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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丁、李亚楠、双瑞

今年 7 月，红旗渠全面建成通水 50 周
年。50 年前，这里万人空巷、欢庆渠成。50 年
后，这里依然渠水奔流、激励人心。人们更多
是在寻找那股永不枯竭的精神之源。

20世纪 60 年代，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
候，林县人民历时十年，绝壁穿石，挖渠千里，
将一面“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之旗插
在太行山巅。

山河为碑。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我们怎能忘记山中春秋、洞中岁月，忘记那些
修渠的人，那是太行精神最厚重的积淀。

人心即名。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
征程中，我们怎能忘记一个民族曾经历的苦
难辉煌，忘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那是中
国梦最深沉的根基所在。

山 魂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中华民族
五千年来优秀文化从未中断？到底是一种什
么样的力量，让中华民族每到危亡关头都可
以绝地反击、生生不息？

太行绝壁上“抠”出来的红旗渠或许可以
给出答案。攀上缠绕在太行腰间的红旗渠，人
们会无比震撼，仿佛感受到山的魂魄。

这魂魄就是中华民族顽强奋斗、自强不
息的精神品格。

1960 年，红旗渠开挖不到 4 个月，就遇
到了大麻烦。炸过的悬崖，山石松动，不时掉
下的石头造成人员死伤，有人提议渠不修了。

以任羊成为首的凌空除险队站了出来。
“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一次，
吊在半空的他被飞石砸到门牙，他掏出手钳
一把拔掉，继续除险。

十万个像任羊成一样的开山者，削平
1250 座山头，开凿 211 个隧洞，双手刨出的
太行山石，可以修一条高 3 米、宽 2 米的“长
城”，连接哈尔滨和广州。

林州人都说，红旗渠里流淌的是精神。这
条精神之渠，来自饱含中华民族气质的太行
山脉。

红旗渠，让磨砺千年的民族精神化为有
形的“人工天河”，奔流至今。

张益智出生第二年，1500 多公里的红旗
渠全面建成。那是 1969 年 7 月，刚结束十年
奋战的林州人豪气干云，“引水如牵牛，劈山
如切菜”。

耳濡目染下，张益智继承了太行山石般
坚硬的个性。

由于家贫，张益智 16 岁就外出打工，连
双鞋都没有。光着脚干了 71 天活，脚底的皮
磨得比皮鞋底都硬，母亲心疼得很，他却只顾
着为 71 元钱的工资高兴。

他不甘心做小工，想当更有含金量的瓦
工。管事的不让学，他趁着休息时间偷偷学。
19 岁，他如愿成了瓦工班长；21 岁，当上管
理工人的工长；26 岁，他就成立建筑公司独
当一面了。

2012 年，在当地保护生态、发展旅游的
号召下，张益智接手家乡几乎废弃的万泉湖
景区。投入 5000 多万元后，道路、植被等初见
成效，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却冲毁了这一切。

“丢了钱不能再把名字丢了，继续干吧！”
张益智二话不说，更多钱投进来，全国各地
2000 多名员工调回来，附近老百姓蹚着水来
捐款。大战一百天后，景区焕然一新。

目前，景区累计投入 5亿多元，修了 30多
公里山路，绿化 2 万亩荒山，还建有高标准民

宿，一片光秃秃的石头荒山真正变成了湖清林
秀的风景区，每年接待游客 50余万人次。

这种逆流而上啃下硬骨头的滋味，45 岁
的王付银深有共鸣。

他有一支 300 多人的建筑队伍，号称“老
虎营”，专接别人干不下来的高难度活儿。汉
十高铁关键控制性工程——— 崔家营汉江特大
桥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连续刚构拱桥，300
米跨度没有一根柱子，王付银团队 24 小时施
工，不仅圆满完成任务，还抢出了 70 天工期。

这是精神的传承。20世纪 80 年代，十万
修渠大军出太行搞建筑，凭着吃苦耐劳的品
性，林州建筑闯出了名气和口碑。如今，仅在
当地注册的建筑公司就达 860家，撑起了林
州经济的半壁江山。

渠 心

“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
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70 余年前，美国
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

的感言，用来解释红旗渠的修建同样贴切。
缺水是千百年来林州最深、最痛的记忆。

从明朝建县起，林州县志上就频现“大旱、连
旱、凶旱、亢旱”等字眼，多次发生人相食的惨
剧。

对水的渴望有多迫切，林州对开渠人的
感念就有多深挚。明初知县谢思聪开凿不足
十公里的洪山渠，受益百姓筹资建“谢公祠”，
并将“洪山渠”改名为“谢公渠”。

但苦难的缺水历史并没有终结，直到新
中国成立后，还有人因打翻水桶而自责上吊。
31 岁的县委书记杨贵站出来了，多方考察后，
县委决定从山西平顺县引浊漳河水入林县。

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策。杨贵不仅面
临工程技术上的风险，还面临政治前途上的
风险。红旗渠开建没多久，就有人攻击他劳民
伤财。

多年后，杨贵回忆当时的心境：“我们可
以坐着等老天爷的恩赐，这样我们的乌纱帽
肯定保住了，却战胜不了灾害，遭殃的是人民
群众。” （下转 3 版）

精神之渠永不断流
红旗渠精神新时代传承录

▲参观者在红旗渠纪念馆拍摄展出的红旗渠通水庆典照片（ 7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记者王卓伦、
熊丰)自刷护照、自动拍照、自助通关……在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境处，来自吉林的谢绍
鹏持新版普通护照启程前往迪拜，这趟旅行
是他几天前临时决定的。

出国“说走就走”有理由。阿联酋是 2018
年与中国互免签证的四个新增国家之一，此
外还有波黑、白俄罗斯和卡塔尔。公开数据显
示，免签将使每年约 100 万赴阿中国游客和
350 万过境旅客受益。

曾经，不用说免签，走出国门对普通百姓
来说都如天方夜谭。随着与世界联系更加紧

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公民出
国也越来越方便。

一本“小”护照，折射“大”变化。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民出入境管理司司长

闵海云介绍，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
近 30 年间，普通护照年均签发只有 7000 本。
而如今，仅 2018 年，普通护照的签发就达
3008 万本。截至目前，持有效普通护照的内
地居民有 1 . 8 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13%。

目前，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或
落地签前往 72 个国家和地区，在 14 个与中
国实现互免签证的国家中，13 个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实现的。

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
说：“这也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综合
实力和国际认可度显著提高的一个缩影。”

出国手续简化了，领事保护则让中国公
民“走出去”更安心。一旦在国外遭遇危险或麻
烦，中国护照化身每一名中国人的“护身符”。

2011 年利比亚撤离行动中，海陆空三路
并进，12 天安全撤离中国公民 35860 人；
2015 年也门撤离行动中，中国首次以军舰为
主要交通工具从外国撤离侨民。根据这些真
实事件改编的影视作品，圈粉无数。

世界那么大，出国又越来越方便、安全，
更多的人想去更多、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70 年，中国人出国越来越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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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9 月 14 日电(记
者柳昌林、吴茂辉)从海防前线到
最大经济特区，从边陲荒岛到国
际旅游岛，从最大自贸试验区到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 70 年来，海南因开放而
立，因改革而兴。

进入新时代，海南朝着“经济
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
幸福”的美好新海南目标扬帆远
航，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从落后封闭走向最

高水平开放形态

6 月 25 日，海南洋浦港，一
艘载有 7 万多吨液化天然气
(LNG)的巨轮向着日本开航，这
是日本首次从中国进口 LNG。

海口海关数据显示，今年 1-
8 月，海南外贸进出口额 599 . 7
亿元，同比增长 37 . 4%。2018 年
海南进出口总额较建省前增长了
42 . 6 倍。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国防
前线，海南封闭落后。1988 年，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从此站上中
国开放最前沿。

建省至 2018 年，海南地区生
产总值、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分别增长 23 . 1 倍和 253 . 3 倍。

如今，海南成为中国最开放
的地区之一。建省之初，洋浦成为
我国第一个由外商成片开发、享
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
2001 年，博鳌亚洲论坛永久落户
海南，博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渔村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外
交小镇”。

“中国的海南、亚洲的博鳌、
世界的三亚”，成为今天海南影响
力的重要标识。

去年 4 月，随着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正式启动，海南全面扩
大开放之路按上“快进键”。59 国
人员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国际友
城数量增加至 61 个、洋浦港加速
打造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枢纽
港……

众多国际投资者到这里寻找商机。仅今年以来，新加坡淡
马锡丰树集团、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美国索斯福投资公
司等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投资海南。

“我有机会见证了海南的发展，这里的‘国际范’越来越
浓。”在海口生活了 6 年的外籍企业高管因娜·沙洛娃说。

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备受关注。海南省发
改委主任符宣朝表示，海南和国家有关部委正按照中央要求，
加快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建设步伐。

从改革“试验田”到自贸区创新高地

近日，一场投资合作大会在海南举行。来自世界 500 强、
行业龙头等国内外上千家企业到海南多个产业园区寻求商
机。此前，海南改革重点园区管理体制，推动园区建设管理由
政府主导向市场化、专业化转变。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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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9 月 14 日拍摄南宁市城区风光。初秋时
节，广西南宁市河、湖、绿树与高楼构成“半城绿树半
城楼”的美丽画卷。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9 月 14 日拍摄的金色池塘生态景区一景。初
秋时节，西藏拉萨市达孜区塔杰乡巴嘎雪村金色
池塘生态景区景色怡人。 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金色池塘 绿城秋色

本报记者王明浩、毛振华

“我脚下蕴藏的页岩油，能以亿吨级计算。可是，它的渗透
率超低，要把勘探数字变为成桶成桶的石油，必须想办法把油
从石头缝里‘挤’出来，这可是一道大难题！”面对记者，大港油
田页岩油勘探开发研究所副所长官全胜既兴奋，又担忧。

今年 35 岁的官全胜，此时住在一个铁皮房子里。虽然已近
中秋，又有风扇在吹，里面依然闷热难耐，待一会儿就一身汗。
为解决技术难题，保障页岩油稳产，他全然顾不上这些。

房子外面，是一片被农田包裹的空地。不远处，采油的“磕
头机”点头抬头，日夜不息。高高架起的钻井“隆隆”作响，不知
疲倦地探寻地底的奥秘。

在现场，记者发现两口油井。乍看上去，并没有特殊之处。
没想到，这就是大港油田已经投产的两口页岩油井——— 官东
1701H 井、官东 1702H 井。如今，两口井持续稳产 400 多天，
单井日产量 15-25 立方米，累计产油超过 1 . 5 万立方米。

“大港油田发现陆相页岩油亿吨级增储，实现两口页岩油
井稳定工业化开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港油田公司总
经理赵贤正自豪地说。

西方地质学家曾给页岩油开采“扣帽子”：“海相生油，陆相
不能生油”。事实上，世界上发现的石油资源大都处在海相地
层，陆相地层的潜力不被看好，而大港油田就处在陆相地层。之
前，国内多个油田尝试开采页岩油，可单井出油有限，一直未能
实现工业化生产。

站在办公室的油田勘探地图前，大港油田公司副总经理
周立宏介绍，国际能源署预测，中国页岩油可采资源量有 50
多亿吨，仅次于俄罗斯和美国，排全球第三，主要分布在中新
生代陆相湖盆富有机质页岩中。“对页岩油的工业化开采，既
然没有经验可循，就需要大胆探索，必须有人‘第一个吃螃
蟹’”。

不同于流动的石油直接钻取，开采页岩油必须直接从生
油母岩中提取，通俗说就是“在石头缝里采油”。而其关键，是
了解石头缝隙的构造。如同要分清一个汉堡里，牛肉、生菜究
竟谁在上、谁在下。 （下转 2 版）

石头缝里“挤”石油
生为大庆人

《 我爱你，中国》——— 贵州

六十年前，一口油井，改写“贫油”历
史。几万人，从四面八方，赶往松嫩平原，
开始一段传奇。

一甲子，几代人，不怕苦，不怕死，只
为给祖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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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篇。

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

这里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

这里是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

新华社上海 9 月 14 日电(记者周蕊)距
离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 50 天，
在这场盛会的举办城市上海，筹备保障工作
已经进入“冲刺时刻”，更让全球客商精神振
奋的则是这里正在持续释放的“进博红
利”——— 越来越多的“进博政策”被固定成为
常态化政策，让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应”再
度升级。

筹备保障工作进入“冲刺时刻”

会场内外的吊顶、灯具、消防喷淋等悬
挂物是不是牢固，沙发、家具、地毯、卫生间
是不是整洁，就连一扇门开合是不是顺畅，
都被专业人士一遍遍审视检查，这是进口

博览会举办场所———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里正在进行的风险排查整改行动中的一
幕。

还有 50 天就迎来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会
场内进入了场馆建设、5G 网络建设等工程
的“冲刺期”，会场外的上海城市保障服务工
作也已全面进入高标准、快节奏、紧运行的备
战工作状态。

优化城市交通组织方案，实现馆内外
App 交通信息联动；宣布对上海的酒店旅
馆、网约车及部分公共停车场(库)实行为期
20 天的临时价格干预；推进 4 大类 473 项
市容环境整治类工程性项目，推进浦江两岸
景观照明提升；招募、选拔 5000 多名志愿
者，以热情服务彰显城市温度；虹桥商务区

范围内新建改建 5G 基站等近 200 座，预计
在 10 月份将全部投入运行……

记者了解到，上海聚焦“进得来、出得去、
行得畅、住得下、吃得好、守得稳”的城市服务
保障工作目标，设立了 15 个方面 22 个保障
工作小组，明确了 181 项重点任务，争取以一
流的城市环境和一流的服务保障，精心办好
第二届进博会。

一些筹备保障工作从年初就已经开始逐
步落实。今年 1 月，上海海关在毗邻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的长宁区专门设立了兼具属地型
和功能型的会展中心海关，为进博相关企业
和全区 3500 余家海关注册企业提供“一站
式”监管服务。

（下转 3 版）

还有 50 天！上海与你相约进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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