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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5 日 12 时 52 分，四川省甘孜州泸
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9 月 12 日，四川省抗震
救灾指挥部决定，从当日 18 时起，终止省级地
震一级应急响应，从应急救援阶段转入过渡安
置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基本得到妥善转
移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
　　在这场抗震救灾保供的工作中，凝聚了
全国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奋力救援的中国力
量。这股强大的力量背后，涌动着一支绿色力
量——— 四川邮政（中国邮政四川省分公司，以
下简称四川邮政）。在重大危机面前，四川邮
政通过科学指挥和统筹调度，一手精准迅速
抓抗震救灾，一手紧张有序抓安全生产，成为
抗震救灾保供战线上不停奔跑前行的绿色
力量。

地震灾区亮起了一盏盏暖心灯

　　 9 月 6 日，“9·5 ”四川泸定 6.8 级地震
后的第二天，震中磨西镇街头的帐篷邮局和
邮政金融服务车投入使用，两处临时邮局都
亮起了暖心的灯光。
　　临时邮局的灯，照暖了灾区群众的心。泸
定地震发生后，甘孜州邮政分公司在震后一
个小时内，紧急调配 4 辆邮车、抽调 8 名员
工承运政府救灾物资，前往震中泸定县磨西
镇。当天，邮政网点人员开始为震后受灾群众
免费提供饮用水、消毒液、口罩、常用药品、创
可贴等物资。
　　 9 月 6 日，两处临时邮局恢复了金融、
寄递、电商等服务，开通了银行卡挂失、保险
理赔咨询等业务办理“绿色通道”。一系列的
邮政服务，让受灾群众吃下了定心丸。

千万包裹中寻找一份份救命药

　　“谢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这是孩子急

需的药啊。”9 月 13 日下午，阿坝州邮政分
公司接到一位妈妈焦急的求助电话：“从华
西医院给孩子开的药，9 月 11 日寄到马尔
康了，包裹上没有标注是急需药品，就一直
没有收到。孩子断药了，拜托帮忙找找。”
　　听到这一消息，阿坝邮政人也十分着
急。公司员工立即与 10 多位志愿者一起，
在处理中心近 2 万件包裹中开始“大海捞
针”。经过 4 个多小时的集体努力，终于找
到了孩子的急需药品。在对邮件消杀完毕
后，邮政派送人员李峰立即出发，5 分钟内
将急需的药物送到孩子妈妈泽女士的手
中。泽女士激动得连连道谢。
　　在抗震救灾和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四川邮政人严阵以待，用专业的态度和贴
心的服务，一次次迎难而上，为群众救急

解困。
　　“我在线上购买了保胎药，能不能拜托
尽快送达？”9 月 16 日下午 3 点 36 分，内
江邮政东兴区投递部快递员黎建富接到市
民李女士的电话。得知消息后，黎建富一头
扎进投递部，从 2 万件货物中仔细搜寻，
迅速找出李女士的快递，并于下午 5 点 26
分将快递送到了李女士家人手中。
　　 9 月初，泸州市龙马潭区邮政揽投部
面对当地医院发运的 123 件肾病病人救
命药，也火速抽调人员，通过跨区联动，迅
速将药品送往泸州四县三区及周边市州的
病人手中。
　　坚守“人民邮政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四
川邮政人，在疫情期间急人民所急，接力赛
跑，让“救命药”及时发挥“救命”作用。

条条道路上跑着一辆辆邮政绿

　　 9 月 9 日上午 10 点，一辆满载牛奶、
饼干、矿泉水等救灾物资的邮车，驶往泸定
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泸定县得妥镇。驾驶
这辆邮车的，是荣获“时代楷模”称号的“雪
线邮路幸福使者”其美多吉。
　　“只要人民需要，我随时待命！”地震发
生后的第二天，远在 400 多公里外甘孜县
的其美多吉，第一时间“请战”参与抗震救灾
物资输送。其美多吉和雪线邮路驾驶员们迅
速出发，凭借过硬的驾驶技术，躲落石、翻雪
山，将灾区群众最需要的帐篷、棉被、折叠床
等生活用品及时送达。
　　畅通的邮路，也带给灾区群众重建的
力量。地震后，泸定县磨西镇邮政网点迅速
恢复营业，保障“来了的人都能办业务”。这
支震中的邮政力量，走街串巷、上门服务，
最多的一天收寄包裹达 300 多件，确保当
地的包裹能及时寄送出去。
　　为解决震后泸定县、石棉县特色农产
品滞销问题，四川邮政还在邮乐网开设了
抗震助农销售专区，将当地苹果、核桃等 6
款农产品纳入“919 电商节”活动。截至 9 月
27 日，已销售农产品 12560 件、5.16 万斤。
　　为确保疫情防控、抗震救灾工作有序高
效运转，中国邮政四川省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廖涛靠前指挥，明确提出坚持“一盘
棋”思想，实行 AB 角排班工作制，彰显“国
家队”的责任担当。四川邮政的共产党员、志
愿者纷纷响应，在非常之时担非常之责，危
急时刻展现邮政人不停奔跑的绿色力量。
　　平凡之举，汇聚磅礴力量；同心坚守，
赢得胜利曙光。“邮政绿”始终奔跑在路上，
传递着温暖和希望。

（本报记者袁波，参与采写何艳华、曾祥文）

不 停 奔 跑 的 绿 色 力 量
四川邮政抗震救灾保供工作掠影

▲其美多吉在泸定县得妥镇交接转运物资。  （四川邮政供图）

　　“年轻人怎么闲得住？当我
看见小黄楼招商，马上有了创
业想法。”2020 年，年轻的主
理人阿立选择从泰国回到重庆
创业，他的泰餐厅吸引了不少
游客，也感染了更多创业青年。
　　重庆“小黄楼”作为城市新
地标，聚集了一群青年创业者。
他们借助城市更新的契机，在

“重生”的旧建筑内从事餐饮、
文创等产业，培育出许多新的
网红“打卡点”，为城市注入生
机活力。

  “青春风暴”助推城

市“新业态”

　　重庆市渝中区有“重庆母
城”之称，老建筑、老街区较多。
近年来该区通过城市更新，“唤
醒”了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建
筑、老街区，并通过完善配套设
施，美化周边环境等举措，在老
建筑、老街区内培植“新业态”。
　　重庆市渝中区的李子坝轻
轨站旁，一栋民国时期修建的
小黄楼经过修缮，变成了一个
小型商业综合体，里面入驻了
7 家店铺。“今天穿了一双总是
想去咖啡店的鞋”“生活如此多
娇，咖啡配花椒”……顺着这些
标语寻到小黄楼里的一间咖啡
馆，店铺主理人龙雨婷今年 31
岁，她的店年初开业后，推出的
花椒拿铁、米花糖拿铁等饮品
深受年轻人欢迎。
　　“我比较喜欢老建筑，所以
选择在这里开了一家咖啡店，
把重庆的本土元素与咖啡结合
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
格。”龙雨婷说，目前咖啡馆生
意不错，每月都有盈余。
　　咖啡厅楼上，一家泰餐厅
内，年轻的主理人阿立正忙着招
呼客人。两年前，阿立一直在泰
国苏梅岛开餐厅，2020 年新开
的两家餐厅因疫情接连倒闭后，
他选择回到重庆“二次创业”。
　　不久前，27 岁的田夏瑶来到小黄楼休闲，认识了阿立
后，也决定在这里开一家以椰子为主题的饮品店。“以前从
事房地产行业，这次寻求转行。我们和其他创业者一样，也
是被小黄楼的历史、文化以及朝气所吸引。”田夏瑶说。
　　据小黄楼街区项目总监李春燕介绍，小黄楼从 2018
年开始动工打造，目前这里聚集的创业者均为年轻人。虽
然发展过程一波三折，但他们仍然没有停止脚步，小黄楼
已逐步成为城市新地标。
　　记者采访了解到，小黄楼不仅是众多青年创业者的
聚集地，也是渝中区新晋景点“三层马路”的其中一个商
业体。在这条呈“之”字形的立体马路上，还有不少年轻的
创业者开办了餐饮、手工艺品等门店，与鹅岭二厂文创园
连为一体，集聚了大量青年创业者。

“创业并不为短期盈利”

　　通过跟这些创业者深入交流，记者发现，他们的创业
时间虽短，但是却形成了鲜明特色和明确价值取向，不等
不靠，始终坚持从自身挖掘内生动力。
　　首先，产品拥有“独特性”。李春燕介绍，由于小黄楼
地理位置很好，面临嘉陵江，背靠鹅岭公园，当初许多企
业都想入驻，但是他们对商家有着十分严格的筛选标准。
入驻小黄楼的 7 家店个个特色鲜明，在各自细分市场上
独树一帜：比如重庆第一家咸奶油店、重庆第一家集齐国
内外 50 多位插画艺术师的插画店、重庆第一家以泰国
苏梅岛美食为主的泰餐店等。
　　其次，经营拒绝“趋利化”。“我们创业并不为短期盈
利，而是更注重价值观的实现。”多名受访青年创业者表
示。创业者陈娟是一位设计师，在小黄楼开了一个集咖啡
馆、中古包买手店、展览于一体的小型艺术空间。投资百
万的她明白，短期内很难回本。“我卖的不是商品，而是一
种生活方式。”陈娟说。
　　第三，发展更需“靠自己”。记者调研发现，这些创业
者普遍较为乐观，即便生意时好时坏，但他们依然坚信机
会总会存在。“未来未知才意味着存在机会。”一些创业者
表示，他们想将自己的店做成百年老店，而“要实现可持
续发展，必须从自身挖掘内生动力”。
　　尽管开业时间不长，但这些店铺已深受都市年轻人
群体喜爱。“这里在保留年代感的同时，还显得青春、活
力，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类似的景点。”18 岁的长沙游客
王丁卉说，自己一到重庆便来到这里拍照、体验。

每个创业者都不是“单兵作战”

　　即便企业经营面临多重压力，但阿立等受访青年创业
者表示，现在中央和地方采取多种措施为企业解困，他们
通过自己的努力，普遍实现了收支平衡，甚至有所盈余。
　　“在小黄楼，每个创业者并非‘单兵作战’。我们就像
一个大集体，小黄楼运营方就是我们的家长，为我们提供

‘保姆级’服务，店铺之间不但不会恶性竞争，还互相赋
能，大家定期办展览、组织活动等，想方设法聚集人气。”
田夏瑶说。
　　同时，各级政府的支持也让创业者感到了“暖意”。

“每次找政府办事，都好像‘回娘家’，各级部门一直将企
业的事当作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李春燕举例说，小黄楼
地处三岔路口，存在一定交通隐患，相关部门特地设计引
导、疏通人流，让游客抵达小黄楼更安全、更方便。
　　阿立说，目前经济逐步复苏，消费潜力逐步释放，他
坚信店铺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刚表示，青年创业迎
难而上，既展示了大家对经济预期的坚定信心，又彰显了
我国经济发展的蓬勃朝气。 （本报记者陈青冰、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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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四平市是全国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之一。近
年来，四平市通过打造良好信
用环境，推动“无证明城市”改
革，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助力
乡村振兴发展。
　　去年以来，四平市探索企业
登记“五零”服务：通过网络实现
企业与部门“零见面”，企业无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实现“零证
明”，各部门通过信息共享、部门
协同实现手续办理“零等待”，公
章刻制“零成本”，营业执照等证
件免费快递到企业实现“零跑
动”。企业登记注册由 3 个工作
日压缩至 6 小时以内。
　　“五零”服务的探索实践是
四平市打造诚信政府、营造诚
信社会氛围的缩影。近两年，四
平市相继出台《四平市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四
平市社会信用条例》等文件，以
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支撑

“放管服”“最多跑一次”改革。
四平市政数局副局长生明辉
说，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不
断加强，降低了经济发展成本
和风险，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对于不少中小企业，信用
信息不完善导致融资难一直是
困扰企业发展的难题。四平市
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际，通
过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行
动，逐步完善企业信用信息。

2019 年，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示
范平台（简称“信易贷”平台）上线，该平台将企
业纳税、社保、水电煤气等信用信息与金融机
构共享，解决银行企业信用信息获取难问题。
平台上线以来，四平市积极推动市场主体在平
台注册、认证，完善信用信息。截至目前，四平
市推动 4.1 万户市场主体入驻“信易贷”平台，
当地 18 家金融机构在该平台发布金融产品
164 个，累计为企业授信 205.2 亿元。
　　吉林省不少地区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农
民参与产业振兴的积极性高涨，但不少农民
也遇到资金周转难的问题。过去，农民申请贷
款，银行工作人员先对贷款农民进行信用调
查，根据信用评定结果确定农民的信用额度。
而不同的金融机构所掌握的农民信用信息不
同。各金融机构在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时需要
各自进行客户筛选和考察，大量重复的信用
评定工作导致时间和人力成本高昂。
　　今年 6 月，四平市以梨树县为试点，开展
金融服务信用乡村建设工作，在当地十家堡
镇试点农村信用户评价结果共享，探索信用
助力乡村振兴新模式。梨树县当地的农业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联社对本机构在
十家堡镇评定的信用户颁发证书，全县银行
业金融机构对这三家机构在十家堡镇农村所
评定的信用户均予以承认，无需重复评定。截
至 8 月底，此次试点累计有 1184 户农户获得
了信用户证书，贷款余额达 3000 余万元。
           （本报记者薛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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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年下过大雨，楼前积水严重，得四处
寻摸砖块垫路面，走在上面就像练梅花桩。”
山东宁阳县城桂心园小区居民刘太刚常这
样戏谑楼前积水“老大难”。由于该小区没有
专设雨水管道，遭遇强降雨时，雨水灌入小
区排污管道导致溢流，居民苦不堪言。
　　今年以来，山东泰安市宁阳县通过党
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把微网格体系
做实做细。“网格微小化划分后，我只负责
300 多户，人地两熟，大家也都乐意找我。”
文庙街道北关社区北大棚网格长郝忠雷
说，核实上报后，相关部门及时将刘太刚的
小区纳入今年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今年汛
期前，小区铺设了雨水收集管道并接入城
区雨水管网。
　　宁阳县将原 13 个社区调整为 30 个，
社区下以小区为单元、设置 252 个网格，

网格下以楼栋为单元、设置 1353 个微网
格，完善“社区党委-小区（网格）党支部-
楼栋（微网格）党小组”的社区治理组织体
系。同时，以“1+1+N ”模式为每个“微网
格”配备 1 名网格长、1 名机关党员和多名
志愿者，推动服务下沉到最基层。
　　以往基层面临“人少活多、权小责大”困
境，宁阳将“红色网格”与“红色物业”统筹推
进，实行社区领办物业公司，为老旧小区（网
格）结对了一批共建单位；成立社会组织，募
集改造资金；开展“飞线”整治等 6 大专项行
动……让人、财、物在网格中盘活涌动，使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成为常态。
　　手机“叮”一声提示，八仙桥街道八仙
社区工作人员殷现德点开“八仙为民”微信
小程序。原来是收到了一条由八仙居小区

（网格）8 号楼微网格长杨爱梅上报的自来

水管道漏水信息。经确认后，程序生成电子
派工单分发给县华龙水业公司。下午 3 时
许，该网格内自来水管护工人修理完毕后，
用手机拍照上传，便完成了该派工单的全
生命周期追踪管理。
　　今年以来，宁阳成立城市社区治理服
务中心，基于前期“八仙为民”“幸福文庙”
等社区便民微信小程序发挥的良好成效，
启动覆盖全县城区的“智惠宁阳”信息平台
建设。“以前靠的是网格员一双好腿，今后，
我们可以通过物联网监控、居民及网格员
APP 反馈、网格员巡查等方式对群众‘所
思所想所盼’进行采集。”宁阳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倪海亮说。
　　“信息平台要以实用为导向，为社区治
理配上‘最强大脑’。”宁阳县委书记王立军
信心满怀地说。       （鲁宏）

山东宁阳：“微网格”联通万家，“最强大脑”惠民生

　　新华社武汉 9 月 28 日电（记者谭元
斌）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胡光万研究团
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发现植
物新物种。记者 27 日从中国科学院武汉
植物园了解到，有关这种被命名为“雅江舌
喙兰”的兰科植物新物种的论文，近期已发
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Kew Bulletin。
　　据悉，2020 年 8 月，胡光万研究团队
科研人员在川西开展兰科植物调查过程
中，在雅江县发现一种开白色花并带粉色
斑点的兰科植物，其植株矮小，叶片紧贴地
面。由于当时这一植物已至花末期，加上繁
殖个体较少，科研人员未能对其作出鉴定。
　　 2021 年 7 月，胡光万研究团队科研
人员再次前往当地，拍摄到了这一植物正
处于盛花期的个体，而且数量较多。通过形
态学和分子系统学研究，科研人员最终证
实其为兰科舌喙兰属的一个新物种。
　　根据这种植物模式产地的地名，科研
人员将其命名为“雅江舌喙兰”。这是胡光
万研究团队继发表“中华珊瑚兰”和“卧龙
无柱兰”之后，正式发表的第 3 个在四川
发现的兰科植物新物种。
　　兰科植物专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金效华说，胡光万研究团队通过野外
调查和后续研究，接连在四川发现兰科植物
新物种，进一步揭示了四川兰科植物的多样
性和特有性。“他们此次发表的‘雅江舌喙
兰’，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兰科植物新物种。”
　　据团队专家介绍，雅江舌喙兰生长在一
个距四川格西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较远的村
落外，生境极容易遭到破坏。科研人员在雅江
县其他区域，包括格西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内，开展了兰科植物资源调查，均未发现雅
江舌喙兰的其他居群。考虑到这是目前发现
的雅江舌喙兰的唯一居群，其生境亟需保护。

四 川 雅 江 发 现 植 物 新 物 种

    雅雅江江舌舌喙喙兰兰（（22002211 年年 77
月月 1122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胡胡光光万万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