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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列永磁跨座式
单轨列车下线

本报北京5月 19日电 （记者严
冰） 中国自主研制的首列永磁跨座式
单轨列车，今天在中车青岛四方机车
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下线。该车在
国内首次采用永磁牵引，综合节能
10%以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
着中国在跨座式单轨车辆技术领域取
得新突破。

据了解，该跨座式单轨列车由中
车四方股份公司历经3年时间自主研
制，整车的国产化率达到 90%以上，
而且与车辆配套的轨道梁和道岔等线
路系统也都实现了国产化。跨座式单
轨不仅具有爬陡坡、拐急弯，噪音低，
乘坐舒适等优点，而且工程造价仅约
为地铁的 1/3，运行速度则与地铁相
当，运量接近 B 型地铁列车，因而特
别适合中运量、地形地质复杂、希望
控制城轨建设费用及景观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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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日本旧货市场

据捐赠人王旭介绍，这本相册是其在寻找日军侵占
定州 （王旭先生的家乡） 时期影像中意外找到的，“应该
是一位收藏者在日本的旧货市场上购买的，辗转之后，
又被我买下。”

而这本相册又在机缘巧合中来到了南京江东门纪念
馆。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回忆了“发现”这本相册的那天
晚上，“是今年3月底，晚上在家休息的时候，习惯地在
微博上看看有没有跟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文物史料，谁知

道正好看到王旭先生发的几张黑白老照片。我看了很惊
讶，这照片很特别。”

张建军告诉记者，当时他就以“江东门纪念馆工作
人员”的身份，向王旭发了私信，希望能够跟他联系，
经过几次私信和电话联系，王旭由于不清楚“江东门纪
念馆”的“大名”，所以还辗转进行了解。

馆长赴京感动捐助者

在王旭了解到纪念馆确有其名之后，张建军带领工
作人员远赴北京、直接找上了门，“当时看到照片，我就
跟王旭先生说，这份史料对于纪念馆意义重大，不知道
能否捐赠给我们。王旭先生也很感动，当场就同意了。”

记者现场翻阅了这本得来不易的相册，这是一本装
帧考究的相册，封皮为皮革压制战场图案底纹，右上标
注有“北支派遣纪念”，右下为相册主人的名字“腾岛泰
男”，相册内的衬纸为黑色棉纸。从相集的封面签名可以
得知，这是一本日本侵华士兵的相册。

相册的前几页粘贴的是攻陷城市的纪念邮戳，后面
是装裱在衬纸上的 100 多张 2-8 寸黑白银盐照片。尽管
已经过去 70 多年，但这批原版的黑白照片影像非常清
晰，画面的细节丝毫未损，只有照片中的暗部隐隐泛起
的银光，告诉人们它的悠久历史，非常难得。

据王旭的研究，银盐照片经过严格的印放、充分的
定影和水洗以后，经历 100 年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照片
集中的衬纸和当时的相纸都是纯木浆制作而成，干燥透
气、无酸、延展收缩一致，对这些珍贵的照片起到了保
护作用。所以照片几乎没有散落、泛色或发霉的情况，
保存的非常好。

珍贵影像让人铭记历史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对照片集
进行了评析考证。他告诉记者，在相册的前几页就有四
五张都是在南京拍摄的。“可以非常清晰地辨认出是日军
在南京哪些地方进行的大规模屠杀。包括城墙附近的城
郊、扬子江沿岸……尤其珍贵的是，我们首次看到了日
军在当时的民国机场、南京大校场进行屠杀后的惨烈场
面，照片中的尸体堆积如山，这是极为少见的影像史
料。”

慷慨捐赠了这批珍贵的老照片史料，对于摄影爱好
者王旭来说，尽管颇有些舍不得，“但希望这能为我们中
华民族铭记那段历史，提供一份铁证。”

此外，他也呼吁，国内的各级各类博物馆应重视原
版底片、照片的保护和收集
工作。“中国近百年的沧桑巨
变，都浓缩在这相纸和底版
上，相比几千年文字和绘画
的描述，这种方式更直观，
更珍贵。”王旭和王卫星在向
媒体介绍这本相册内的珍贵
影像史料。

（据中国新闻网）

南京江东门纪念馆馆长刷微博刷出罕见老照片史料，私信、电话、上门恳

求，终于打动了收藏者愿意慷慨捐出，让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为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日前，北京影像资料收藏家王旭，正式向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这份影像资料——由参战日军拍摄的《北支派

遣纪念》原版照片集，其中留下了民国首都机场内遇难者尸横遍野的惨烈景象。

侵华日军旧照曝光侵华日军旧照曝光 罕罕见影像记录罪行见影像记录罪行

““南京大南京大屠杀屠杀””再添再添
申 冉

近日，有报道称有人连
续拨打百余次东北某市市长
公开电话竟无法接通，也无
任何语音提示。此事被曝光
后至今，有关方面仍无任何
回应，让人感到遗憾。地方
政府热线难拨通、难办事，
说明相关方面服务群众意识
已经“掉线”。想要真正实现

“利为民所谋”，相关方面应
该 克 服 权 力 傲 慢 ， 畅 通 热
线、网站等下情上达渠道，
切不可高高在上，怠慢了民
意。

政府热线是政府与群众
沟 通 的 桥 梁 。 群 众 遇 到 困
惑、难题拨打热线，体现出
对相关方面殷切的期盼和信
任。一通电话、一个问题，
可能只是政府部门工作中非
常微小的一部分，却可能是
某 些 群 众 生 活 的 “ 百 分 之
百”。零点咨询去年进行的公
共服务热线公众印象调查显
示，仅有28.8%的公众肯定公
共 服 务 热 线 是 “ 亲 民 好 举
措”，16.5%认为它们“纯属
摆设”。如果放任地方热线虚挂，“冷”对民
意，最终损伤的是政府公信力。

热线“热”不起来，说明个别党政机关衙门作
风依然存在，有些也与涉及跨部门、跨层级的疑
难问题有关，有些热线安排了接线坐席，接线员
也注意文明礼貌，然而受业务权限和水平所限，
无法真正解决老百姓的具体问题。公共热线不
尽如人意，本质还是相关方面不作为。

政府热线如果不能发挥便民功能，就明显
背离了设置它的初衷。徒耗人财物力，只是用
来随时应付上级检查，却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
任何服务。如此打着“便民”幌子大搞形式主
义，势必深深刺痛公众神经。

各级党委、政府应进一步转变作风，以群
众至上理念为价值取向，开门办公、主动服
务。一方面要对干部开展作风教育，切实解决
干部服务意识弱化问题；另一方面，要建立热
线电话登记可回溯机制，把便民服务建设列入考
核，通过完善刚性约束和督查机制倒逼相关部门
主动作为。唯有如此，政府热线才能避免“无法
接通”的尴尬，真正实现问民意、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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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过去了七十多年，但这本相册内的黑白照
片，清晰度非常高，细节丝毫未损，非常难得。

申 冉摄

尽管过去了七十多年，但这本相册内的黑白照
片，清晰度非常高，细节丝毫未损，非常难得。

申 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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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不再拖拉杆箱 清关可实现“秒结算”

报关员眼中的贸易便利化
本报记者 罗 兰

近 日 ， 随 着 气 温 回
升，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
加车村农民抢抓农时积极
进行田间备耕夏种。图为
施放的农家肥在田里溶解
后，在阳光照射下，五彩
斑斓，田间农民一派忙碌
景象。

刘朝富摄 中新社发

“五彩梯田”农耕忙““五彩梯田五彩梯田””农耕忙农耕忙

足不出户就能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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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越来越多
的进出口企业对报关业务需求日盛。在日前
于上海举办的国际报关协会同盟会议上，记
者见到了参会的资深报关员何斌。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专业报关行业诞生之时，何斌进入
了全国最大的报关公司——上海欣海报关有
限公司，从最普通的小报关员做起。如今，这
位“60 后”已成长为公司的高管。20 多年来，
他体验了做报关的酸甜苦辣，更见证了中国
与国际接轨，通关不断改革提速，贸易日益便
利化的历程。

“菜市场”的狼狈遭遇

对于这次国际盛会能在中国召开，何斌
充满了自豪。他对记者说：“中国是世界进出
口大国，贸易便利化水平逐渐提高，国际社会
对此非常关注。这次会议是我国报关协会应
国际报关协会同盟的一再要求而主办的。”

何斌对我国报关业发展深有感触。他说，
报关行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迅速发展。
鼎盛时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关公司林立。当
时业界流行一句话：做报关一年下来，票子、
房子、车子不愁。

但与当时旺盛的业务需求相比，通关手
段却很落后，效率不高。何斌回忆说，那时，大
部分审单证工作都需人工完成。走进报关大
厅，拥挤嘈杂，像是一个大菜市场。我们公司
每天大约要报 4000多票业务，每票都是厚厚
的一摞单证，一般的文件包根本装不下。我们
这些报关员只好将单证装进行李箱，拖着大
大的拉杆箱挤进人头攒动的报关大厅中。

“个头小的报关员很吃亏，经常被挤出
来，很狼狈。”何斌笑着说。那时，不仅报关员

辛苦，海关关员也很劳累，尽管如此，还常常
令企业不满，抱怨通关速度慢。

“单一窗口”提速增效

经过多年通关改革，如今，报关员在“菜
市场”的狼狈遭遇一去不复返。何斌说，2013
年到 2015 年，是海关深化通关改革的三年。
在这三年中，他随公司积极参与了上海海关
的各项改革试点，如：无纸化通关、单一窗口、
通关一体化、提前申报等。他眼见通关科技手
段加强，信息化程度提高，报关从过去手写报
关单，发展到打印报关单，现在则实现了无纸
化通关。同时，通关人为干预度减少，效率大
为提升。

在缩短通关时间、降低企业成本的众多
举措中，何斌介绍说，单一窗口改革是将海
关、检验检疫等执法部门需要的申报数据整
合成统一化，报关数据传输可以做到数据不
落地，有效减少同类数据项的重复录入，提高
了申报效率。

以欣海公司服务多年的某全球著名汽车
配件制造商为例，采用原有的通关模式，欣海
需要将近10个人的团队、加班加点去完成清

关任务，并且由于工作强度
较大，差错率也一直居高不
下。新的通关模式可最终将
大量单证一键导入“单一窗
口”申报。全程只需几秒钟，
实现了“读秒清关”的惊人效
果，且轻松零差错申报。原来
10 个人的团队，现在减至两
人，且无需加班加点。

创新模式“关通天下”

过去，企业只能在注册
地报关，对业务范围大的进
出口企业而言有许多不便。如今，全国通关一
体化新模式彻底打破了区域限制，让企业可
以按照物流需求，自主选择通关地点和方式。

何斌介绍说，某大型外商投资生产型企
业注册地在江苏太仓，货物进出境地分别在
上海、深圳、北京等全国多个口岸，改革前必
须分别向进出境地海关办理通关手续。实现
通关一体化后，企业可以自主选择申报、纳
税、验放地点和通关模式，降低了企业通关成
本。

海关还取消了代理报关企业异地申报限
制，实现了“一地注册、全国报关”，打破了地
域壁垒，海关信息系统全面互通。何斌说，如
今欣海可以在全国各海关为货主企业提供报
关服务，扩大了企业选择报关行的范围，使报
关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合理。

对未来，何斌充满了信心。他对记者
说：“对报关员来说，我们希望政策透明，
执法一致，手续更简便，通关速度更快，企
业成本更低。如今，这一切都正在实现！”

智能养老机器人进杭州智能养老机器人进杭州

日前，全国监狱系统首家“孔子
学堂”在山东省鲁中监狱揭牌。据了
解，鲁中监狱开办孔子学堂，本着

“教育改造、攻心治本、文化育人、
涤荡新生”的理念，提升服刑人员传
统文化素养，引导他们重新树立正确
的道德信仰。图为服刑人员在鲁中监
狱“孔子学堂”内阅读经典名著。

（据视觉中国、齐鲁网）

日前，杭州首批智能养老机器人
入驻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成为照顾
老年人的新伙伴，受到老人的欢迎。
图为护工从智能养老机器人“阿铁”
身边走过。（据视觉中国、杭州网）

山东监狱设“孔子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