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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出版

  新华社南京 7 月
19 日电（记者刘亢、凌
军辉、陈刚、蒋芳）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到江苏考察、
在 2013 年全国两会期
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
议，亲自擘画了“经济
强、百姓富、环境美、社
会文明程度高”新江苏
的宏伟蓝图，赋予了江
苏“在改革创新、推动高
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
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上争做示范，在率
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上走在前列”新的重大
使命。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江苏以
努力奔跑姿态和求真务
实作风，协同推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和人民群众
高品质生活，奋力推动
江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迈上新台阶。

  让“经济强”

基础更加坚实

　　面对疫情冲击，江
苏一手抓纾困，一手抓
培优，加快经济复苏。今
年 1 至 6 月，全省规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 ，前 5 月工业投资
同比增长 12%。
　　 2014 年 12 月，
习 近平总书记在江苏
调研时强调，把经济发
展抓好，关键还是转方
式、调结构，推动产业结
构加快由中低端向中高
端迈进。
　　磨砺始得玉成。素
以实体经济见长的江
苏，持续攻坚克难、稳中
求进。10 年来，江苏以
占全国 1.1% 的国土面
积，承载 6% 的人口，创
造超过 10% 的经济总
量，13 个设区市皆列全
国经济百强市。
　　一款仅 2.5 厘米长
的精密数控刀具，售价
高达 2.8 万元，颇受市
场青睐，出口多国。“这
是高技术给我们带来
的甜头。”江阴塞特精
密工具有限公司总经
理朱源说。
　　激活创新，促进科
技与产业深度融合。江
苏加快推进网络通信与
安全紫金山实验室、国
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
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
建设；深入实施“产业强
链”行动计划，聚焦主业
打造“单项冠军”，入围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一。
　　 6 月 28 日，一列满载 72 个标箱的国际货运班列
从南通海安发出，经广西驶向越南河内，至此江苏中欧

（亚）班列今年开行突破 1000 列，同比增长超 4 成。
　　集聚全球资源，参与国际竞合。以“一带一路”交汇点
建设为总揽，江苏深入推进东西双向开放，持续提升要
素配置全球影响力：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保持全国首位，
世界 500 强企业已有 392 家投资落户；企业“走出去”
遍及 172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对外投资项目 8490 个。

让“百姓富”蓝图化为现实

　　小桥流水与花草树木相映成趣，幼儿园、医院、村
民议事厅一应俱全……走进张家港市永联村，新江南
水乡跃然眼前。“小区生活便利，大病有保险，每月村里
还发放 1000 元生活补助，日子越过越红火。”年过八
旬的村民王清峰说。
　　 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徐州市考察
时指出，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
　　居住形态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变革，“鱼米之乡”呈
现时代新貌。10 年间，江苏农林牧渔总产值从 5200
亿元增加到 8000 多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1.2 万元增加到 2.68 万元；城乡收入比缩小到
2.16：1，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水泥船、塑胶运动场、多媒体教室，洪泽湖“水上小
学”不断升级；家庭医生上门服务、适老化改造进门入
户，镇江孤寡老人的日子更加舒心；溧阳一号公路美名
远扬，游客络绎不绝……江苏不断增益“百姓富”的成
色。               （下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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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新华社北京 7 月 19 日电（记者蒋芳、包
昱涵）千里运河，迤逦穿行。大运河见证着中
华民族的奋斗与兴盛。两千多年来，她以世所
罕见的时空尺度流淌至今。作为一个重要的
文化符号，大运河也为世界所瞩目。2014
年，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条贯穿南北 5 大水系、流经 8 个省
市的千年水脉如何更有光彩地流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牵挂，念兹在兹———
　　 2017 年 2 月，北京通州大运河森林公
园，习近平总书记察看大运河沿岸生态环境
治理成果时深刻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
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要古为今用，深入
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4 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
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

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
　　“大运河作为‘流动的文化’，既是时间上
的流淌，也是空间上的绵延。穿越 2500 多
年、蜿蜒近 3200 公里，串联起运河沿岸的一
座座城市。她是润泽百姓的水脉，更是传承历
史的文脉。”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文博考
古分院院长贺云翱说。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各项保护
工作整体规划、有序推进：建立遗产档案和监
测系统，制定一系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大运
河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规划纲要》。大运河文化的统筹保护、传
承利用握指成拳。
　　 2020 年 11 月，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
公园，习近平总书记沿着亲水步道一路察看，
了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取得的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
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
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

永远造福人民”“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
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
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当时我带着儿子就在现场。听到总
书记那么关心大运河，我们感到温暖而
充满信心。”扬州市民张庆深有感慨，“我
家几代人都在运河边长大，大运河是我
们生存的家园，更是不可割舍的根脉。”
　　进入 7 月，迎来暑期旺季。作为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标志性项目，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每天 1.5 万张预
约门票，经常在周末实现“秒空”，成为古
城扬州新的文化地标。
　　“博物馆因‘运’而生，在沉浸式参观
体验中，成年人可以探寻大运河的历史，
了解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儿童可以在互动
体验中走近大运河、爱上大运河，感知流
动的文化遗产就在我们身边。”博物馆馆

长郑晶说。
　　以生态起笔、以文化落笔，串珠成链，一条

“文化玉带”串联起沿岸无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掀开大运河历史的崭新篇章———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正日渐复苏，大运河博
物馆正在以“运河之舟”形象拔地而起；扬州打
造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非遗”文化园，成
为年轻人网红打卡地、学生研学首选地；苏州
以“运河十景”项目建设提升运河景观风貌，
恢复古驿站、水码头等文化遗存，在大运河畔
续写着姑苏繁华……
　　沿线 35 座城市发力打造大运河璀璨文
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运河百景熠
熠生辉，悠悠运河水带动一座座城市焕发文
明活力。曾担任大运河联合申遗办主任的扬
州市文物局原局长顾风感慨说：“大运河迎来
了 2500 多年岁月里新的生命周期！”
　　从历史时光里的舳舻千里、渔火延绵，到
现实图景里的物阜民丰、水清岸绿，大运河传
承文脉，生机澎湃。

“ 更 好 日 子 还 在 后 头 呢 ！”
　　晋北小院，白墙飞檐。68 岁的白高
山正一边给小菜园浇水，一边逗着 2 岁
多的孙子。
　　菜园里，茄子、黄瓜、西葫芦、小葱长
势正好，两棵苹果树已经挂满青色的
果子。
　　“习近平总书记上次来时，我把地里
种的这些给他一一作了介绍，总书记笑
着说‘这些果菜够你们一家吃了’。”
　　白高山居住的山西大同市云州区西
坪镇坊城新村，是一个易地扶贫搬迁村。
他和 200 多户村民从世代居住的坡梁
薄地、盐碱地上的土窑洞陆续搬到这里，
生活从此变了模样。
　　 2020 年 5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白高山家中，坐到炕沿上同白高山
一家聊起了家常。
　　白高山拿出一张老照片给总书记
看，那是他搬进新村之前住了 40 多年
的土窑洞。
　　习近平总书记接过照片仔细端详，
问道：“现在这房子住进来花了多 少
钱？”白高山告诉总书记，2019 年在政
府的支持下，只花了 1 万元就住进了
新房。
　　“搬出来后家里主要做什么？收入怎
么样？”习近平总书记接着问。
　　白高山的儿子白利军告诉总书记，
搬到新村后，他在政府资助下上了职业
培训学校，当起了电焊工，2019 年收入
4 万多元。
　　“现在外村姑娘都愿意往这嫁了吧？”
习近平总书记笑着问。
　　“可不是！如今生活好了，人家也愿意来

了。”白高山笑得合不拢嘴，“盖房子，娶媳妇，
这是我们庄户人家一辈子的大事。我们打心
底感谢共产党！”

　　习近平总书记问道：“你们往后
还有什么打算？”
　　“就是希望日子越过越好。”白
高山说。
　　“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习近平
总书记语气坚定。
　　民之所盼，心之所向。
　　当时，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已是
胜利在望。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亿万农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部
署推进更长远的发展战略———“要
千方百计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接
下来要把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做好，
让乡亲们生活越来越美好。”
　　白高山告诉记者，村里每年都
有新变化：新建的黄花产业园已经
开始运营，养老中心和幼儿园也建
起来了。今年 9 月，小孙子就能进
村幼儿园上学。
　　 2022 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
记再赴山西考察时强调：“让人民群
众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党百年来
的执着追求，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一代接着一代干。”
　　“跟着习近平总书记，跟着中

国共产党，更好日子一定在后头！”白
高山说。
     （新华社记者姜琳、孙亮全）

高温下，他们的“最美逆行”
　　新华社北京 7 月 19 日电（记者樊
曦、姜琳、周圆、董小红、谢樱）酷暑难耐，

“蜗居”在空调房里成为大多数人的选
择，但就在似火的骄阳和袭人的热浪中，
却有一群人“逆行而上”。
　　他们扎根一线，默默守护着不同的
岗位。每一滴闪亮的汗水背后，都是他们
顶着炎炎烈日的“最美逆行”。

坚守，呵护你我安宁

　　 18 日下午，成都。“请大家打开健
康码、扫描场所码，保持一米距离。”在龙
井社区核酸检测点位，龙井社区党委副
书记、居委会副主任周亮维护着现场的
排队秩序。
　　入夏以来，成都多日持续高温，“成
都到底有多热”一度刷屏。时间临近下午
5 时 30 分，天气依然潮湿闷热。穿梭在
人群中的周亮，衣服都湿透了。
　　前几天他因热中暑，在医院连续输
了两天液。“这是一场跟病毒的战斗，我不能
掉队。”周亮说。
　　把责任放在心头，用汗水刻下坚守。
　　 16 日下午，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热浪滚

滚，停机坪地表温度已超过 60 摄氏度，飞机
发动机周边温度甚至高达上百摄氏度。
　　绕飞机检查发动机、起落架、机身，测试液
压系统……不出片刻，湖南航空机务工程师王

楠的脸上汗水不停往下流，浸湿了工装。
通常一架飞机的航后检查需要一个半小
时左右，现在是暑运高峰，一天下来他的
皮肤能黑上几度。   （下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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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过高高的山梁，绕
过蓝蓝的湖泊，一辆辆大
巴首尾相连，行驶在蜿蜒
的高原公路上。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日
子。19 日，西藏实施那曲
市双湖县第二批高海拔牧
民生态搬迁，又一批牧民
告别苦寒高远的藏北腹
地，前往雅鲁藏布江畔的
新家。
　　大多数的人类迁徙，
都寄托着改变生活的期
望。全国海拔最高县双湖
县的搬迁亦是如此。
　　早晨 6 时 30 分，天空
还没有亮透，双湖县多玛
乡的公路旁，已热闹非凡。
牧民们背着行李，挎着包
裹，扶老携幼，迈着轻快的
步伐，登上大巴。
　　“搬迁一代人 幸福
几辈子”“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  筑 牢 生 态 安 全 屏
障”……悬挂在大巴上的
一条条横幅，标明了这次
搬迁的意义。
　　 73 岁的布琼患有类风湿关节炎，“我期
待新家的生活。那里海拔低，天气暖和，能缓
解我的关节炎。”
　　双湖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普仓随车队为搬
迁群众提供医疗保障。“双湖海拔太高了，高血
压、痛风、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很高。搬到新家
后，将有利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她说。
　　太阳慢慢升起，车队缓缓驶远，草原又恢
复了宁静。
　　这是一次跨越千里的远行。新家所在的
山南市贡嘎县森布日村，距离双湖县约 900
公里。那里海拔 3600 米，比双湖县海拔低了
1000 多米。
　　路途虽然遥远，心情却是愉悦的。车里，
驶向新家园的藏北牧民，眼神里写满了对新
生活的期许。
　　 27 岁的次仁央金怀有 8 个月的身孕，将
在新家附近的医院完成分娩。“在高海拔生孩
子有很多风险，能在低海拔的新家生孩子，让
我减少了很多顾虑。为了路途上的安全，政府
专门安排了保障救护车。”次仁央金说。
　　果根擦曲村的娘桑和孩子们正聊着学
习。他的儿子罗布顿珠明年将上森布日幼儿
园。“双湖县海拔高，天气寒冷，常年大风肆
虐，去森布日新家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学习有
好处。故土难离，但为了下一代，我赞成搬
迁。”娘桑语气坚定。
　　双湖县一半以上面积在羌塘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是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的乐园，
但区域内草场以每年 3% 至 5% 的速度退化。
　　仲鲁玛村的旦真说：“这是我生活了几十
年的地方，一下子要离开了，舍不得。但搬迁
也是为了双湖的生态保护，是件好事。”
　　 20 时许，大巴车队抵达森布日村。
　　当地群众手捧洁白的哈达，跳起欢快的舞
蹈，端着象征五谷丰登的“切玛盒”，在锣鼓喧
天的喜庆氛围中迎接来自远方的“新邻居”们。
　　夕阳如火焰般洒落在宽阔的雅鲁藏布江
江面上，远处的山脉仿佛熔化在了霞光之中。
     （记者曹健、张京品、格桑朗杰）
       新华社拉萨 7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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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照片背后的故事。

  7 月 19 日，一列复兴号列车通过大瑞铁
路大保段澜沧江特大桥。大瑞铁路大保段即
将开通运营。    新华社记者陈欣波摄

  7 月 18 日，轨道铺设顺利通过常（德）益
（阳）长（沙）铁路控制性工程资水特大桥，为铁
路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新华社记者陈思汗摄

▲工人在无锡经开区的一处建设工地上施工（7 月 12 日摄）。   新华社发（还月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