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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时 40 分许，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

区集贸市场发生燃气爆炸。截至目前，

事故已造成 12 人死亡、37 人重伤，另有

部分群众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湖

北十堰市燃气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教训深刻！要全力抢救伤员，做好伤

亡人员亲属安抚等善后工作，尽快查明

原因，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近期

全国多地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校园安全

事件，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

压实责任，增强政治敏锐性，全面排查

各类安全隐患，防范重大突发事件发

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

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建党百年营

造良好氛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以赴组织抢

险救援和救治受伤人员，尽最大努力减

少伤亡，认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

严肃问责。近期安全事故仍呈多发势

头，国务院安委会、应急管理部要督促

各地切实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和隐

患排查，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应

急管理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派工作

组赶赴现场指导事故处置工作。国家

卫生健康委抽调重症医学、烧伤、心理

干预专家等组成国家级医疗专家组赶

赴当地指导做好事故紧急医学救援。

湖北省、十堰市党政负责同志已在现场

指挥处置。目前，现场救援、伤员救治

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习近平对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
集贸市场燃气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 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李克强就救援工作作出批示

从西宁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

西行两小时，就到了青海湖。阳光照在

蓝莹莹的湖面上，反射出点点粼光。

来自安徽宣城的游客王萱举起相

机，对着远处的风景按下快门。“这儿真

美，真是不虚此行！”

曾经，受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多

种因素影响，青海湖出现严重的生态退

化：生物资源急剧减少，周边草地沙化

退化，湖水水位持续下降，水体面积不

断缩小……

设立自然保护区、实施封湖育鱼、

将青海湖保护纳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经过多年

努力，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显现。

“眼看着小时候的青海湖又回来了，

别提多开心了。”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

和县农牧业综合刑侦执法大队队长李朝

伟，从小在青海湖边长大，和 3 名队员一

起负责青海湖南岸 186 公里湖岸线的巡

逻任务。“现在盗捕行为每年不超过 3
起，青海湖裸鲤资源去年底已突破 10 万

吨，比本世纪初增长了近 40倍。”

今 年“五 一 ”假 期 ，青 海 湖 景 区 接

待游客 4.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16.5
万元。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青

藏公路沿线农牧民越来越体会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驱车继续西行，穿草原、翻雪山、过

戈壁……湛蓝通透的茶卡盐湖映入眼

帘，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宛如仙境一般，

被誉为“天空之镜”，每年引来数十万游

客。景区旁边的巴音村借机发展旅游

业，家家户户吃上了旅游饭。

走进巴音村，村道平坦干净，广场

宽阔热闹，小楼窗明几净。村民申德

屏正手拿花籽，轻轻撒到门口的花园

里。“再过一个多月，就有全国各地的

游客来茶卡盐湖旅游，把花园装扮得

漂亮一些，不仅能吸引游客，自己看着

也高兴。”打扫庭院、收拾客房、清洗床

单，申德屏动作麻利，“虽然辛苦，但日

子有奔头。”

依靠临近茶卡盐湖的优势，农牧民

纷纷办起了家庭宾馆，光客房就有 328
间。为提升游客体验，村里联合各方力

量举办烹饪、民宿等各类培训班。巴音

村的变化不仅在村容村貌上，更体现在

大伙儿的精神风貌上。“谁家要是卫生

差一点，开会都不好意思发言呢！”刚刚

连任村妇联主席的申德屏说，“乡亲们

你追我赶又相互帮扶，邻里关系也比以

前更亲密了。”

“我们将继续围绕茶卡盐湖旅游，

着力推进民宿统一化管理，提升服务水

平，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驻村干

部赵福昌告诉记者。

青海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推进生态保护 发展生态旅游
本报记者 贾丰丰 刘雨瑞

沿着高速看中国

6 月 2 日下午，一列由 50 组集装箱组成，满载着

日用品、汽车配件等产品的中欧班列，从厦门海沧站

缓缓驶出，奔向德国汉堡。“这是中欧班列（厦门）累

计开行的第 1000 列。如今，厦门开行的中欧班列货

物细分产品超千种，为畅通国际供应链提供了强有

力的运力支持。”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货运

部副主任王正宇说。

川流不息的口岸、紧张繁忙的货场，正是中欧班

列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5 月底，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

39622 列，运送货物 354.1 万标箱，通达欧洲 22 个国

家的 160 多个城市。

降成本，中欧班列不断提高效率。为了保证中

欧班列运输效率，铁路部门对中欧班列实行优先装

卸、优先挂运、优先交接运输组织模式，并持续深化

国际联运合作。“班列交接办理时间较去年压缩了

30%以上，”二连浩特市亿海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总成介绍，“班列高效的运输效率，缩短了

货物运达时间，能节约物流成本，为公司盈利带来了

更大空间。”

优服务，中欧班列持续创新模式。在厦门，福建

省跨境电商货物于今年 3 月首次搭乘中欧班列（厦

门）出口，运输时间比海运缩短近 3 周，运价比空运

节省 7/8。在武汉，“阳逻港—吴家山—杜伊斯堡”

水铁联运测试班列 X8015 次列车 5 月底从武汉吴家

山站开出，初步实现了中欧班列（武汉）与长江黄金

水道的无缝衔接，武汉构建国家内陆地区多式联运

中心又迈出重要步伐。

加强运输组织，提高运营品质，推动中欧班列安

全稳定运行和持续强劲增长。今年 1 月至 5 月，中欧

班列开行 5991 列、发送 57.3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49%、58%。

图为 6 月 2 日下午，X8098 次中欧班列从厦门海

沧站驶出，开往德国汉堡。

庄建华摄（影像中国）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近4万列
通达欧洲22个国家 160多个城市

本报记者 陆娅楠

诵读红色经典、举行端午诗会、举

办文艺演出、体验民俗文化……在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各地以

端午节为契机，深入开展“永远跟党走”

主题文化活动。连日来，广大群众在活

动中弘扬端午文化、厚植爱党情怀。

“ 这 是 用 糖 画 的 龙 ，又 好 吃 又 好

看。”“这是用草编的蜻蜓，好可爱。”6 月

12 日上午，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青山镇

源头村文化广场上，“寻找村宝、唱响村

歌、齐秀村艺”端午民俗文化艺术节火

热开展，糖画、盆栽、捏面人、书法、国

画 、古 酒 酿 制 …… 各 种 手 艺 人 端 午 齐

聚，给群众带来了一场民俗文化盛宴。

“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最早提出者

是谁？”“我知道，是蔡和森。”活动现场

设置的党史知识长廊成为最受群众欢

迎的地方之一。“端午假期第一天，不仅

让孩子感受到端午民俗的魅力，答对党

史题还能拿到纪念品，真是太有意义

了。”专程带着孩子参加活动的杨明兴

奋地说。

主题活动热在基层、热在群众、更

要热在青少年。

两条“龙舟”模型摆放在道路两端，

1000 多幅儿童书画作品、手工香袋、粽

子模型陈列在道路两边……在江苏省兴

化市戴南中心小学，“永远跟党走‘我们

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在这里举办，这

条由学生们参与制作的“端午文化长

廊”，成为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校园另一侧，一场别开生面的文

艺汇演正在上演。小朋友们表演的《童

心赞端午》《走近屈原》等节目，从不同

的侧面体现了端午文化的内涵。

一场场校园活动让孩子们感受节

日氛围，一次次经典诵读让广大群众重

温红色记忆。

6 月 11 日，天津市西青区文化中心

剧场，“‘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诵读会”拉开帷幕。古

风诗歌《春望》以充沛的情感激发起观众

的爱国情，《丰碑》《长征组歌》用长征故

事讲述了红军战士不朽的英雄事迹。

朗诵者们慷慨激昂、情感真挚，现

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观众们在欣赏

节目的同时，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诵读党课”。

在屈原故里湖北宜昌秭归县，来自

海峡两岸的嘉宾、屈氏后裔和当地民

众，也为了共同的节日聚到一起。

11 日上午，庄重、古朴的开场乐舞

《英魂流芳》拉开了屈原故里端午文化

节的序幕。号角长鸣，鼓乐阵阵。大家

一同献上兰草，祭奠屈原爱国之情。

活动主办方表示，千百年来，秭归

人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传统端午

习俗结合起来，赋予端午节浓郁的家国

情怀。希望通过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激发起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热情。

屈原的精神流芳百世，端午的意义

也更加深远。

在 青 藏 高 原 上 的 日 喀 则 ，6 月 10
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之我们的节

日”在德勒社区开展。

社区居民聚在一起，德勒社区党委

书记为大家讲述党史故事。居民们手

持党旗、拿起手机，拍起了“我想对党

说 与党旗合影”短视频，一同感受着节

日的快乐。

6 月 11 日，贵阳市修文县中国阳明

文化园，贵阳市 2021 年“我们的节日·
端午”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这里开展。

来自修文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孩子们手

持盘子跳起了《光盘谣》，倡导大家践行

光盘行动。

尽管下着雨，现场仍有不少群众前来

观看。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志愿服务展台，

志愿者们围绕理论宣讲、医疗健康、法律

服务、家庭服务等方面开展志愿活动。

我们的节日里，有粽香，有党恩，有

家国，有教益……吃一口香甜粽子，道

一声端午安康。

弘扬端午文化 厚植爱党情怀
—各地广泛开展“永远跟党走”主题文化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徐 壮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对外经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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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青春路 党徽更闪耀
第四版

远方雪山映着蓝天，草场上牦牛三

五成群。走近一瞧，每头牦牛耳朵上都

有各色的彩标。“刚开始，我也觉得新

奇，这就是咱们县里推广的当雄牦牛

的标识！”西藏拉萨市当雄县曲登村党

支部书记赤列益西说。

当雄高原草场上蓄养了几十万头

牛 羊 。 这 里 的 牦 牛 品 质 好 、口 味 佳 。

2015 年起，为进一步打响品牌、提高附

加值，当雄通过电子耳标（芯片）记录牦

牛生长过程及健康状况，建立当雄牦牛

肉追溯体系，推动牦牛养殖科学化、制

度化。

推 广 家 庭 牧 场 经 营 ，是 当 雄 发 展

牦牛产业的一大举措。 2017 年开始，

赤 列 益 西 和 村 里 另 一 位 农 牧 民 联 合

探 索 家 庭 牧 场 经 营 。 在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牧 场 建 起 标 准 化 的 牛 圈 、饲 草 库

和防疫室，还打了一口水井。畜牧兽

医站的工作人员定期为养殖户传授、

讲解养殖新技术，提供牛羊疫病的防

治和检疫。家庭牧场成立后，赤列益

西的儿子当起技术员，提高了养殖效

益。两年下来，每头牦牛能多卖 2000
多元。

推行冰鲜运输，助力当雄牦牛肉远

销外地。北京援藏干部，当雄县委常

委、副县长宁洪海说，依托先进的冰鲜

设备，牦牛肉的风味物质在运输过程中

得以最大程度保存，“牦牛肉最快两天

即可抵达城市居民的餐桌。”

为什么要卖冰鲜牦牛肉？过去，当

雄牦牛肉大多是以鲜肉形式就近在周

边地区销售，小部分加工成牦牛肉干才

能销往外地。“相比卖牦牛肉干，冰鲜牦

牛肉的附加值能提高 50%，利润能提高

30%。”当雄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邹万明介绍。

如今，当雄牦牛肉已在多个电商平

台开设了店铺，摆上了不少城市商超的

货架。当雄牦牛产业的日益壮大，带动

越 来 越 多 的 牧 民 群 众 过 上 好 日 子 。

2020 年，当雄县企业、家庭牧场和合作

社完成牦牛育肥出栏 6975 头，惠及牧

民 981 户 3100 余人，实现总收入 6626.2
万元，人均增收 4565 元。

西藏拉萨市当雄县

特色产业兴起来 牧民群众富起来
本报记者 申 琳 徐驭尧

“来，你尝尝。”

李树增从热气腾腾的锅里盛出一

碗米饭递过来，米粒油亮饱满，一挑粒

粒分明，夹一筷送嘴里，香、糯、甜、润。

“这就是‘一家煮饭，四邻飘香’的

小站稻。”天津市农科院农作物研究所

副所长、水稻专家王胜军说。

“我带着合作社的老伙计，7000 多

亩 地 全 种 了 小 站 稻 最 新 品 种‘ 金 稻

919’，产量、收入都不赖！”李树增是天

津市津南区人，原产于津南区小站镇

的小站稻，是天津最广为人知的品牌

之一。

名气大，种植小站稻前些年却越

做越小。鼎盛期种植面积曾达 20 余

万亩，上世纪 70 年代起开始衰落，至

2003 年，全市仅 11 万亩。“这有水资源

不足的原因，也有当时粮价低的因素，

但最主要的还是与稻种品质相关。”王

胜军坦言。

“传统杂交水稻一般选两个亲本杂

交，我们为了兼顾抗倒伏、抗病虫害、高

产和口感，从上万个水稻亲本材料中精

细确定了 3 个亲本进行杂交。同时借

助分子标记技术，把香味基因、抗病基

因、品质基因等关键性状优良基因全

部锁定。”天津市农科院研究员刘学军

介绍，他从 2011 年开始带领团队利用

南北气候差异，通过“南繁北育”的方

式，加快育种进程，“育种一般周期为 8至

10年，我们团队只用了 6年。”

新稻种培育出来，正赶上天津提

出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要求大力发

展水稻优势产业。

“我们是借上东风了，市里在育

秧、种植、加工、销售、品牌运营等方面都出台了扶持政策。但种了

30 多年水稻，从学会种稻那天起，就知道‘好吃不高产、高产不好

吃’。”李树增说，“刚听说‘金稻 919’时，咱也犯嘀咕。”

得知农民的顾虑，王胜军拉上他们来到育种基地。“一见这稻子

脱了壳，米粒透亮，秸秆也结实得很，咱心里就有底了。”李树增说，自

己当时就作出了决定。“真没想到，‘金稻 919’亩产最高能到 750 公

斤，出米率更是达到了七成多。”

“种了新稻种，区里又派专家给大伙儿培训，按专家的建议，为了

不丢失大米的营养成分，我们一直都是有了订单才开机器加工。”李

树增说，“政府还把附近的排污沟渠都给治理了，并大规模疏浚耕地

沟渠。通水那天，我们两口子天没亮就在地里等着，别提多高兴了。”

“金稻 919”的成功培育、推广是个缩影。依托水稻产业技术体

系创新团队，天津市已培育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水稻新品种 17 个，

进一步丰富了水稻种质资源，优质稻种销往全国。全市小站稻种植

面积 2020 年跃升至 80 万亩以上，产量达到 50 万吨，规模效益逐渐显

现。日前，天津市又发布了 2021 年小站稻产业振兴实施方案，今年

全市小站稻种植面积力争达到 100 万亩，并配套出台多项措施。

“种子好，政策好，咱们中国人的饭碗稳得很！”李树增乐呵呵地

说完，转身同老伙计去地里忙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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