随着更多交通基础设施建成，南沙将构建起以南沙为
中心的大湾区“半小时交通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粤港
深度合作园、粤澳合作葡语国家产业园等重大合作平台正
在加速落地。

“我们起步晚，但起点高，近年来以构建创新型产业体
系为重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南沙区委书记蔡朝林表
示，“未来将努力建成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
和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

现在的广州东部，从国际生物岛往北，经广州科学城，
到中新广州知识城，一条跨国公司、领军企业、技术精英云
集的高端产业轴线日益明晰。广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周亚
伟说：“一条清晰的大湾区高端产业轴带，在广州东部崛起，
让科创走廊的血脉更为通畅。”

今年以来，广州以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广州段)为
主轴，优化“三城一区十三节点”空间布局，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与中科
院共建南沙科学城，冷泉生态系统、人类细胞谱系等大科
学装置纳入国家方案，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 . 2 万家，科创
企业超过 20 万家。

软硬兼施，畅通体制机制对接。目前，广州已认可港澳
16 个工种的职业资格，在注册建筑师、房地产估价师等 6
项建筑领域职业资格与香港互认。广州市市长温国辉表
示，广州正在加快与港澳规则对接，深化与港澳在人才培
养、资格互认、标准制定等领域合作，强化粤港澳产业合
作。

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广州所能。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
表示，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广
州有底气、有能力，也有责任、有义务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
优做强，以改革担当攻坚克难，举全市之力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 新华社广州 7 月 30 日电

广州：一路向海，“湾顶”谋变

新华社洛杉矶 8 月
2 日电(记者谭晶晶)近
日，中国科学家研制成
功面向人工通用智能的
新型类脑计算芯片———
“天机芯”，并成功在无
人驾驶自行车上进行了
实验，引起美国科技界
高度关注。

8 月 1 日，国际权
威期刊《自然》杂志以封
面文章形式发表了清华
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
施路平教授团队的相关
论文。“天机芯”是一款
新型人工智能芯片，把
人工通用智能的两个主
要研究方向，即基于计
算机科学和基于神经科
学这两种方法，集成到
一个平台，可以同时支
持机器学习算法和现有
类脑计算算法。

研究人员在一辆无
人驾驶自行车上验证了
这一芯片的能力。搭载
“天机芯”的自行车，实
现了实时视觉目标探
测、目标追踪、自动过障
和避障、自适应姿态控
制、语音理解控制、自主
决策等功能。

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技术评论》就此发表
文章说，“天机芯”芯片
成功在无人驾驶自行车
上进行实验，显示了中
国在芯片领域日益增长
的专业能力，以及旨在

优化人工智能算法的全新芯片设计方法的价
值。文章说，中国科研人员展示了研制专业人
工智能芯片的能力，体现了中国在提升自身芯
片设计能力方面的重大进展。

美国《纽约时报》刊文表示，配备了人工智
能芯片后，这可能是“最接近自主思考的无人驾
驶自行车”。文章说，这一项目使用新型芯片实
现更高水平的人工智能，希望这样的芯片能在
未来帮助实现当前无法做到的机器自动化水
平。

美国知名研究机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专
家埃里克·托波尔表示，“天机芯”的研发及其在
无人驾驶自行车上的实验，成功展示了这种结
合机器学习和类脑算法的混合设计，标志着人
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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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来参加革命的，红军走到哪儿，我
们就跟到哪儿。”

“回去？往哪去？难道回去重新去当童养
媳？”

……
这一幕，发生在 1934 年 11 月，红二十五军

出发长征的第 3 天。当时部队快要过平汉铁路，
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十分险恶。参谋长怕
女战士掉队出危险，便动员她们留下，回家。

这支长征队伍的 2984人中，只有这 7 位女

战士：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
兰、张桂香、曹宗楷。

参谋长找 7 位女战士一一谈话，并给每
人发了 8 块大洋，让她们返回苏区继续隐蔽
开展活动。

但是，7 位女战士铁定一条心：就是死在
前进的行列中，也决不向后转！

7人终于留了下来，和部队一同前进，随
军照顾伤病员。红二十五军将士们称她们为
“七仙女”。

“七仙女”之一的戴觉敏出发第一天，就
开始“打摆子”。从信阳南边东双河与柳林之
间过铁路时，部队一溜小跑，戴觉敏正赶上
“打摆子”，跌跌撞撞落在后面，差一点掉下陡
坎。

连续行军，“七仙女”的鞋子破得没法穿，
只得用布包着脚走路，几层布都磨破了，脚底

也磨破了，就把破布调个方向重新包上。
一次，部队从土豪家里没收了几双女鞋，

特意发给“七仙女”穿。戴觉敏的脚小，鞋子都
不合脚，她只好用一条带子把鞋捆在脚脖子
上。

“结果不仅脚板磨出泡，而且脚脖子也肿
了。”红安县光荣院干部戴福强是戴觉敏的侄
孙，他向记者回忆起姑奶奶的这段经历。然
而，戴觉敏还是咬紧牙关，紧跟队伍，即使翻
越皑皑白雪的秦岭，仍然没掉队。

姐妹中年龄最小的是余国清，她长着一
双平板脚，走路特别吃力，经常掉在队伍最后
面。每次一掉队，她总要急着哭鼻子。长征胜
利后，姐妹们互相逗趣，说她是“哭着鼻子完
成长征的”，她又流泪了——— 这次是笑出了
泪。

长征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行路，姐

妹们便将绑腿带解下来捆在一起，结成一条
长带子，大家抓着带子的结扣摸索前进。

前进途中，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总要开
群众大会，演戏庆祝。每当这时，“七仙女”就
成了全军的明星，热火朝天地排练演出。《八
月桂花遍地开》《工农兵联合起来》《当兵就要
当红军》……歌声激励着战友、感染着群众。

就这样，“誓死不回头”的“七仙女”跟着
红军，唱着红歌，走过漫漫长征路。1935 年 9
月 15日，红二十五军终于到达陕北延川永坪
镇，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

可是，“七仙女”中的曾纪兰、曹宗楷没走
到目的地，牺牲在了长征路上。戴福强说，姑
奶奶每次回忆起她们，都会忍不住落泪，说：
“在同志们心中，她们永远没有掉队。”

(记者王若辰、徐海波)
新华社武汉 8 月 3 日电

“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
“七仙女”的长征路

记 者 再 走 长 征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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