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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亿万中国人在团圆、团聚、

团结的浓浓年味儿中，谱写着筑梦、追梦、圆梦的时代

篇章。

2 月 7 日，春节假期过后的首个工作日，本报记者

分赴北京、上海、河南、海南等地，用笔触刻画勤劳的农

民、坚守的战士、攻关的科研工作者、拼搏的运动员和

温暖的社区干部等，呈现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度、一个生

机勃勃的时代、一个用奋斗开创未来的民族……

2 月 7 日早上 8 点半，上海市普陀

区桃浦镇阳光水岸苑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俞曙光来到办公室，凳子还没坐热，

她就赶紧出门，和同事们分头看望社区

里的困难老人……

“家里缺点什么，都跟社区讲……”

一连走访了 3 户人家，俞曙光和老人们

聊家常、问需求，末了不忘叮嘱：“平时

多注意保重身体。”

这两年，防疫成了俞曙光的重中之

重。这个春节是俞曙光第三年在上海

“就地过年”，7 天假期每天都在办公室

值班、在社区里走访。居民区总户数

1300 多户，人口 4300 多人，外来人口近

1/3。上海针对境外回沪人员、国内确

诊病例的密接人员、次密接人员都有严

格的居家健康管理要求。

“ 手 机 24 小 时 开 机 ，有 时 半 夜 接

到电话，需要把人转运回来，开展居家

健康管理”。俞曙光说，办公室里，常

备着口罩、帽子、防护服，规范穿脱早已

“熟门熟路”，上门安装防疫设备、做好

居民解释工作……“必须对 相 关 人 员

做到全闭环管理，把疫情传播风险降

到最低。”

慰问完困难老人，俞曙光赶紧布置

假期后的防疫工作：安排门岗做好外地

返沪居民健康码、行程码检查，测体温、

做登记，安排物业对楼道进行消毒，对

返沪人员进行健康宣传……

春节假期，小区里还有需要居家健

康管理的人员。前几天，俞曙光特地给

他们送去了一些糖果和零食，让大家感

到温暖心安。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疫情面前，就

应该冲在第一线。”俞曙光说。

上海阳光水岸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俞曙光——

社区里 送温暖
本报记者 巨云鹏

2 月 7 日 ，春 节 假 期 后 的 首 个 工 作

日，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509 所

的航天设计师杜洋 8 点不到，便到了办

公室。其实，这已是他的第四个“工作

日”。为了保证行星探测工程任务进度，

他和团队成员早在大年初四，就开始上

班了。

这不是杜洋第一次在岗 位 上 度 过

的 春 节 。 去 年 ，“ 天 问 一 号 ”团 队 圆 满

实 现 了 火 星 探 测 任 务“ 绕 、着 、巡 ”三

大 目 标。作为火星环绕器总体副主任

设 计 师 ，杜 洋 主 抓 了“ 天 问 一 号 ”的 飞

行 程 序 、飞 控 实 施 文 件 中 环 绕 器 部 分

的 制 定 。 目 前 ，火 星 环 绕 器 正 在 环 绕

火 星 开 展 科 学 探 测 ，并 顺 利 拍 摄 了 全

球 唯 一 的“ 火 星 环 绕 器 与 火 星 ”的“ 自

拍合影”。

1 月 28 日，国家航天局发布《2021 中

国的航天》白皮书，宣告将继续实施行星

探测工程。这也是杜洋在新的一年中准

备开展的重要工作。团队成员分工合

作、分头开展多个技术点研究。早晨 8
点，任务论证小组成员碰头讨论并制订

新的工作计划。会议结束后，杜洋回到

座位上整理会议内容，并根据讨论结果

准备进一步开展技术研究。

再过 3 天，就是火星环绕器抵达火

星 1 周年的日子。星空浩瀚无比，探索

永无止境。面向行星探测工程的后续任

务，像杜洋一样的中国航天人将在新的

起点上，为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航天设计师杜洋——

勇创新 探火星
本报记者 余建斌

春节刚过，河南新乡市牧野区堡上

村的田地上，一个个蔬菜大棚里，村民

开启新年耕作……

咚咚咚，咚咚咚——村西头一座钢

结构玻璃房大棚里，村民路士保开着拖

拉机在地里来来回回。旋耙过处，新鲜

湿润的土壤被翻滚上来，散发清香。大

棚外，几个头戴安全帽的电力员工，在

给卷帘机、排风扇、灌溉设施检修供电

线路。路士保说：“时节不等人，我得赶

早把菜苗栽上，争取今年多收几茬儿。”

堡上村位于新乡市北部，紧邻着北

环路蔬菜批发市场，目前全村大棚种植

百余亩。56 岁的路士保是村里的种植

能手。“这个大棚 5 亩多，上

一茬儿种菠菜、小白菜。种

青菜得水足，咱大棚里都通

了电，装了灌溉设备，一推

闸就能浇菜。年前小叶菠菜水灵灵的，

市场上特别吃香。”

路士保停下拖拉机，脱掉棉衣说

道：“这次我打算种小吊瓜，现在种下 5
月份成熟。按照往年的价格，一个瓜能

卖十几块钱嘞。”

路士保并不是第一次种吊瓜。去

年夏天，他就在大棚里用铁丝搭起了吊

瓜架子。“唉，去年吊瓜长势很好，没想

到 7 月份一场大雨全给淹了。”路士保

指着大棚里隐约可见的水印儿说。

今年重头来过。路士保算好了时

间，准备多种几茬儿蔬菜瓜果，把去年

的损失补回来。“还打算试种些哈密瓜，

电足水足，控制温度湿度，争取今年能

种出 5 斤重的哈密瓜。希望全国农民

虎年大丰收，日子和我种的瓜一样甜。”

路士保说。

河南新乡市牧野区堡上村村民路士保——

春来早 农事忙
本报记者 任胜利

清晨 5 时，闹铃响起，武警北京总

队执勤第六支队十三中队下士张朗朗

准时醒来。整理内务、抓紧洗漱……不

多时，张朗朗和战友们神采奕奕地出现

在中队营院里，列队准备训练。

2 月 7 日，春节假期刚刚结束，北京

西站迎来新一波返程客流。“我值守北

京西站 4 年了，每年这个时候战友们都

更加精神抖擞，护航人民群众平安出

行。”张朗朗说。

春运期间正值北京冬奥会举行。

安全保障、疫情防控、维持秩序……今

天虽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战友们早已

连轴转，基本都在哨位上度过春节。

6 时许，天色微亮，张朗朗走上哨

位。寒风依然刺骨，不一会，张朗朗和

战友的脸被冻得通红。但他们军容严

整，观察哨位周边区域，一丝不苟。

“你好！小伙子，请问取票往哪边

走啊？”“武警同志，我身份证丢了，请问

在哪可以办临时身份证？”……执勤期

间，张朗朗还要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

困难。面对求助，张朗朗总是边喊边比

划。“我们多努力一点，旅客的旅程就更

顺畅一点。”张朗朗说。

春节期间，驻守在北京西站的武警

官兵协助车站和地铁站安全中转旅客

数十万人次，为旅客提供便民服务近

百次。

夜幕降临，张朗朗结束了一天的工

作，紧绷的神经得到了几分放松。“虽然

辛苦，但我们的坚守是为了万家团圆。

每当看到人们露出喜悦的笑容，我就觉

得一切都值得。”张朗朗说。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六支队战士张朗朗——

橄榄绿 护平安
本报记者 刘博通

“ 恢 复 训 练 的 前 几 天 总 是 最 辛 苦

的。”经历了一节体能训练课，国家举重

队运动员石智勇的汗水已经湿透衣衫

……大年初六，这位东京奥运会举重冠

军就已经重返位于海南五指山的训练

场。“我们运动员都清楚得很，走下领奖

台，一切从零开始。”其实，为了备战东京

奥运会，石智勇已经好几年没有和家人

共度春节了。

“2021 年，我不但实现了奥运卫冕

的目标，自己还组建了家庭，身上的责任

更重了。”石智勇感慨地说。新一年，新

目 标 ，新 期 待 。 石 智 勇 对 2022 年 的 赛

事有着更多期待和向往。作为浙江选

手，石智勇对杭州亚运会充满信心。

“我今年最大的目标就是在亚运会摘

得金牌，实现职业生涯的大满贯！”2021
年，石智勇在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

都打破了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新的一

年，他将继续挑战极限，期待更大突破。

“ 自 己 的 纪 录 自 己 破 ！ 每 一 次 比

赛，其实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石智勇

自信满满，但也坦言，随着年龄增长，运

动员要格外注重伤病管理。“我会尽全力

延长我的巅峰状态，希望能在巴黎奥运

会实现奥运三连冠！”

最近，石智勇也密切关注了冬奥健

儿在北京冬奥会上的表现，“看到中国

短道速滑队获得两块金牌，我也备受鼓

舞。希望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在本届冬

奥会上获得好成绩，我会一直为他们加

油助威！”

国家举重队运动员石智勇——

稳心态 求突破
本报记者 李 硕

虎啸山河基业

固 ，春 风 浩 荡 开 胜

景 。 新 春 之 际 ，全

国 上 下 能 量 充 盈 ，

各 行 各 业 干 劲 满

满。放眼广袤中华

大 地 ，在 农 村 、企

业、社区、学校、医

院、军营、科研院所

……每一份付出奉

献 ，都 是 事 业 的 赓

续传承。每一张热

情 的 笑 脸 ，都 值 得

用心珍藏。

回 首 2021 年 ，

构建新发展格局迈

出新步伐，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成效，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加快壮大，改革开

放迈出新步伐。民

生保障有力有效，

百姓菜篮子、果盘

子、米袋子更丰裕，

人们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充

实。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推进，千里沃

野、万亩良田、秀丽山川、壮阔大海……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中华

大地全面铺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是勇敢、无畏

的象征。新的一年，虎跃新程，中华儿女

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建设

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冬奥赛场上，奥运健儿挥洒汗水，为

国争光；乡村田埂上，农民辛勤耕作，创

造丰足的生活；科研院所里，科学家紧锣

密鼓，持续攻关，破解技术难题；基层社

区里，工作人员忙里忙外，全力守护防疫

关卡……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和普通劳

动者，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力，在你我

携手、勠力同心中，激发追梦奋斗、书写

荣光的强大正能量。

山以险峻成其壁立千仞，海以奔腾

就其风涛万里。道路越崎岖，越需要凝

心聚力、勇往直前；前程越远大，越需要

龙骧虎步、跃马扬鞭。只要我们以更加

勇毅的担当、更加务实的行动埋头苦干，

就一定能在时代滚滚向前的洪流中成为

搏击风浪的弄潮儿，在奋斗的长卷里书

写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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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 月 7 日，山东东营某农业

产业园智能温室，种植员在进行养护

工作。 刘智峰摄（影像中国）

图②：2 月 7 日，湖南永州道县某

运动用品企业，工人在生产运动包。

何红福摄（影像中国）

图③：2 月 7 日，北京丰台站站台

外侧，工人在进行施工。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图④：2 月 7 日，江苏连云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工人正在生产风力塔架。

王健民摄（影像中国）

图⑤：2 月 7 日，江西赣州定南县

金鸡村花木种植基地，当地干部在走

访种植户。 詹继成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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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重庆科

学大道施工现场，车辆往来穿梭，建

设工人忙中有序；在重庆两江新区大

地企业公园内，智诚生物、熙科医疗

等科创企业有序复工，实验室内，研

发人员用一个个数据积累创新；在金

凤实验室，建设已近尾声，未来将有

多个顶尖科研团队入驻……

扎实抓项目、促复工，重庆全市

努力实现一季度经济“开门红”“开门

稳”，不断开创全市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 2022 年，重庆计划实施市级重

大建设项目 850 个。

据 了 解 ，目 前 ，西 部（重 庆）科

学 城 100 余 个 重 点 项 目 全 面 实 施 ，

科学大道、科学会堂等一批具有标

志 性 意 义 的 项 目 建 设 加 速 推 进 。

金凤实验室将聚焦原创性、引领性

的 科 学 技 术 ，加 快 构 建 智 慧 病 理 、

脑 科 学 与 脑 疾 病 、医 学 检 验 研 究

集群。

作为重庆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

展的未来，西部（重庆）科学城聚焦科

学 主 题“ 铸 魂 ”，面 向 未 来 发 展“ 筑

城”。利用“一城多园”发展模式，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同时，将着力在“科”“产”“城”

上下功夫，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加速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完善城市

功能。

接下来，重庆将围绕重点领域，

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同

时，推动大体量投资项目，对已确定

的重点项目将加快前期工作，对在建

续建项目将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早开

工、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重庆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

抓项目 稳增长
本报记者 常碧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