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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前进赶往震区！”1 月 7 日 9 时

5 分，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发生后，定日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顿珠江村心急

如焚地发出指令。仅用时 3 分钟，定日

县消防救援大队就整装出发驰援震中

长所乡。

从 定 日 县 到 长 所 乡 ，要 走 318 和

219 两条国道，全程近 40 公里，到村里

还需走一些村道。顿珠江村一度担心：

“有没有道路受损？会不会影响救援？”

“一路畅通，我们已抵达！”9 时 45
分，队伍抵达长所乡，顿珠江村立即向

上级汇报。“公路经受住了强震，给救援

争取了金子般宝贵的时间！”队伍迅速

在古荣村等展开救援。

争分夺秒的抗震救灾中，公路、电

路、“网路”……条条畅通之“路”，皆是

生命之路、希望之路。

公路，为救援争取时间

食品、饮用水、暖炉、棉衣……看着

一车车救援物资通过村道运送到村里，

曲洛乡措娃村村委会主任扎西平措心

安了不少：“尽管我们村子只有 109 户

530 多人，但党和政府也给我们修了一

条水泥村道，直连 219 国道。幸好，这

次地震村道没被震断，救援人员和物资

都能尽快抵达。”

扎西平措说，自从有了这条村道，

村子能直通定日县甚至日喀则市，村中

的黑枸杞、黑金刚土豆、黑青稞等特色

产品走向更大市场，“通村路是‘增收

路’，这次地震中又成了‘救命路’！”

道路，是发展的“大动脉”，更是救

灾的“供给线”“生命线”。截至 2024 年

末，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12.49 万公

里；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 97.99%
和 86.05%，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 9.48 万

公里。

“ 我 们 地 震 后 半 小 时 就 迅 速 调 配

人员、机械设备和车辆到震区主要国省

公路沿线全面开展灾情排查，地震后

4 小时内就抢通了地震当天受损的所有

国省公路通道，保障救援力量、抢险救

灾物资运输车辆快速进入灾区。”西藏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刘

志强介绍。

据统计，截至 12 日 15 时，交通运输

部门共向灾区投入应急运输车辆 853
辆（次），转运物资 17500 吨、转运人员

562 人（次）。

电路，给群众带来温暖

“灾情就是命令，保电就是任务！”

1 月 7 日上午，国网定日县供电公司供

服中心主任格桑平措带着队伍，赶到受

灾严重的古荣村开展抢修。经过 15 个

小时的连续奋战，古荣村修复了第一条

电路。“来电了！”现场的人们欢呼起来。

一 盏 盏 灯 亮 起 ，带 来 了 光 明 和

温暖。

1 月 10 日下午，古荣村安置点，板

房刚刚搭建好，国网日喀则供电公司城

区供电服务中心运维抢修班班长拉巴

顿珠就和同事爬上房顶接通电线。“看

到乡亲们住进板房，打开电灯开心的样

子，我们的辛苦都值得！”

地震后不到 5 小时，定日县城恢复

供电；地震后 18 小时，措果乡、长所乡、

曲洛乡等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恢复供电；

地震后 34 小时，包括拉孜县拉孜镇、芒

浦乡在内的受灾害影响严重的变电站

线路全部恢复送电；11 日下午，震中区

域安置点全部实现市电接通。

连日来，国网西藏电力抢修恢复受

损电力设施，开展应急接电工作。灾区

所有安置点的帐篷和建成板房，已动态

实现了接电、通电无遗漏。

据统计，截至目前，国网西藏电力

累计派出应急抢险力量 900 余人、保电

装备 112 台（套）。“我们将继续跟进做

好新增安置点的接电工作。”国网西藏

电力安全总监蒋浩然说。

“网路”，聚起同心合力

地震后当天，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技

术人员拉平奔赴灾区，腰系安全绳、手

握电路板，爬上基站铁塔，检查部件、排

查隐患、修复线路。“在无网络覆盖区

域，我们还临时提供了北斗短信应急服

务 ，以 便 群 众 更 快 联 络 亲 友 、对 外 求

助。”拉平说。

地震后不到一天，信息通信全行业

出动应急人员 423 人次、各类应急车辆

133 台 次 、卫 星 电 话 450 部 ……8 日 14
时，定日县因地震影响的退服基站全部

抢通恢复，受灾区域公众通信网络整体

运行平稳。

稳 定 的“ 网 路 ”，是 救 援 的“ 信

号道”。

“我们在震中搭设 1 个固定指挥部

和 4 个移动指挥部，以‘卫星+专网’确

保前后方音视频传输畅通。”西藏消防

救援总队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天，队

伍已架设图传设备 28 路，持续保障视

频传输，确保各点位救援情况能实时传

输至各级指挥部。

畅 通 的“网 路 ”，是 心 与 心 相 连 的

“高速路”。

曲洛乡措昂村的安置点，17 岁的旦

增宗巴正坐在台阶上，和小伙伴一起看

手机上的视频。“地震后，我刚开始心里

很慌，但刷短视频能看到救援更多的进

展，知道很多人都在关注我们、各种物资

都在运来，我就不害怕了。”旦增宗巴说。

从 318 国道拉萨至定日段，到定日

县各乡镇村落之间的道路；从高原铁塔

线路到通达每一间抗震板房的电力线

路；从覆盖灾区的 5G、4G、卫星信号到

每家每户的亲情话语……凝结着建设

者的心血和救援者的努力。运送保障

物资的车流，带来温暖光明的电流，连

通心与心的信息流，在一条条生命通

“路”上奔涌不息，情暖高原。

（本报记者袁泉、姜赟、倪弋、宋豪

新、杨翘楚、刘温馨、史鹏飞、徐驭尧）

路路畅通  心心相连

危难之际显身

手 ，关 键 时 刻 见 真

章 。 在 西 藏 定 日

6.8 级 地 震 救 灾 一

线 ，记 者 真 切 感 受

到 党 的 政 治 优 势 、

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是如何

转化为工作优势的。

冲 在 最 前 面 ，一 个 党 员 就 是 一

面旗。

长所乡古荣村党支部书记次仁平

措，老母亲不幸去世，特殊时期选择了

坚守岗位；措果乡野江村驻村第一书

记扎西顿珠，一户一户安抚情绪，提醒

注意事项，了解迫切需求……

搜寻救人时，“不要漏掉一个人！”

抢险救灾时，“你的家就是我们的家！”

人 员 安 置 时 ，“ 把 热 的 饭 菜 留 给 老 百

姓”。面对断壁残垣，“擦干眼泪，重建

家园！”掷地有声的话语里，闪耀着党

员的样子、党性的本色。

连 日 来 ，定 日 县 、拉 孜 县 等 5 个

受灾县各基层党组织成立了 1150 支党

员先锋队，带领群众有序开展抗灾自

救。在抗震救灾一线，党旗高高飘扬。

面临危难时，干部成为群众的主

心骨。

措果乡吉定村村委会主任扎西，

自家房屋倒塌未理，带领全村群众展

开自救；定日县公安局民警顿珠次仁，

从病床上爬起来，投入救援工作……

这次地震震级高，烈度大，震源浅，

人员相对集中；高海拔加上数九寒天，

让救灾工作“雪上加霜”。但行走在因

灾受损的乡村，无论是人员救援，还是

物资分发，都井然有序，没有丝毫混乱。

帐篷搭起来了，大锅支起来了，热

气腾腾、暖意融融的画面，让人“体感

温度”迅速上升。

艰 难 困 苦 之 时 ，制 度 优 势 充 分

彰显。

应急救援、消防、公安、部队官兵

以及社会力量陆续赶赴现场，救援争

分夺秒进行。安置点上，无人机建模

测算，吊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助力，

每 8 分钟就能搭起一间安置板房。

公路上疾驰而过的，是医疗救援

队的救护车，是志愿者运送物资的卡

车……矿泉水、方便面、防寒大衣、防

寒鞋、被褥、帐篷、取暖炉等各类救灾

物资源源不断。

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让工作力量和资源迅速向群众身边汇

聚，给群众以温暖和依靠。亿万颗心

牵挂，无数双手托举，“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感人场景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现在抗震救灾工作处在关键阶

段，不能有丝毫松懈。”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强调，“要把工作做得更细一

些，坚决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

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温暖过

冬，灾后恢复重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抗震救灾工作仍复杂而艰巨。始

终与受灾群众在一起，心手相连，凝聚

强大合力，就一定能共渡难关、重建家

园，开启美好生活新篇章。

始终与受灾群众在一起
袁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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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R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是党员，也是 00 后；是新入职的警

察，也是快速成长的群众贴心人。这几

天，在西藏日喀则定日县长所乡杂村，

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日喀则边境

管理支队的马乐骋、洛桑多吉，忙着搜

救、巡逻、保障服务群众，践行着火热的

誓言。

1 月 6 日，西藏定日地震发生前一

天，珠峰脚下大本营广场，刚入职的马

乐骋、洛桑多吉对着国旗宣誓、敬礼：

“我们立志成为珠峰卫士，守卫边境地

区百姓的安全……”地震发生后，他们

迅速赶赴一线，加入了日喀则边境管理

支队驻定日县长所乡杂村工作队，守卫

一村百姓安全。

1 月 12 日，行走在杂村，工作队驻

地帐篷外的党旗和国旗格外显眼。

“记得 7 日赶往灾区的路上，不少

村民拦下我们寻求帮助。”马乐骋说，一

名村民的 50 多只羊被埋在废墟下，所

有人二话不说，帮村民挖了出来，“急难

险重关头，是党和国家考验我们的时

候，也是践行使命承诺的时候。我们是

党员、警察，有责任帮助老百姓。”

在杂村安置点，党员干部成为灾区

群众的主心骨和贴心人。

地震后房屋坍塌、部分财物被埋，

很多村民十分着急。“我们会尽力予以

帮助、解释安抚。埋在废墟之下的东西

贸然去挖会有危险，需要消防救援队伍

运用专业设备有序开展。”工作队负责

人李作栋说。听了解释，村民达瓦说：

“有你们在，我们就安心了。”

据介绍，工作队共有 10 名警察，分

成 5 个小组，每组由一名汉族警察和一

名藏族警察按片巡逻。

上午 11 点，洛桑多吉和同事认真

开展巡逻工作。“阿姨，你这个杯子离火

炉太近了，要注意防火”……除了提醒，

他们还时不时帮村民挪一挪火炉、床

铺，排除各种安全隐患。

把 工 作 做 得 更 细 一 些 ，洛 桑 多 吉

说：“看似重复简单的提醒非常必要，这

些都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唯有

让安置点平安和谐，才能帮百姓尽快渡

过难关。”

下午，马乐骋在安置点广场上陪孩

子们踢足球。小朋友平措意犹未尽，跟

着马乐骋回到警察帐篷，坐在马乐骋腿

上天真发问：“哥哥，您是不是什么都会

呀？我们有了困难，好像找你们都能

解决。”

“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老百

姓愿意把我们视作依靠。”想到这件事，

马乐骋不禁哽咽，“这也是对我们的鞭

策。作为党员，要多为老百姓服务。”安

置点建成后，有些小朋友说，希望开展

一些活动。队员们商议后，抽空轮流带

着小朋友读书、唱歌、做游戏。

连日来，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抗震救

灾第一线，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到

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上海市援藏干

部、定日县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徐先锋第

一时间召集援藏工作队队员们返岗救

援；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党支部书记巴

桑带领党员干部成功救出被困群众 15
人，安全转移 632 名群众；长所乡古荣

村党支部书记次仁平措亲人不幸去世

却依然坚守岗位，带领全村党员全力救

援；定日县长所乡嘎布村驻村工作队党

员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参与水电线路抢

修、道路疏通等工作，灾后 1 小时内就

恢复与外界联系，5 小时全部抢通损坏

路段……一名名共产党员，用自己的行

动凝聚起地震救援的强大合力，让党旗

在抗震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有你们在，我们就安心了”
本报记者   黄福特   琼达卓嘎

1 月 11 日，西藏定日县措果乡政府附近的安置点，来自甘肃临夏的志愿者为受灾群众免费提供饺子、面条等食物。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上接第一版）

“当前，我国通胀率、财政赤字率、

政府债务率较低，政策工具箱储备依然

充足，加之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降息周

期，将为我国政策发力创造更大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副所长张斌表示。

完成 2 万亿元存量隐性债务置换

额度发行任务 ；完善专项债券管理机

制，扩大地方专项债投向领域；进一步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财政货币政策

频频发力。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

今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

续用力、更加给力，为稳增长、调结构

提供更多支撑，对经济增长形成强有

力拉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

示，将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强度，有效落

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动增量政策落地

见效。

体制优势、需求优势、供给优势、人

才优势，诸多优势历经检验而日臻成

熟。用足用好独特优势，我们就能牢牢

掌握发展主动权。

韧性强，应对风险有底气

江西南昌，晶能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内，1 平方毫米大小的 LED 芯片经过数

十道工序，被封装成可供车灯使用的

灯珠。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持续

开展技术攻关，新一代产品亮度提升

5% 到 10%，2024 年销售额预计增长超

30%。”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监王琼说，

新一年将聚焦汽车电子产品加强研发，

进一步拓展市场。

这 边 苦 练“ 内 功 ”，那 边 开 拓

“出海”。

河南洛阳，三轮摩托车企业开足马

力、赶制订单。偃师区有 15 家整车生产

企业、几百家零部件企业，组装一辆三轮

摩托车仅需 20分钟，年出口额超 6亿元。

“我们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根据客

户需求定制生产货运摩托、旅行篷车、

特种车型等产品。”洛阳珠峰华鹰三轮

摩托车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眼下企

业订单已经排到 2025 年 3 月份。

经营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

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

进步的主要推动者。从龙头企业到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广大经营主体

敢闯敢拼、开拓创新，让中国经济韧性

更强：2024 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经营

主体 2069.6 万户；2024 年前 11 个月，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7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4.9%。

韩文秀表示，我国企业产业体系完

备，经营主体类型多样，适应环境变化

的能力强，居民储蓄率高、适应经济波

动的能力也较强，“这是我国拥有强大

抗风险能力的根源所在”。

困难挑战年年有。当前经济运行

面临一些新情况，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的挑战，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但这些

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沉着

应变、综合施策，韧性强大的中国经济完

全可以克服挑战和压力、不断迈上新

台阶。

潜能大，长远发展有后劲

2024 年 12 月 26 日，随着中国东方

航空 MU5428 航班起飞，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正式启用第四跑道。江北国际机

场 T3B 航站楼工程也正加快建设，力争

在 2025 年一季度建成投用。

从长江沿线铁路、干线公路、机场，

到西部陆海新通道、“三北”工程，各地

区各部门统筹“硬投资”“软建设”，扎实

推进“两重”建设。2024 年 1 至 11 月份，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4.2%，增速比全

部投资高 0.9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两

新”政策也在 2024 年有效激发了消费

者换购热情，带动汽车、家电、家装厨卫

等相关产品销售额超 1 万亿元。

“两新”“两重”成效显著，得益于宏

观政策的务实管用，也体现了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的发展潜力。

潜能来自发展潜力的释放。

投资空间广。“当前，我国已进入城

镇化快速发展后期，城镇化率仍有提升

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

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表示，农民进

城定居既能带动住房、市政道路等基础

设施投资需求，又产生大量公共服务设

施投资需求，“有研究测算，城镇化率每

增长 1 个百分点，将拉动投资需求超过

1 万亿元。”

消费潜力大。“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

的超大规模市场，有 4 亿多中等收入群

体，消费市场容量大、梯次多、有纵深、

扩容提质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商务

部副部长盛秋平说。

瞄准潜力，综合施策，各方面积极

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袁达

表示，今年将加大建设力度、加强软硬

结合、加快工作进度，更大力度支持“两

重”建设，今年还将大幅增加超长期特

别国债资金规模，加力扩围实施“两新”

工作。

潜能也来自发展动力的增强。

前不久，《浙江省义乌市深化国际

贸易综合改革总体方案》发布，提出深

化市场采购贸易改革等 5 方面、97 项具

体改革举措。“新一轮改革中，我们将着

力破解出口企业贸易数字化能力不足

等问题，‘为国家试制度、为开放建平

台、为地方谋发展’。”浙江金华市委常

委、义乌市委书记王健表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 300 多

项重大改革举措，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稳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

走实……2024 年，改革开放步履铿锵。

改革不停歇，开放不止步。岁末年

初，一系列举措密集出台：民营经济促

进法草案提请审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

提升行动持续开展，过境免签政策全面

放宽优化……“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将释放更

多改革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

究所所长张晓晶表示。

只 要 信 心 不 滑 坡 ，办 法 总 比 困

难多。

走 过 2024，基 础 稳 、优 势 多 、韧 性

强、潜能大的中国经济续写了“风景这

边独好”的新篇。

迎来 2025，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

发有为，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

发展实绩。

“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有

这个底气和信心。”

微风轻拂，果香四溢。

“大管家，收入咋样啊？”临近春节，

忙碌一年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建水县利民乡暮阳村村民龙正国

终于有时间和妻子坐下来，盘算去年种

柑橘的收入。

“猜猜？”妻子普菲菲卖起关子。

“2024 年产量不错，收了 140 吨，能

赚个 15 万元？”龙正国忐忑地翻了 3 下

手掌。

“ 一 共 卖 了 47 万

元，除去成本，净利润

接 近 20 万 元 ！”普 菲

菲 翻 了 翻 账 本 ，摆 了

4 下手。

几年前，夫妻俩的

生 活 完 全 是 另 一 番

模样。

2018 年，龙正国回家创业种柑橘。

“那会儿，我们家刚刚脱贫。手头紧，就

种了 800 棵树苗，3 年后果树挂果，赚了

3 万元。”

尝到甜头的龙正国盘了盘家里的

土地，还能再种 4000 棵。“但一算账，心

里当时就没了底——树苗、农资、人工，

一年光投入就要 3 万元。用 800 棵挂果

树 养 4000 棵 新 树 苗 ，能 撑 到 收 获

期吗？”

“一家人都为没钱发愁，想过各种

办法。要说真正看到希望，是听说了政

府对产业发展有信贷扶持。”龙正国至

今仍津津乐道当年的转机。

2021 年，脱贫户龙正国拿到了 5 万

元小额信贷，种下了 4000 棵柑橘树。

从 800 棵 到 4800 棵 ，精 心 管 护 之

余 ，龙 正 国 夫 妻 也 在 思 考 下 一 步 的

发展。

“提高效益，既要科学种植，又得推

陈出新。”夫妻俩的新目标又遇上了老

难题，“要买新品种树苗，还要流转土

地，喷灌、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化农业管

理 手 段 都 得 花 钱 ，里 外 里 少 说 要 30
万元。”

这回雪中送炭的，是建水县农业农

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刘永生，“缺少

资金，是制约脱贫户发展产业的主要问

题。我们一直酝酿着，增加脱贫户信用

额度，将愿意发展产业的脱贫户扶上

马，再送一程。”

2021 年 9 月，建水县有关部门联合

建水农村商业银行试点推出脱贫人口

小额信贷“5+5+N”，即“首贷 5 万元财

政全额贴息贷款、追贷 5 万元非财政贴

息贷款、配套 N 万元非政策性商业贷

款”。贷款金额梯度递增，满足脱贫户

不同产业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

2023 年，龙正国如愿拿到 30 万元

授信。“无须担保、抵押，带着身份证、户

口本等基本材料，上午签完合同，下午

就收到了放款通知。”

“ 贷 款 利 率 有 优

惠，3年能节省利息 1万

多元。”市场不等人，贷

款到账后，龙正国立马

购买新品种树苗，布置

喷灌设备，还联系了无

人机飞手精准施药，效

率直接翻倍。

惠 农 资 金 汩 汩 流 动 ，兴 产 业 、富

农家。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新政策实施 3 年

来，建水县共计放贷 1.75 亿元，为 3515
户 像 龙 正 国 一 样 的 脱 贫 户 解 了 发 展

之急。

“资金充裕，产业发展有底气。再

奋斗一年，新品种树苗挂果，毛收入能

突破 50 万元，贷款也能提前还清！”望

着眼前的柑橘林，龙正国和妻子相视

一笑。

脱贫户贷款记
本报记者   叶传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