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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26
日电甩掉新中国“贫油”帽
子、创世界同类油田开发稳
产奇迹…… 26 日，我国陆
上最大油田中国石油大庆
油田累计生产原油突破 25
亿吨，占全国陆上原油总产
量 36%。60 多年来，大庆油
田形成了世界领先的陆相
砂岩油田开发技术，不断进
行 着 端 牢 能 源 饭 碗 的 新
实践。

老油田仍在创造新奇迹

　　松嫩平原，1205 钻井
队高耸的井架，“铁人队伍永
向前”几个大字引人注目。
1205 钻井队是铁人王进喜
带过的队伍。“老队长的‘铁’
作风激励我们打好每一口
井。”1205 钻井队队长张
晶说。
　　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以
来，为中国经济巨轮提供了
澎湃动能。把 25 亿吨原油
用 60 吨油罐车装满，可绕
赤道 15.6 圈。
　　时光倒流，1959 年 9
月 26 日，松嫩平原松基三
井喜喷工业油流，东北发现
大油田。时值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因
此得名。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
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
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铁人的诗是那场气吞山河
石油大会战的生动注脚。数
万人的会战大军以“有条件
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上”的精神，一举让新中
国甩掉了“贫油”帽子，铁人

用身体搅拌泥浆阻止井喷的画面定格在几代中国人记
忆里。
　　 1976 年，大庆油田年产原油首次跃升至 5000 万
吨。对照当时世界同类油田开发，短则稳产 3 年至 5 年，
长则 10 年至 12 年。
　　大庆油田能稳产多久？
　　大庆油田首席技术专家伍晓林说，1976 年到 2002
年，大庆油田实现原油 5000 万吨以上连续 27 年高产稳
产，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
　　 2003 年至今，大庆油田年产油气当量始终保持在
4000 万吨以上，老油田仍然发挥着能源安全“顶梁柱”
作用。

科技自强握紧主动权

　　“中国人开发不了这样复杂的大油田。”石油会战初
期，一些国外专家断言。60 多年来，大庆油田人以“超越
权威、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三超精神”，践行科技自立
自强，创造了世界领先的陆相砂岩油田开发技术。
　　通常把利用油层能量形成的自喷采油称为一次采
油，二次采油通过注水将油“挤”出来，三次采油依靠化学
剂把油“洗”出来。随着油田持续开发，开采对象发生很大
变化。
　　开发初期，大庆油田采用国外技术，采收率一度不到
5%。“新时期铁人”王启民大胆质疑，提出“非均质”开发
理论和“高效注水开采”方法，极大提升二次采油技术，为
油田实现年产 5000 万吨原油奠定基础。2019 年王启民
获得“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20 世纪 90 年代末，面对三次采油技术被“卡脖
子”，伍晓林带领团队奋力攻关，历经 5600 多次试验打
破垄断，大庆油田采收率在二次采油技术基础上提高 14
至 20 个百分点。2021 年，大庆油田非常规油气资源又
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杰成说，大庆油田的发展史是自
立自强的科技进步史。几代石油人接续奋斗，3 次问鼎国
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累计取得科技成果 11000 余项，建
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三次采油生产基地。
　　如今，更加前沿的四次采油技术已在大庆油田实现
地质认识、驱油机理等多方面突破。

“铁人”从未走远

　　一次次突破的背后，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
庆精神（铁人精神）的生动写照。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被
首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以王进喜为代
表的石油工人战天斗地，“铁人”两个字成为中国人自豪
感、自信心的响亮表达。“大国工匠”获得者、大庆油田采
油工人刘丽说，时代在变，大庆石油人“我为祖国献石油”
的精神信念始终没变。
　　面对国外质疑，年轻时的王启民不信邪，几个人写了
一副对联———“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横批

“闯将在此”。“闯中有马，我们把‘马’字写得大大的，突破
了‘门’框。”王启民说，一定要闯出天下一流的开发路
子来。
　　大庆第三代铁人李新民“把井打到国外去”。“井打到
哪里，铁人精神就带到哪里。人走到哪里，大庆精神就传
播到哪里。”李新民说。大庆油田海外市场已拓展至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
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三老四严”发源
地、采油一厂第三作业区中四采油队党支部书记王天祎
说，会战时形成的“三老四严”，现在仍是大庆石油人恪守
的铁律。
　　“25 亿吨是大庆油田奋进路上的重要坐标，更是迈
向世界一流现代化百年油田的新起点。”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大庆油田党委书记朱国文说。
         （记者熊言豪、管建涛、强勇、王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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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 3月 27日电（记者何欣荣、
郭慕清）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最终目的。目前，各地正在打造“15 分钟社区
生活圈”。如何在步行 15 分钟的范围内，让
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的养老、医疗、文体等服务
触手可及？记者近日在上海中心城区徐汇走
访了解到，一个个集成了各种社区服务的“生
活盒子”正在传递城市暖意。
　　繁华热闹的徐家汇商圈是上海的商业中
心之一。走进位于徐家汇的赵巷片区“生活盒
子”，一幢八层楼的建筑，按不同楼层分别规
划了社区食堂、医疗卫生、养老幼教等各种服
务。上午 9 点左右，已经有不少老人在“生活
盒子”内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锻炼身体。有的
进行划船机训练，有的在卧式健身车上运动，
十分热闹。家住附近的姚阿姨 67 岁了，“我
每天都来，这里和外面的健身房不一样，器材
适合老年人，还有专门的教练指导。”

　　邱巡洲是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馆
长。他翻着登记表说，有 134 位老人日常
在这里锻炼，每个人都有单独的健康档案。

“这里的器械主要针对老年群体，像划船机
可以锻炼上肢力量，预防肩周炎。因为政府
免房租，所以费用只要每月 99 元。”
　　除了服务好“一老”，还要保障好“一
小”。在“生活盒子”内的一间教室里，10 多
个孩子围成一圈，在老师带领下开展亲子
早教。金芒果社区育儿服务中心负责人陈
晨说，这里的早教服务是普惠性的，今年刚
推出就排满了。“很多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带
来的，上午上完课，中午就在楼下的社区食
堂吃饭，非常方便。”
　　“‘生活盒子’是一个形象的比喻，通俗
来说就是社区生活服务综合体。徐家汇商
圈土地金贵，所以政府就发挥‘螺蛳壳里做
道场’的精神，把原来的社区公共文化中心

改造成‘生活盒子’。”徐家汇街道党工委书
记万小岚说。
　　打造“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要充分问
计于民、问需于民。在徐虹北路片区“生活
盒子”，社区食堂是最受欢迎的生活服务之
一。中午时分，社区食堂坐满了前来就餐的
周边居民和上班族。这里的招牌咸肉菜饭
远近闻名，一顿饭二三十元就能吃饱吃好。
　　“这里的物业是政府提供的，不收房
租，但要求我们控制菜品价格，一般相当于
市场价格的八折。另外，针对社区内 60 岁
以上的老人，还能按年龄段再打折。很多老
人经常来社区食堂就餐。我们一天要接待
近千人次就餐。”社区食堂运营方负责人告
诉记者。
　　除了常规的社区食堂、医疗卫生、文体
活动等，不少“生活盒子”还因地制宜提供
特色服务。在乐山片区“生活盒子”，街道把

钟表维修、缝补衣服等“小修小补”类的能
工巧匠请进来摆摊设点。乐山片区居民李
仕蓉原来在钟表厂工作，如今在“生活盒
子”维修钟表，一上午她接待了 4 名客户。

“外面换电池要 40 元，我们这里只要 20
元，很多居民都是老顾客。”
　　目前，整个徐汇已建成 28 个各具特
色的“生活盒子”，计划今年还要新建 11
个“生活盒子”。根据居民需求的变化，这些

“生活盒子”还可以优化升级，真正成为功
能多元的“百宝箱”。
　　徐汇区委书记曹立强表示，依托党群
服务阵地，在群众最方便的地方建设“生活
盒子”，把更多的社区服务集成导入，保障
居民足不出片区就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不断丰盈的“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让服务
群众和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织得更牢
更密。

上海徐汇“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落地

　　新华社重庆 3月 26 日电（记者李晓婷）
“今后我就可以在家门口的卫生服务站开药
了，十分方便，环境也比原来好了不少。”看着
提档升级后的大坪正街社区卫生服务站，家
住重庆市渝中区嘉华鑫城小区的王女士高兴
地说。
　　健康医疗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渝中区素有重庆“母城”之称，但城市空间
逼仄、人口密度大，如何利用好城市空间为辖
区居民创建高品质生活成为城市治理的必答
题。近年来，渝中区加快打造“10 分钟医疗卫

生服务圈”，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
院、康复回社区”，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
社区，吸引患者留在基层就医。
　　走进大坪正街社区卫生服务站，全科、
内科、口腔科、中医康复科等科室一应俱
全，服务站内配备常用中成药、西药 200
余种，可辐射大坪正街周边 1 万多常住
居民。
　　截至 2022 年年底，渝中区共建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1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17 个，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便利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在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嘉西村社区，居
民魏世全曾因患腰椎疾病行动不便，需长
期卧床，情绪悲观，一度不愿接受家庭医生
服务。嘉西村社区家庭医生团队得知情况
后，主动上门，一边安抚老人，一边协助他
开展健康体检，并制定了后期居家康复指
导方案。
　　家庭医生上门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开
通就医绿色通道，是渝中区医疗卫生便民
服务的众多举措之一。

　　渝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进一步满足签约居民日益增长的健
康服务需求，渝中区不断优化、深化、细化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稳步扩大签约服务覆
盖面，并将社区卫生干事、区域楼栋长、单
位健康联络人作为“健康哨点”，纳入家庭
医生服务体系，及时发现健康重点人群。
　　如今，渝中家庭医生工作室数量增至
54 个，签约居民 17.06 万人，签约覆盖率
28.99%；区级和基层医疗机构设施设备条
件持续改善，新增医疗床位近千张。

重庆渝中打造“ 10 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

　　新华社拉萨电（记者曹
槟）远处是巍峨的雪山，眼前
是雄伟的布达拉宫，一辆辆
新能源汽车穿梭在拉萨街
头，不禁让人想到电影《诺丁
山》中的那句经典台词：“不
太真实，但很棒！”
　　在拉萨的大街小巷，清
洁能源驱动的公交车、出租
车和私家车不时可见。其中
一些新能源私家车是西藏自
治区之外的牌照，让人好奇
它们是如何一路奔向雪域高
原、来到这座海拔 3600 多
米的城市。
　　游客蔡俊波驾着电动越
野车从三亚出发，驶上 318
国道，一路开到拉萨。“无论
我在哪里，手机都会告诉我
附近充电桩或充电站的位
置，方便得很。”他打开一款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对 记 者 解
释说。
　　在拉萨柳梧新区，蔡俊
波还体验了西藏第一家新能
源小轿车换电站的电池更换
服务。他说，“从手机下单到
换好电池，全自助操作只需
要不到 5 分钟。”
　　最后，记者问他是否还会开电动车来
拉萨，他毫不犹豫地说“会”，而且下次打算

“开去珠峰”。
　　出于环保原因，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通往游客大本营的最后一段路不
允许燃油车自驾，游客只能驾驶电动车或
换乘电动巴士前往。
　　在各大社交平台输入“新能源车自驾西
藏”，会跳出全国各地司机分享的各种经验。
博主“露营哥”就记录了他驾驶新能源车从
深圳到珠峰大本营的旅程：全程 4340 公
里，系统规划补电 14 次，实际补电 12 次。
　　官方信息显示，西藏充电桩数量不断
增加，充电站网络持续扩张，拉萨 2022 年
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757 辆，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达到 2105 辆，虽然跟全市超 36
万辆的机动车保有量相比，这个数字还显
得有些微不足道，但这是一个积极信号。
　　新能源汽车在高原地区越来越受欢迎
是有原因的。
　　高原缺氧环境对燃油车性能影响较
大，但是对纯电动汽车来说，缺氧环境对动
力性能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由于运输成本高，西藏的油价比其他
省份要高，而电费远低于油费，这就让新能
源车的性价比大大提升。
　　此外，西藏拥有大量水电、风电、太阳
能等清洁能源资源，大部分地区年日照时
间在 2000 小时以上，非常适合光伏发电，
这也是发展新能源车市场的一大优势。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布的报告显
示，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
的地区之一，2022 年主要城镇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9.9%。
　　可以相信，新能源车市场的蓬勃发展
也会助力雪域高原的生态保护，为守护西
藏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贡献一份力量。

新
能
源
车
加
速
驶
上
世
界
屋
脊

　　一场春雪让地处大兴安岭腹地的塔河县
银装素裹。黑龙江首届“时尚春雪节”——— 塔
河鄂伦春服饰实景展演拉开序幕。伴随着鄂
伦春族“赞达仁”曲调，模特向观众展示着一
件件鄂伦春元素的文化服饰。
　　舞台上两位穿着打猎服的老人，身前摆
放着巨大的桦皮船。他们是大兴安岭呼玛河
流域的最后一代猎人，也是第一代下山定居
的鄂伦春人郭宝林、戈晓华夫妇。
　　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鄂伦春人世
代居住于大兴安岭腹地，以打鱼和狩猎为
生。1953 年，在政府的号召下，鄂伦春人走
出深山开始在山下定居，如今已过去整整
70 年。
　　走进郭宝林夫妇的院子，只见房屋外墙
上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鄂伦春‘最后的猎
人’郭宝林之家”。
　　郭宝林今年 77 岁，他在 6 岁那年随父母
下山定居，后随父亲骑马打猎。全面禁猎、猎
枪上收后，“一匹烈马一杆枪”的狩猎生活成
为永远的回忆。为了鄂伦春民族文化的传承，
他从一个摸惯了扳机的猎手变成了拿起刀斧
做桦树皮船的工匠。
　　桦树皮船是鄂伦春人特有的交通工具。

“这种船很轻便，航行起来也没什么响声，夏
天我们就在船上打鱼。”郭宝林说，制作桦树
皮船不需要一根铁钉，但选材和制作手法需
要长时间探索与实践。
　　郭宝林培养了自己女儿郭红霞在内的
20 多名徒弟，将桦树皮船的制作工艺倾囊相

授。2012 年，郭宝林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桦树皮制作技艺（鄂伦春族
桦树皮船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称号。女
儿郭红霞也于 2019 年被认定为鄂伦春桦
树皮船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
　　“看到桦树皮船制作技艺能后继有人，
我很欣慰。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绝对不能
丢。”郭宝林说。
　　郭宝林家门口的木栅栏上有一块巨大
的展板，上面有张老两口在山里骑马的照
片，一旁写着“走进鄂伦春家庭民俗展馆”。
　　走进屋，只见客厅内陈列着当年吸引
猎物用的“鹿哨”、野兽皮毛制成的帽子，还
有桦树皮制作的工艺品等。墙上挂满了郭
宝林打猎和制作桦树皮船的照片。
　　戈晓华指着墙上的照片和玻璃柜里的
手工艺品，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当年的往事。
早年间丈夫负责外出打猎，戈晓华负责照
护孩子，做刺绣和皮衣鞋帽等。虽然山林生
活很自在，但也充满危险，尤其让人感到不
方便的是缺医少药。
　　“早年很多鄂伦春人 50 多岁就过世
了。下山后生活条件、医疗条件越来越好，
我公公活到 94 岁。”戈晓华说。
　　戈晓华对 70 年间居住条件的变化也
如数家珍：早年在山上打猎时他们住“斜仁
柱”，一种用长桦树杆或柳木杆支成锥形、
再用桦树皮或兽皮包裹起来类似帐篷的简
易房屋；1953 年下山定居时，国家给他们
盖起更加结实耐用的“木刻楞”；1983 年，

国家无偿盖起砖瓦房供他们居住，后又升
级改造，通水供暖。
　　“真的很感谢国家，我们的居住条件越
来越好了。”戈晓华说。
　　 2019 年，郭宝林夫妇将他们的住宅打
造成家庭民俗展馆，每年来参观的游客络
绎不绝。“我们想让更多的人了解鄂伦春文
化。”戈晓华说。
　　虽然现在郭宝林夫妇过上了衣食无忧
的定居生活，但有件事一直让他们忧心忡
忡：鄂伦春族的语言只有发音，没有文字，
现在已经面临失传危机。
　　“年纪大了，发现身边会鄂伦春语的人
越来越少，就想到能不能把自己保留下来
的鄂伦春语教给想学的人。”戈晓华说，为
了保留鄂伦春语，她曾到黑龙江大学、齐齐
哈尔大学录制鄂伦春语言，协助学校建立
鄂伦春语言数据库。
　　 2020 年，戈晓华偶然发现可以在手机
微信群里用直播的形式给大家上课，就琢
磨着开个小课堂，夫妻俩一起在网上教大
家说鄂伦春语。
　　戈晓华说，现在课堂里陆续增加了不
少人，有年轻人也有比较年长的，“只要他
们感兴趣，我都会教”。
　　“希望有更多类似‘时尚春雪节’的活
动举办，让更多人了解鄂伦春文化。”郭宝
林说，他和老伴想在有生之年尽己所能，让
后人看到鄂伦春、了解鄂伦春、爱上鄂伦
春。   （记者刘昊东）新华社哈尔滨电

探访大兴安岭腹地“最后的猎人”

““村村 BB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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