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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车子本身买了交强险，6
个都有驾驶证的人凑钱买了商业险。镇上
附近有一个加油站，6 个人轮着来加油，每
次加 300 元，油箱基本可加满。6 人当中，
罗国志和杨凤林是事业编制，没有车补。

“听到他们买车的消息后，我也是非
常感慨。”南哨镇党委书记潘盛平有点内
疚地说，“驻村工作确实需要车，但镇政
府很难派车，从买车这个事看得出来，他
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真是很高。”他
还透露，还有一个村的扶贫队员，也凑钱
买了一台二手车。

驻村扶贫队员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
交通不便，还有生活困难，甚至安全危险。

翁座村的队员们目前是租住一栋苗
族群众家的木楼办公和居住。7 月的一
个晚上，扶贫干部刘明加班到晚上 12
点，在归档材料时发现柜门不好关，使劲
才把柜门关好。第二天一早开柜门的时
候，才发现柜门里夹了一条五六十厘米
长的毒蛇。“想想都后怕，我的床就紧挨
着柜子，后来都不敢在那儿睡了，换到隔
壁房间。”罗国志现在还心有余悸。

因为条件有限，他们还是只能住这
栋木楼里。

贫困村民往往集中于偏远山区，从
食住到出行，有诸多不便。与这些扶贫队
员在一起，我们内心油然而生一个想法，
他们真是太可爱了。他们在艰苦的条件
下，没有怨言，没有退缩，不讲价钱，想方
设法去解决、去面对，热情高涨地投入到
工作当中去。

“妈妈，等到脱贫任务完

成了，你们再过来看我吧”

长相清秀的罗国志毕业于贵州大学艺

术学院舞蹈专业，家在黔东南州首府凯里
市，考到剑河县文广局，后来被派到翁座村
来扶贫。

“村委会换届选举第一天，我来了。
感觉这里特别远、特别冷，手机没信号，
好像与外部世界失联了。从小在城里长
大，开始很不习惯山村的环境，心里有点
酸。”

贵州号称“芦笙之乡”，踩芦笙是苗
族老百姓最喜欢的民俗，但由于缺乏条
件、组织，嘹亮、清脆、欢快的芦笙已经很
久没有在翁座村奏响了。外出打工的多，
留在村里的人各忙各的，缺乏公共交流，
人心也比较分散。

学民族舞蹈的他，利用县文广局是
“娘家”的优势，每年都帮助村里申请一
笔踩芦笙的资金，平整了一块场地。“三
八节”那一天，留在村里的人，都推开自
己家的木门，带着自家酿的米酒、储存的
好菜，扶贫队员和他们一起踩芦笙，大家
开心极了。

“一年一度的踩芦笙活动，如今像我
们村盛大的文化节日，融洽了村民们的联
系，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也使他们了解
了我们。大家就像一家人，团结在一起。”

和罗国志一样，29 岁的杨凤林也逆
转了对扶贫工作的看法。“说实话，我从
小在城里长大，没吃过这种苦，一开始我
是有情绪的，曾想过辞职去做生意，但后
来想通了，既然来了，就得把工作做好。”

翁座村还有一个自然寨没通硬化
路，20 多户村民出行不便，他东奔西跑
争取项目、资金，新修了一条 2 公里多长
的通组路；和其他队员争取到了一个 20
余万元的扶贫项目，使寨门附近 28 户村
民用上了安全水；村里手机信号有问题，
带头协调了通信公司过来建信号塔……

组织村民搬迁、发动黄牛养殖、推进村容
整治等，他的驻村工作辛苦而又充实。

杨凤林的女朋友是本镇幼儿园的老
师。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他们原本打算
今年 10 月份订婚。但是全县的脱贫攻坚
出列进入倒计时，10 月前后正是最紧张
的时候。为了不耽误脱贫攻坚工作，杨凤
林要求把订婚日期推到了明年。“我们虽
然在同一个乡镇工作，但由于路程远，我
节假日难休息，一个月也只能见一次面，
女朋友能够理解我的工作。”

罗国志是独生子，家在凯里。“两年
前，我告诉家人，要被派到一个很远的村
扶贫，外公、父母都支持我，‘你要尽自己
力量，帮助村里解决一些问题’，他们每
次都这样教育我。”

他的父母都是州木材公司的下岗职
工，当年都出差来过南哨镇，收购销售木
材。如今，国家推出生态林补偿政策，山上
森林都被保护起来。他们一直想来村里看
望，但罗国志没答应。“路程太远；村里的条
件这样，不想让他们看到担心，平常电话、
微信也是报喜不报忧；脱贫攻坚任务重，我
们工作忙，真的难有时间陪伴他们。”

当我们来访时，青翠山腰间一层层金
黄的梯田里，村民们正在收割稻谷，田野
上回荡着电动打谷机的声响。罗国志轻声
告诉我们：“我说，妈妈，等到脱贫任务完
成了，你们再过来看我吧。”罗国志和家人
“预约”，明年春天插秧的时候，请他们到
村里来。

对于所驻村落而言，扶贫队员绝大
多数是原本陌生的“村外来客”。他们当
中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在农村长大。他
们让我们感到可爱，是在于当他们的脚
上沾满泥土的气息，身上染上稻花的香
味时，他们很快深深爱上了脚下的土地，

把这里当家；很快爱上了这块土地上的
人民，把他们当作亲人。

“爸爸，你什么时候再回

家做客？”

结束翁座村的走访，我们夜色中一
路颠簸，回到南哨镇时，已经是晚上 10：
30 ，苗岭初秋此时寒意袭人。走进镇办
公楼，光线暗淡中的一楼高悬电子屏
显示：

剑河县南哨战区
距 2019 年脱贫攻坚
仅有 102 天 18 时 39 分
走入旁边挂着“脱贫攻坚前沿指挥

部”牌子的办公室，里面灯火通明，座无
虚席，大家正在整理扶贫资料，带头的是
分管扶贫工作的镇武装部部长龙枫。

让龙枫感动的是镇扶贫工作站站长
杨通燕。扶贫工作站的活，紧张、艰苦，但
杨通燕已经连干了四年。有一次，住在县
里另一个偏远乡镇的母亲高血压发作，
急需送医院，但却无人护送。他向龙枫请
假，龙枫同意了——尽管那天有一个紧
急的任务，必须晚上 12 点钟前完成，而
这项工作只有具体负责的杨通燕最
清楚。

正当龙枫组织人赶任务时，意外的
是，晚上杨通燕的办公室亮起了灯光。原
来，当天他从镇上出发，赶到乡下把母亲
送到县城办好住院手续，把母亲委托给
亲戚后又奔回镇上。“我不知道那天他是
怎么来回的。从县城到他老家，单程也要
6 个小时，把医院的事安置好，还要赶 2
个小时车回到镇上……”

龙枫自己的“尬事”，也被潘盛平
“抖”了出来。去年年底，龙枫正在办公室

加班加点忙扶贫工作，6 岁的儿子进来
了。“爸，我妈让你去离婚。”龙枫回了一
句：“你就说，我没空。”

龙枫知道，老婆对自己一肚子火。第
二个小孩刚出生 2 个月，他因为脱贫攻
坚任务重，没时间帮助照顾。家里在县城
买了一套房子，老婆既要照顾孩子，又要
折腾装修。“她把离婚协议都起草好了，
我没时间看。”

在外面的妻子也进来了，摆开架势：
“走！”

“我说，我离婚，必须征得镇党委书记同
意，你先去找书记。”龙枫急中生智。也许是
这句话把妻子“唬”住了，她终于没上楼
去找。

如今，夫妻关系缓和了。“前天房子终
于装修完了，都是老婆弄的，我还没来得及
去看。”身材壮实的龙枫，讲到此时眼圈
红了。

不仅仅是翁座村，不仅仅是南哨镇，
在剑河县，无数投身脱贫攻坚的工作人
员，都正在奋力拼搏。“爸爸，你什么时候
再回家做客？”当爸爸出门的时候，3 岁
的孩子挥手告别发问——这是我们在剑
河听到的家庭故事之一。

参与扶贫的同志们，由于责任重、压力
大、工作紧从而疏于照顾家庭、照顾自己。
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已经是
一种普遍现象。他们有的自嘲，扶贫队员在
家里“地位不高”；有的内疚，照顾别人的
妈，却难以照顾自己的妈；有的自叙，“脚上
有泥水，身上有汗水，眼中有泪水”。据我们
从贵州省扶贫办获悉，全省近年来已有 72
名干部倒在了脱贫攻坚一线。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少数不称职的，
然而绝大部分人是用实际行动以“小我”

换取了“大我”。在我们面前，他们并没有

豪言壮语，因为他们认为，像他们这样
的付出，在扶贫一线工作人员实在太
普遍了，不值得多说。当他们向我们倾
吐心声的时候，坦言的更多不是“酸”
“苦”，而是“甜”，是工作中的成就感和
获得感。这正是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
到的可爱之处。

从 2012 年至 2019 年 8 月，贵州
的贫困人口从 923 万减少到 155 万，
减贫人数全国第一，贫困发生率从
26 . 8% 减少到 4 . 3% ，33 个贫困县成
功脱贫摘帽。剑河县的贫困人口，从近
8 万人，减至 2 . 6 万人。翁座村的贫困
人口由 576 人降至 248 人。2013 年开
始精准扶贫，2016 年打响脱贫攻坚
战。“2020 ，贵州将彻底撕掉绝对贫困
标签！”这是贵州的誓言！

在村里路过，如果恰逢“饭点”，罗
国志总是被村民挨户邀请到家吃饭。
“工作得到他们认可，我的心情就像山
泉水的那样甜。”他说，“当我真正融入
这个村，看到因为我们的工作使村民
幸福感提升了，我也觉得无比幸福。”

两年来，杨凤林已经记不清开了
多少夜路，走了多少山路。现在全村村
民基本都认识他，所负责自然寨的贫
困户，他都能一一叫出名字。提到为村
民办理的修路、建信号塔这些实事，他
为此感到满脸的自豪。“这是我人生最
大的荣幸。”

以上就是我们报告的采访素材，
我们试图用笔记录下这些最可爱人的
一些侧面。让更多的人走近、理解他
们，也就走近、理解脱贫攻坚，走近、理
解这场与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较量。

致礼。
（本报记者段羡菊、施钱贵）

新华社长沙 10 月 5 日电
（记者刘紫凌、袁汝婷、帅才）
湖南韶山，一代伟人毛泽东的
故乡。他在这里创建了中国共
产党最早的农村支部之一，也
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

这是一方英雄的土地：
1500 余人为革命献身，144
人被认定为革命烈士。这也
曾是一方贫瘠的土地：山脉
虎踞龙盘，山谷沟壑众多，偏
僻艰苦。

数十年来，韶山人民风
雨兼程、顽强拼搏，让穷山沟
换了新颜。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记者再访韶山，听当
地村干部描绘奋斗图景，共
话山乡巨变。

自力更生：肩挑

手搬修水利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
人家九户穷；有女不嫁韶山
冲，柴棍红薯度一生。”党的十
九大代表、74 岁的韶山村党
委第一书记毛雨时说，这首打
油诗曾是韶山的真实写照。

可他记忆中最鲜活的，
却是一首打夯号子：“团结起
来，诶嘿！大办水利，诶嘿！”

1956 年夏天，久旱不雨
的韶山晚稻减产五成，掀起
大修水利的热潮，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

1967 年，二十出头的毛雨时背起铺
盖、担着簸箕，住到了工地上。“几千人干
活，靠的就是肩挑手搬。”毛雨时回忆，在缺
粮少油的年代，大家靠红薯果腹。“老吃红
薯不好消化，撑得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毛雨时和其他青壮年们一担担挖出
泥土，垒在堤上，再用夯一层层压实。八
九个人才能抬起一个夯，大家喊着号子，
劲往一处使。

中共韶山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资料
记载，在韶山兴修水利的高潮阶段，工程
指挥部使用拖拉机发电照明，组织干部
群众分批夜战。

灯火通明，点亮了无数个奋战的夜
晚，也点亮了韶山人民战胜饥饿的决
心——

1958 年至 1962 年，大约五年间，当
时的“韶山人民公社”累计投劳 72 万个
工日，完成土石方 71 . 92 万立方米，建
成 3 座水库，整修一千余口山塘，使有效
灌溉面积达到 5 万余亩。

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曾让韶山的
国民经济严重受损。可是，这里的人民怀
着战胜贫瘠的迫切愿望，肩挑手搬，自力
更生，为韶山后来的“蝶变”打下基础。

追求小康：穷则思变活经济

韶山银田村村主任颜昌为，有个饥
饿昏暗的童年——

20世纪 70 年代初，颜家七口人住
着茅草房，全部的电器就是两个灯泡，房
顶墙角挖个洞，一个灯泡勉强照亮两三
间屋。困难时期，每人每天只能吃一碗
饭。有一天，10 岁的弟弟哭着要吃两碗，
父亲就没吃上。

1981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银
田村实施，让老百姓过上了“想吃几碗饭
就吃几碗饭”的日子。同年冬天，相隔不
远的韶山村，耕地山林也承包到户。毛雨
时回忆，不久后，粮食开始年年有余。

“光吃饱还不够，得挣钱啊。”毛雨
时、颜昌为都记得，变化是那时开始
的——

1981 年，韶山村村民胡雪梅做起了
钢笔刻字的生意，“参观韶山留念”，刻 6
个字 5 分钱，生意红火。

银田村村民龙正良也发
现商机：电力改造升级，催生
了旺盛的电杆需求。他带领
村民做水泥电杆，银田村成
了远近闻名的“电杆之乡”。

三年后，54 岁的村妇汤
瑞仁用一块钱买了两斤绿豆，
七毛钱买了一斤白糖，挑着熬
好的绿豆粥来到路边，却不好
意思叫卖。“有游客问‘稀饭卖
吗’，我说‘你喝吧，看着给’，
第一天就赚了五块多。”

1987 年，汤瑞仁开起了
“毛家饭店”——土屋摆上四
方桌，菜谱是红烧肉、火焙鱼、
豆豉辣椒，客人络绎不绝。

“老百姓觉得做生意丢
人。我们花了很大工夫扭转
观念。”毛雨时、颜昌为都说，
那几年，韶山的干部们反复
动员老百姓走向市场。

渐渐地，小山冲里，一栋
栋商店、楼房竖了起来。

1992 年，外省老板来到
韶山村投资建钟表厂。一年
后，毛雨时带着手表样品辗
转大连、天津跑销售，卖出
10 万余枚。那年起，村里给
老人发春节慰问金，传统延
续至今。

1997 年，韶山成为湖南
省第一个“农村基本小康县
（市）”；20世纪末，韶山村成
功晋级为湖南首个“小康村”。

发展示范：提高质量谋幸福

今年 9 月，韶山村党委书记毛春山
带领村委班子，在村里建了个垃圾分类
站。这两年，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其
中环境治理是一场“硬仗”。

过去粗放式的发展，给韶山留下许
多陈旧老化的饭店旅馆，建于 1986 年的
红日饭店就是典型。

2017 年，毛春山找到饭店老板贺
赛，希望对方停工配合整修，并支付一部
分费用。他找来设计师，将整修规划做成
彩色实景图，送给贺赛。精致的楼房、平
整的前坪、葱郁的绿植……效果图把原
本不情愿的贺赛说动了，红日饭店成了
韶山村环境整治的头一家“样板间”。

两个月后，效果图变成了村民们眼
前的现实。渐渐地，以政府出资 85%、农
户出资 15% 的模式，全村 200 多栋房屋
的整修在 2018 年全部完成。

今年秋季，记者来到韶山村，只见青
色的石砖路平整宽阔，金黄的桂花纷飞
飘落，古朴的建筑整齐排列，房前屋后一
尘不染……

当年的“穷山沟”，成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典型——

2016 年，韶山顺利实现全面小康；
2018 年，人均 GDP 达 9 . 3 万元，高出全
省人均值 4 万元；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 50%。它被列为湖南首个
绿色 GDP 评价改革试点城市，先后获
得了“全国绿化模范市”等多项荣誉。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
韶山，日新月异的“山乡巨变”让无数人
为之向往。人们来此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重温初心。从故居参观，到重温入党誓
词、聆听特色党课，红色教育形式不断创
新丰富。2018 年，韶山累计接待游客
2382 万人次。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
来临之际，这里更是车潮人海。据统计，
10 月 1 日、2 日两天，小小的韶山冲接
待的海内外游客达 11 . 78 万人次。

在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历史陈列馆，年
过古稀的毛雨时经常为游客们当义务讲
解员。“十八大以来，老百姓对美好生活有
了更多向往，不仅要吃饱饭、腰包鼓，还要
环境好、生态美、社会风气正。我们从追求
富裕，走向了追求幸福。”毛雨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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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5 日电（记者王默
玲）“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
升……”这首 28个字的《我爱北京天安
门》，发表于近 50 年前。不同年代，不同
儿歌，但这首歌却是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
忆。相较于歌曲的“知名度”，作为这首儿
歌创作者的一对上海姐弟，却显得十分
低调。

1970 年 9 月的一天，上海第六玻璃
厂的 19 岁女工金月苓正好赶上了一个
夜班，刚到单位门口，就被门房的师傅叫
住，递了一封厚厚的信给她。到了车间，
金月苓换好衣服才小心翼翼地拆开信
封，是两本歌曲选的样刊，轻轻翻开，便
看到了自己谱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太激动了，因为是我的‘处女作’，
没想到第一次投稿就被登出来了。”如今
已经 68 岁的金月苓仍记得清楚，车间里
机器隆隆响，跟同事们说了半天都没说

明白，直到把样刊展示给他们看，同事们
才知道这个平时爱唱歌的小姑娘居然还
会写歌。

而此时，还是个中学生的金果临也
并不知道，几个月前他的表姐金月苓无
意中看到他发表在其他刊物上的儿歌，
一时来了灵感，谱曲并发表了。“写这
首儿歌的时候，我才 13 岁，刚刚成为
初中生。”金果临回忆道，那个年代的
黑板报上总会画上天安门、太阳、光芒
这些最基础的元素，而刚刚开始学习英
语的他，首先学会的便是“我”“我
爱”这样的单词，“当时我就在想，大
家总喜欢用‘我们’这样的复合词来写
诗歌，为什么不能用第一人称的‘我’
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呢？”

于是一个 13岁少年因对天安门的向
往写下的纯真笔触，与他 19 岁表姐简单
却灵动的乐曲结合，成就了一首儿歌“金

曲”。这对上海姐弟各自创作时虽无过
多交流，但他们却有一个共通之处，那
就是“写的时候没见过天安门”。

“那时候虽然没去过天安门，但真
的是特别向往，别人都说天安门城楼
是红色的，我就一直好奇这个红到底
是什么样的红，所以写歌的时候就特
别想表达自己内心对祖国的爱。”金月
苓说，直到歌曲发表两年后的 1972
年，她才第一次来到了天安门，“真的
是太壮观了，我还特意去摸了摸城墙，
那个手感我现在还记得。”

而对于金果临而言，从写下“我爱
北京天安门”这几个字，到第一次见到
天安门整整用了近 20 年。1988 年初
秋，出差经过北京的金果临，带着早就
准备好的胶片相机，刚从前门的公交
站台走下，“只是远远望到了一眼天安
门，心中就一直狂跳。”金果临语气里

有着一丝哽咽，“我说不出来一句话，
这种感情是别人无法体会的，这首歌
已经流行了这么多年，而我才第一次
真正地面对‘活’的天安门！”

少年写词、壮年如愿，金果临一连
找了三四个路人给他拍照，生怕留不
下一张与天安门的完美合影。

几十年过去，金月苓每次去北京，
只要有时间都还要去天安门看看，“有
一次在北京我手机坏了，联系不上任
何人，又没有地方待着，我就在天安门
前待了整整一天。”

金果临后来也去过很多次天安
门，“心情早已平静下来了”，但去年带
着自己的小孙女第一次来到天安门
时，“初见天安门的激动似乎又回来
了，毕竟是第三代人了，希望我对于天
安门的这份感情，她能感受到，也希望
她能传承下去。”

近 50 年前，一对上海姐弟创作的儿歌成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我爱北京天安门》创作者的天安门情缘

（上接 1 版）致公党中央在学习中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
了前进征程中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
目标与方向，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新中
国 70 年的发展充分证明，必须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致公党要带领
全体党员，继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两个维
护”，当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
好同事，发扬“致力为公、侨海报国”优良
传统，团结海内外爱国同胞，画好最大同
心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奋斗。

九三学社中央在学习中认为，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
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
路。面向未来，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作出更大贡献，要大
力弘扬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
统，着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人才队伍建
设、履职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
设，着力团结引导所联系的党外知识分
子，在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凝
聚共识上更好发挥作用，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

台盟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走过的辉煌历程，发出了新时代接
续奋斗的伟大号召，为今后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站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历史起点上，台盟各级组织和
广大盟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
党制度”重要论述的要求，真抓实干，
开拓进取，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不忘合
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实现祖国和
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全国工商联在学习中认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指明了
前进方向；盛大庆典活动气势恢宏、振
奋人心。前进征程上，全国工商联将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充分
调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地在

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贡献。

无党派人士在学习中认为，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辟总结了新中国
取得的伟大成就，擘画了前进征程的
宏伟蓝图，发出了奋进新时代的动员
令。70 年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
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社会主义制度
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长期以来，
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巩固和发
展新型政党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勠力同心、接续奋斗。走进新时代，我
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定做中国
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同
心携手，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北京 10 月 5 日电

中国人民前进步伐不可阻挡

▲ 10 月 4 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交警支队民警陆敏杰在对司机进行酒
精测试。

国庆长假期间，上海警方在全市重点路口、餐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进行不定
时盘查，严防因酒后驾车等原因引起的交通事故，确保城市交通安全有序。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国庆假日严查酒驾

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5 日电（记者
秦婧）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10 月 5 日 14 点 18
分，随着首列综合检测车 55201 次从
京张高铁新建昌平站开出，京张高铁
联调联试工作正式启动。

据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联调联试工作由运营单位
组织，铁科院实施检测，建设单位和集
成单位共同参与完成。联调联试是为
确保动车组列车安全平稳运行，在高
速铁路开通前进行的严格试验检测和
调整优化。在新线工程静态验收合格
后，通过综合检测列车动态检测的方
式对各系统及其接口匹配关系进行综
合测试，验证轨道、供电、接触网、通
信、信号、预警监测等系统性能；评价
综合接地、电磁环境、振动噪声等数据
是否符合标准，使各系统和整体系统
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
重要技术保障。

此外，通过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
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和按图行车
试验，检验各系统在正常与非正常条

件下运输组织的适应性，检验设备
故障、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条件下
的应急处理能力，为科学合理的完
善运输组织方案提供技术依据。

京张高铁正线全长 174公里，
其中北京市境内 70 . 5 公里，河北
省境内 103 . 5公里，最高设计时速
3 5 0 公 里 。联 调 联 试 使 用
CRH380AJ-0203 号动车组在昌平
站至张家口站间进行逐级提速试
验，往返开行。综合检测列车逐级提
速过程中，测试列车各区段最高运
行速度不应超过该区段线路允许速
度的 110%，因此联调联试期间预
计最高试验时速达 385公里。

京张高速铁路位于北京市西
北、河北省北部，起自北京北站，终
点为张家口站，是我国《中长期铁路
网规划》中“八纵八横”京兰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重要基础工程，也是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开通运
营后，乘高铁从北京到张家口、崇礼
冬奥赛场均在 1 小时内抵达。

京张高铁联调联试启动
开通运营后，从北京到张家口、崇礼冬奥赛场均在 1 小时内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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