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时事/广告
审稿：羊长发 责编：严立 版式：严立 总检：尹一冰2019年6月22日 星期六

邵阳日报社出版 本报地址：邵阳市双清区邵阳大道 新闻热线：18907398110 5312111 广告中心：5322630 2887979（邵东代办处） 常年法律顾问：湖南大行律师事务所曾晓文律师

本报发行部发行（投诉电话：5315092 ） 本报印务公司印刷（咨询电话：53244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邵工商广许证字1001号 年价295元

翻开中国交通地图，拉萨向东的
一条主线引人注目——这是有着“世
界公路史奇迹”称号的川藏公路，它像
一条大动脉，将西藏与内地紧紧相连。

60多年来，川藏公路从新生到不
断升级完善，越来越开阔，越走越通畅，
藏区人民小康社会的理想与现实，正随
着“天路”的延伸逐渐交织、融合……

从最险到最美：

“天路”概念不断丰富

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市，西至
西藏拉萨市，全长两千多公里。1950
年初，进藏大军用血肉之躯和简易工
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创下世界人
类公路史上的一大奇迹。

川藏公路起初是筑路工人用铁
锹、钢钳、铁锤等简易工具挖出来的。
修建时，滑坡、泥石流、高寒缺氧等时
常威胁着工人们的安全。施工第一年，
就有2000多人献出了生命，仅雀儿山
一个山头就牺牲了300人。

川藏公路修建的四年多时间里，
3000多人牺牲在筑路途中。这支十多
万人的筑路队伍，在世界屋脊上开掘
出一条西藏与内地的“血脉通道”，结
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从此，
一批批物资由川藏公路运到西藏，极
大缓解了西藏物资紧缺状况，拉紧了
西藏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川藏公路沿线分布着米堆冰川、
南迦巴瓦峰、然乌湖、“西藏小瑞士”鲁
朗镇等众多世界级旅游景区。这里众
多区域“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然
而，横断山脉特殊的地形和频繁的地
质灾害，使得很长时间里川藏公路每
年通车不到半年。

为保通川藏公路，60 多年来，国
家先后投入巨资进行改造和整治，还
设立武警交通部队常年守护川藏线最
艰苦、海拔最高的800公里路段。二郎
山隧道、通麦天险，102滑坡群等多处

“肠梗阻”地段已经彻底疏通，既缩短
了行车时间，也让行程更安全舒适。

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川藏公路已
成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中国国家地
理杂志曾组织专家考察后一致认为：川
藏公路沿线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条美
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自然景观之齐
全多样、异彩纷呈乃世所罕见。

运输通道到经济走廊：

“天路”角色逐渐演变

记者日前在川藏公路看到，每天

数百辆国内外各种品牌越野车、轿车
行驶在昔日砂石公路上，翻雪山、跨
江河，在高山峡谷间驰骋穿梭。仅去
年林芝市接待的自驾游客超过300万
人次。如今，川藏公路不仅只是运输
大通道，而且成为领略美景的“黄金
旅游线”，更成为沿线发展经济的重
要走廊。

在川藏公路沿线，许多靠传统农
牧业为生的农牧民，开始从事家庭旅
馆、客运等行业，吃上了“旅游饭”。四
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冷碛镇团结
村位于 318 公路边，是运送各类物资
进藏的必经之地。

近年来，在旅游的带动下，当地村
民通过栽种羊肚菌和各类中药材富了
起来。村民李忠琴在公路边办了一家
农庄。“游客可体验采摘水果，我这叫

‘农旅结合’！”李忠琴说。
滚滚前进的车轮，带给沿途老百

姓的不仅是“真金白银”，还有创造新
生活的动力。位于 318 国道边的扎西
岗村是林芝首批参与旅游业的村庄。
目前，扎西岗村68户人家有54户都在
经营家庭旅馆，2016年全村已整体脱
贫。去年全村接待游客7.5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400多万元。

四川、西藏两省区还加快高原特
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培育了青稞、牦
牛、藏医藏药等一系列支撑力强、效
益显著的高原特色产业，使特色经济
迅速崛起成为藏区经济中最具活力
和潜力的亮点。

从过去到未来：

“天路”使命迎来新成员

从昔日的石子路到如今的柏油路，
从过去单一的进藏通道到现在青藏、滇
藏、新疆公路等多条进藏线路，川藏两
省区的交通设施不断升级完善，“年逾
花甲”的川藏公路正迎来新生。

川藏高速正在紧张建设中，其中
成雅高速公路、雅康高速公路、拉林高
等级公路等已全线运营，其余路段正
在建设或前期准备中。

更值得期待的是，投资约2700亿
元的川藏铁路也正式列入“十三五”规
划重点项目，成都到雅安段已经通车，
拉萨到林芝段正在建设中，目前已进
入铺架阶段。

“西藏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
道，随着川藏铁路的建设，西藏向东融
入长江经济带，借助沿海发达地区的平
台，向全世界开放。”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社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健说。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
所所长王代远认为，川藏铁路建成后，
将构建一条西部景观长廊，向东可达
成都，向西可至珠穆朗玛等著名景点，
向南连接大理、丽江，构成一连串的黄
金旅游带。

未来，以川藏公路等为交通纽带，
西藏同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
密。古老的雪域高原将在现代化进程
中走出封闭，拥抱世界。

（新华社拉萨6月21日电）

驶向幸福的“天路”
——川藏公路藏区变迁

新华社记者 田金文 李键

新华社平壤 6月 21日电（记者
陈贽）6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为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的丰功伟
绩而修建的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
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
夫人李雪主陪同。

当地时间上午10时，习近平和彭
丽媛抵达坐落在平壤市区牡丹峰麓
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在下
车处迎候。在庄重肃穆的气氛中，朝
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庄严列队，军乐
队演奏中朝两国国歌。国歌毕，礼兵
将花篮抬至塔基平台处。习近平缓步
前行走上台阶，趋前整理花篮缎带。
红色的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永垂不朽”。全体人员向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
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
下，绕塔仔细观看塔身上描绘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场景和体现中朝
两国人民友谊的浮雕。随后，习近平
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中朝
友谊塔纪念厅。在纪念厅中，习近平
仔细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原本，观
看史诗壁画。怀着对为中朝友谊英
勇献身的祖国优秀儿女的深切缅
怀，习近平在题词簿上题词：“缅怀
先烈，世代友好”。

习近平表示，今天，我怀着无比
崇敬的心情，参谒中朝友谊塔。志愿
军烈士名册和纪念厅内巨幅绘画中，
有中国人民都很熟悉的黄继光、邱少
云、杨根思、罗盛教等志愿军英烈的
名字和形象，他们的英雄事迹在中国
妇孺皆知。今天我们一起来参谒中朝
友谊塔，一是缅怀先烈，重温老一辈

革命家并肩战斗的光荣历史；二是勉
励后人，牢记并传承中朝传统友谊；
三是昭示世人，彰显中朝两国维护和
平的坚定决心。我们一定要把中朝友
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巩固和发展两
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金正恩说，朝中友谊塔是朝中传
统友谊的一座丰碑，朝鲜党、政府和
人民将永远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
朝鲜抵御侵略过程中作出的英勇牺
牲，并在新的时代继续传承和发展朝
中友谊，加强两国合作，推动两国关
系取得新的更大成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朝方参加参谒的有：崔龙海、朴
凤柱、李洙墉、李勇浩、金能旿、金与
正等。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图为川藏公路旁的鲁朗国际旅游小镇风光（5月28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新华社石家庄6月21日电（记
者 闫起磊）21日上午，由中宣部宣
教局、中国文明网、人民网共同主办
的“闪光的足迹——我在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等你”大型网络文明传播
活动，在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正式启动。

活动将围绕隆重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依托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利用网络化、互
动化、碎片化、可视化形式，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进基层、“新中国70年
我知道”网上问答、“你是我的英雄”
网上讲故事活动，集中推送经典展
陈、英雄模范、特色活动和融媒体创
意产品，生动地传播中国故事、中国
共产党故事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故事，引导和激励人们把爱国奋
斗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参加活动的
37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同
时在线发出倡议：“追寻闪光足迹、赓
续红色基因、接力奋斗追梦”。

“闪光的足迹——我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你”
大型网络文明传播活动在西柏坡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
者 樊曦）买火车票找谁？上12306。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
统计显示，铁路 12306 网站（含手机
客户端）售票能力惊人，目前系统年
售票量已超过31亿张。

统计显示，12306日售票能力达
到 1500 万张，高峰时每秒售票量达
700 张，网页浏览量超过 1500 亿次/
天。互联网售票占铁路售票总量的
82.8%，12306 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实时票务交易系统。

上个月，12306网站又推出候补
购票新服务，让旅客在12306上购票
时，如遇所需车次、席别无票，可在线
排队候补，当对应的车次、席别有退

票时，系统自动兑现车票。自5月22
日 12306 网站全面上线候补购票服
务以来，截至6月21日已累计兑现近
200万张车票。

2011年，京津城际铁路试行互联
网售票，12306网站应运而生，铁路售
票进入网络化时代。2012年，持第二
代身份证的旅客在 12306 网站购票
后，可以刷身份证进出高铁车站；
2012 年到 2017 年间，铁路部门持续
优化12306系统，推出接续换乘、动车
组选座等新功能，实施“铁路畅行”计
划，极大提升了旅客购票体验；2018
年，一大批车站实现“刷脸进站”，海
南环岛高铁试点电子客票，进入“无
纸化”车票时代。

31亿张！12306一年“超能卖”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6月21
日下午，在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国事访问后，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
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
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
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据新华社长沙6月21日电（记者
谢樱）记者 21 日从湖南省人社厅获
悉，从今年7月1日起，湖南省将正式
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改革，通过建立统一养老保险政策、统
一基金收支管理、统一责任分担机制、
统一集中信息系统、统一经办管理服
务、统一考核奖惩机制，解决全省范围
内基金缺口结构性矛盾，合理均衡地
区间基金负担，实现基金安全可持续。

湖南省人民政府已正式印发《关
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
统筹制度的通知》，通知规定了全省
统一参保范围和条件、缴费比例和基
数、违规参保的界定与处理、退休时
间的规范和处理等政策，明确今后市
县不得自行出台养老保险地方政策。

与现行政策相比，除已实施过渡

费率试点政策的企业外，其他参保单
位的单位缴费比例统一为16%，原执
行不同单位缴费比例的国有农垦企
业和已停产的国有困难企业，自
2019年7月1日起均按16%的单位缴
费比例执行；单位缴费工资基数统一
按本单位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核
定，不再采用双基数对比（单位统计
年报工资总额与职工缴费基数之和
对比）、就高取数的方式；灵活就业人
员可在缴费基准值的60%—300%之
间自主选择缴费基数，不再限定在缴
费基准值的60%和100%两档。对于
国有农垦企业农业职工的个人缴费
基数，给予3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个
人缴费基数按缴费基准值的 40%核
定，2022 年开始执行全省统一的缴
费基数核定政策。

湖南正式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上接1版①）
近年来，我市对外开放经济成效

凸显，从2013年开始，特色优势产业
不断壮大，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已
成功打造了打火机、发制品、箱包、鞋
类、皮草五大优势出口产业，一次性
气体打火机已稳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70% ，发 制 品 占 全 球 市 场 份 额 的

20%、非洲市场份额的60%。2018年3
月，邵阳发制品、邵东打火机、邵东箱
包三个基地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2017年全市对非贸易额达3亿
美元，2018 年达 3.8 亿美元。今年
1—5月，对非出口11431.49万美元，
同比增长 43%，对非进口 71.67 万美
元，同比增长11.59%。

（上接 1 版②） 各级各部门务必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自我反
省，深入查摆问题，对标对表推进
问题整改，坚决打好脱贫攻坚“翻
身仗”。

曹普华强调，脱贫攻坚是最大的
政治任务，最大的民生工程，也是最
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头等大事，要
牢固树立抓脱贫就是抓发展、抓脱贫
就是抓民生、抓脱贫就是抓社会进
步、抓脱贫就要抓基层基础的理念，

坚定不移继续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要进一步压实责任，
确保扶贫力量全员、全时、全程下沉
脱贫攻坚一线，全力以赴打好打赢攻
坚战；要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全面
推进目标任务的扫尾工作，确保所有
指标任务如期完成；要全面开展大排
查，扎实补齐工作短板，做到全覆盖、
地毯式、无死角；要进一步改进工作
作风，加大整改力度，确保所有问题

“清零”不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