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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初，皑皑白雪覆盖了广袤的黑土地，江
河已经封冻，不见往日波澜。天地间苍茫一片，
唯有雪地里偶尔传来的窸窸窣窣的脚步声。

不过，平静的冰面下，却暗藏生机。若是凿
开一个冰洞，便会看到鱼儿正欢快地游弋——
是时候冬捕了。对赫哲人来说，这是驯服东北严
寒的一种独特方式。

“赫哲”是满语，意为“东方的人们”。以渔猎
为生的赫哲人，世居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
流域。赫哲人是捕鱼的能手、吃鱼的行家，甚至
还把鱼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如果不是亲眼所
见，恐怕很难想象鱼皮衣什么样。

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是全国仅
有的3个赫哲民族乡之一，赫哲族老人尤文凤就
是这里人。见到记者来，她特意穿上民族服饰，拿
出家里仅剩的两件鱼皮衣。“其他的都被博物馆
借去展览了。”眼前的这两件鱼皮衣微微泛黄，呈
现出鱼皮晒干后的颜色，衣服上灰白色的部分是
天然的鱼鳞花纹，领口、袖口、衣襟处还镶绣了深
色的云纹宽边。

为了让记者弄明白鱼皮衣究竟是怎么做
的，尤文凤又拿出几块晒干后的鱼皮，放到带有

锯齿的木铡刀中，用力压轧着。“得让这硬邦邦
的鱼皮轧得像布一样柔软服帖才能开始缝制。
轧完这些鱼皮，浑身都得湿透。”尤文凤说。

尤文凤年近七十，面对每一个到访者，她总
是热情细致地讲解鱼皮衣的制作方法。作为这项
技艺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有
一种使命感。

对赫哲人来说，鱼皮是大自然的恩赐。三江
流域属于高寒地区，无法种植棉、麻等用于纺织
的作物，于是赫哲人发明了用鱼皮做衣服。鱼皮
衣不仅结实，而且能够抵挡寒气和潮湿，就这
样，鱼皮衣成为赫哲渔猎文化的标志之一，赫哲
族也因此被称为“鱼皮部落”。

尤文凤制作鱼皮衣，完全承袭赫哲族的古
老技艺。“这门手艺是俺赫哲人祖传下来，我妈
再传给我的。那时候，赫哲族妇女基本都会做鱼
皮衣”。母亲尤翠云是当地制作鱼皮服饰的高
手，尤文凤从十二三岁起就跟着她学。一件做工
精良的鱼皮衣，需要经过剥皮、去鳞、晾干、轧
熟、裁剪缝制等多道工序，花费近两个月时间才
能完成。 （下转第二版）

（详细报道见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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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卧床病人理发，最难的是后脑勺。
床上躺着的，是 83 岁的张仕令。而给病人
理发的晓凤，其实也不小了，今年八十整。

晓凤姓赵。张仕令卧床这8年，是她一
直帮义务理发，每月一趟。现在连老张家
的黄狗，也熟悉了她的脚步。

从老张家出来，顾不上休息，晓凤直
奔潘维忠家。77岁的老潘，有脑血栓。

儿女劝她，毕竟年龄不饶人，悠着
点。她一听又恼了：“别总说我七老八十
了，还年轻着呢！”

在山东东营辛店街道萃苑社区里，大
家都知道，这个“最青春”的“晓凤”，义
务理发已有52年，磨坏推剪近百把。

1969 年，她跟着军队复员的丈夫来到
“923厂”，成了胜利油田一名职工家属。插
水稻、干杂活，劳动之余，她开始在田埂

上帮大伙剪头发。一眨眼，半个世纪。背
着工具包的晓凤，俨然成了小区一道风景。

做好事，一个人力量毕竟有限。2011
年4月8日，晓凤牵头，社区办起了“晓凤
义务理发室”，开始招募“新兵”。

很快，70 岁的王秀霞、59 岁的张振
美、38 岁的张玲玲加入了进来。后来，越
来越多志愿者报名，他们都想成为一名

“晓凤”。
如今爱说爱唱的晓凤身边，聚拢了 56

名志愿者。他们平均年龄超过 70 岁。晓凤
理发室在附近设了 20 多个义务理发点，定
期上门服务理发对象250多个。

每次帮人理完发，大家会在瓶里丢一
颗红豆。

积少成多！这话一点也没错，现在，
一排排瓶子里，已攒了10万多颗红豆。

4个月来，家住甘肃临夏市城南街道崇文
小区的黄勇，眉头就没舒展过。他怎么也想不
明白，明明自己占着理，咋就成了胡搅蛮缠？

“再说一次，我家防水没问题……”
“砰”，楼上重重地摔上了门，黄勇又一次

吃了“闭门羹”。
自发现楼顶漏水，黄勇就一直与楼上交

涉，可楼上一直咬定自家防水没问题，要找应
找开发商。找到开发商，开发商又把皮球踢给
了楼上。

于是，问题成了死结。
这件事儿，说不上大，可谁摊上谁闹心。

一天，郁闷的黄勇发现小区里多了一面墙，6
个大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说事墙、回音壁”。

能管用吗？权当一试吧，黄勇提笔在“群众
有事说”一栏写了自己的遭遇，并留了电话。

第三天上午，电话响了。

“我们是社区工作人员，看到‘说事墙’上
反映的问题，准备来你家了解下情况，不知啥
时方便？”电话那头语气透着诚恳。

“看你们时间。我都成！我都成！”黄勇有
些意外。没想到“说事墙”真成了“回音壁”。

半小时后，几位社区工作人员冒雨赶来。
第二天，社区请来第三方专业人士，对楼上的
防水和工程质量做了评估。经鉴定，漏水为楼
上防水不过关，以及原管道接连处的问题所
致，解决方案就是重新做防水。

“重新做防水，影响楼上正常生活，这钱
得算我一份。”黄勇见事情有转机，率先表达
善意。见黄勇如此“亮豁”（方言，敞亮的意
思），楼上住户和开发商也纷纷表态，尽释前
嫌，按鉴定结果的责任大小出钱。

截至目前，临夏市72个村（社区）已经有了
136个“说事墙、回音壁”，处理各类事务上千件。

10万颗红豆
陈振凯 刘智峰 郑跃光

回 音 壁
本报记者 王锦涛 杨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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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中国经济 2020 年答卷公布：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2.3%，达到
1015986亿元人民币，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
亿元关口。

理解这份答卷，绕不开“极不平凡”四
个字。2020年，全球经济经历了极不平凡的
一年：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
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
重的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萎缩。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 2020 年全球经济
将下降 4.4%。面对冲击，中国逆势突围，率
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
正，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体，进而推动全年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元新
台阶，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
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这份答卷，书写了中国奇迹。从1952年

的679亿元到2020年的1015986亿元，堪称世
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沿着时间轨迹来看，中
国 1978 年 GDP 为 3679 亿元，居全球第 11
位；2000年突破10万亿元，超过意大利成为
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 年突破 40 万亿元，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以
来一路高歌猛进，接连突破70万亿元、80万
亿元、90万亿元。20年内，中国GDP增长至
10倍，并在2020年突破百万亿元大关。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加雷特感

叹，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可
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

这份答卷，彰显了中国实力。从规模来
看，以美元计，2020年中国GDP达到14.7万
亿美元左右，预计超过世界排名第三至第六
位的日本、德国、印度、英国 4 个国家 GDP
之和。不仅是经济总量的跃升，过去一年，
科技创新日趋活跃，信息、商务等现代服务
业持续发展，人均GDP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行列，最终消费支出超过55万亿元……供

需两端齐发力，中国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持续
提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份答卷，见证了中国贡献。近年来，
中国经济总量持续攀升，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不断提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动力最足的火
车头。202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的比重由
2019 年的 16.3%进一步升至 17%左右，对世
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超过 30%。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则预计，2021年，中国对全球经
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 1/3。世界银行 1月 5日

发布的 《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指出，全球经
济今年可能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中国
经济反弹的预期”，否则全球经济的“复苏
程度将更加缓慢”。

成绩固然喜人，前路却非坦途。中国仍
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与
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依旧突出。面对挑战与差距，
唯有艰苦奋斗，久久为功，方能推动“中国
号”经济巨轮继续破浪前行，驶向复兴彼岸。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GDP破百万亿元的中国答卷
■ 邱海峰

本报北京 1 月 18 日电
（记者聂传清、王俊岭） 18
日 ， 国 家 统 计 局 正 式 发 布
2020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
据。初步核算显示，2020 年
中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为 1015986 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 2.3%，首
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

“ 这 意 味 着 我 国 经 济 实
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
上了新的大台阶。”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
长宁吉喆评价说。

2020 年 ， 面 对 疫 情 大
考，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
先复工，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
负转正，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
由 2019 年的 16.3%上升到 17%
左右。

（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在同江街津口赫哲族乡，赫哲族群众身穿做工精良的鱼皮衣。 刘万平摄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看一百年的中国去上海。
今天，人们循着革命前辈的足迹，走进波澜壮阔的

历史。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近代中国的光明的

摇篮”。
一座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在人烟浩穰、

海舶辐辏、万商云集的繁华里，积淀了深厚的红色气质。
红色遗迹之璀璨，宛若繁星。

走进同车水马龙的街巷一墙之隔的石库门、走进烟火
气浓郁的里弄，去寻访上海百年前的红色足迹，也是在寻
访中国共产党在积贫积弱、九原板荡之际的跋涉。

兴业路 76号，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这里，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家园”。百年前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不远处的辅德里，党的
二大时隔一年后召开；1925年初，党的四大在广吉里落下
帷幕…… （下转第二版）

时间，总是由奋斗定义。
2021年，奋进的中国迈上新

的征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迎来
百年华诞。

一百年岁月峥嵘，一百年初
心如磐。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
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
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党
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记录历史伟业，展现百年风
华。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奋斗百
年路 启航新征程”专栏，全面展
现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
与担当，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
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深入挖掘各个历史时期伟大
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展
现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创造美
好生活的精神风貌，凝聚立足新
阶段、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星 星 之 火 可 以 燎 原
——寻访上海的红色足迹
本报记者 杜尚泽 刘士安 辛本健 曹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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