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以下简称“塔
县”），有用“世界最高国门”红其拉
甫口岸和“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

命名的两条路。在红其拉甫路和慕士塔格
路的交会处，矗立着一座高约30米的“帕米
尔雄鹰”雕塑。

自由翱翔于雪山之巅的山鹰是塔吉克族
人的图腾。塔县生活着约3.3万名塔吉克族
居民，他们被称为“帕米尔雄鹰”。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的塔县集高原、高寒、边境于一

身，我国大多数的塔吉克族人居住于此。
站在“帕米尔雄鹰”雕塑之下，环顾四周，

举目所及皆是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
都库什山……贫困伴随着群山，千百年来困
扰着当地居民。

2019年，随着脱贫攻坚战挺进到“最后
一公里”，塔县实现脱贫摘帽。如今，光纤入
户和大网电进山等惠民工程正在有序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
承诺在帕米尔高原开花结果，人与山的关系
也在发生跨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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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二 次 中
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将于22日以视频方式
举行。这是中方领导
人同新一届欧盟领导

人首次正式会晤，也是新冠疫情暴
发后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机制性交
往。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再出发，
各界广为期待。

今年是中国与欧盟建交 45 周
年。45年来中欧关系被不断注入新
活力、赋予新内涵。而今，在中欧双方
疫情趋向稳定之时举行的中欧领导人

会晤，有着超出会晤本身的特殊意义。
疫情发生以来，中欧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携手抗击疫情，再次证明
彼此是相互需要的伙伴。在中国疫
情最严重时，欧洲多国向中国提供大
批医疗物资援助。“投以木桃，报以琼
瑶”，欧洲疫情暴发阶段，中国领导人
多次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
国领导人通电话，协调沟通，传递抗
疫信心。中国向欧洲多国派遣医疗
专家组、援助医疗物资，为抗疫贡献
力量。中欧双方在世界卫生组织等
多边平台有效沟通协调，携手力挺多

边主义，展现了责任与担当。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欧双方疫

情均逐步趋于稳定，正在稳步复工
复产，中欧经贸合作成为稳定全球
经济的重要力量。世界欣喜地发
现，中欧班列冲破疫情阴霾，逆势
增长，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之余
为欧洲战“疫”提供了有力帮助。
许多欧洲企业复工后均把目光投
向中国市场，大众汽车集团与江淮
汽车集团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成为
布局后疫情时代中欧经济合作的一
个先行案例。

当前，后疫情时代的中欧合作
正迎来新的关键当口。中欧关系如
何再出发，此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将
给出答案，发出强音。中国驻欧盟
使团团长张明指出，此次会晤有望
进一步促进中欧双方战略互信和互
利合作，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为疫情
之后的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加
强中欧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
配合，进一步彰显中欧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全球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逆全球化”、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杂音伴随着疫

情暴发兴风作浪，不少人担忧全球
化与多边主义的前景。而疫情给予
世界的重要启示恰恰是，要开放而
非封闭，要合作而非孤立，要多边而
非单边，才能妥善应对包括疫情在
内的全球性问题。对此，中欧有着
相似的立场。

在此背景下，中欧关系再出发
涵义深厚，意义深远。这是深化战
略互信的再出发，是务实合作的再
出发，是携手抗疫的再出发，也是多
边主义的再出发。

新华社6月22日电

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再出发

翻山：失宠的骆驼
“同”在塔吉克语里意为“峡

谷”，大同乡是塔县最艰苦的乡镇之
一，2200 多平方公里的辖区几乎全
是山。

49 岁的都热·加尔曼此前住在
大同乡阿克托尕栏杆村，村子位于
峡谷之中，屋子就在山脚下，山高地
窄，一天见不了多久太阳。

那时候，山里很多地方没有通
车，都热每次外出，都要跋山涉水。
被山挡住的除了路还有大网电和通
信信号。“手机很早就买了，可是山
里基本没信号，只有到县城手机才
能正常使用。”

2012 年夏天，暴雨加上雪山融
水冲垮了出山的路。都热家50多平
方米的土石房子严重漏雨，甚至有
村民的房子被洪水冲垮。此后很长
一段时间，他只能冒着危险依靠骆驼
进出，采购煤、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

“在山里，骆驼是我们最重要的
交通工具。”都热说。

阳光稀少、没有信号的日子都
热熬了47年。2018年，当地政府鼓励
艰苦偏远山区的居民易地搬迁。都热
犹豫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决定搬。“不
能再让孩子过这样的日子了！”

都热的新居位于离县城不到30
公里的塔提库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80平方米的两居室配备了洗衣
机、燃气灶、取暖锅炉和板床等，屋
外还有标准化棚圈以及约两亩地的
院子。

2019年6月，都热一家五口人全
部从山里搬进了新居。搬迁后，都
热再也没用过骆驼。

出山之后，靠什么为生？这是
低保贫困户都热一家搬迁前最大的
心事。搬迁之后，除了他做护边员，
大儿子在县里当保安，二儿子在村
里做协警，三儿子开了个小商店，全
家一年收入近10万元，当年摘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

2017 年以来，塔县共有 1500 多
户农牧民家庭通过易地扶贫翻过大
山，来到更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地方
居住、工作。

依山：新“彩云人家”
在离县城不远处的塔什库尔干

乡，有一个瓦尔希迭村。在塔吉克
语里，“瓦尔希迭”意为“彩云人家”。

瓦尔希迭村此前是传统的农牧
村庄。30岁的玛依努尔古丽·依克木
平时种地和操持家务，全家收入基本
靠丈夫放牧，一年约有1万多元。

2015 年，在离村子不到一公里
的地方建起了帕米尔旅游区游客服
务中心。玛依努尔古丽一家的生活
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2016 年，在当地政府的鼓励和
支持下，玛依努尔古丽家对房子进
行了民宿改造。旧居旁盖起了自住
的新房和标准化的民宿。老屋则成

了展示塔吉克族文化的民居博物
馆。除了提供食宿，他们还会表演
塔吉克族鹰舞，出售民族手工艺品。

经过一系列改造提升，瓦尔希
迭村成了“彩云人家”民俗村。民宿
开业后，因游客众多，玛依努尔古丽
和丈夫一起全职搞民宿接待。去年
国庆期间，他们最多一晚上招待了
22位客人，当年收入逾15万元。今
年年初，她家买了一辆10万多元的
车。“这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事情。”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塔县

游客较往年下降明显，但是玛依努尔
古丽相信这只是“短暂的寒冬”。

2019年，塔县被评为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全年旅游人次近112万，
旅游收入超过10亿元，同比增长均
逾 40%。全域旅游正在加速推进，
民宿、酒店、餐馆和农特产品店随处
可见。

护山：边境起绿洲
塔县与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三国接壤，是中国陆地边境

线最长的县之一。守土护边是塔县
居民世代传承的使命。

37 岁的其拉克·买买热依木家
住在达布达尔乡热斯喀木村，一家
三代护边。在其拉克上小学时，父
亲就经常带他巡边，让他记住那些
地方，告诉他“脚下就是中国，以后
要守好这片土地”。

在塔县土生土长的县长姑丽扎
尔·阿布热合曼从小就知道热斯喀
木村：“一是因为它偏僻，二是因为
它重要（抵边村）。”

在其拉克爷爷和父亲护边的年
代，他们只能骑着骆驼等牲畜巡逻，
饿了吃干馕，渴了喝雪水，巡边补助
也非常有限。“那个时候，父亲最大
的愿望就是有一双磨不坏的鞋。”其
拉克说。

这样的护边生活，其拉克也过
了十多年。后来进出山的路修通
了，护边员的月补贴也有所增加。

2017年，在政府的支持下，热斯
喀木村在一片山间戈壁滩建起两
排红瓦黄墙的新房。村里 141 户
人家从四散的山沟里搬进新居，过
上 了 通 水 、通 电 、通 网 的 便 利 生
活。同年，新疆为高原防区护边员
配备了摩托车，月补贴也进一步提
高，巡边路上建起了食宿供应齐全
的执勤工作站，今年附近也将覆
盖通信信号。“到时候再也不用担
心巡边期间家人联系不到了。”其
拉克说。

2018 年，夫妻都是护边员的其
拉克一家脱贫了。护边工作依然神
圣，但不再像以前那般辛苦。其拉
克正在读初中的大女儿未来想当
兵，继承父亲护边守土的事业。

除了护边，其拉克搬到新村后
一直忙着开垦土地。戈壁滩上石头
遍布，村民从附近拉来泥土，对戈
壁土地进行改良，种上小麦、青稞
和豌豆等作物，约 8 万棵杨树、高
原柳、苹果树、杏树围绕在各家田
地周围，新叶吐绿，整个村子生机
盎然。

作为重要的边境县和自然保护
区，塔县的守土之责和生态之路为
当地居民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
在塔县，有近8000名护边员、护林员
和护草员。

“在这里，他们护的不仅是山，
更是家与国。”姑丽扎尔说。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2日电

飞吧，“帕米尔雄鹰”！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文工团演员在热斯喀木村表演塔吉克族鹰舞。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图为游光明在河南省巩义市站
街镇小黄冶村的传习所里查看作品。

在河南省巩义市站街镇小黄冶
村，与唐三彩古窑址相邻处的一个工
作室里，63 岁的游光明擦拭着自己
烧制的“三彩雕花杯”，并不时向记者
介绍着它的制作工艺和独特之处。

游光明的家乡巩义市就是著
名瓷窑巩县窑的所在地，这里也是
已发现的烧造唐三彩的最主要窑
址。“巩县窑始烧于隋，盛于唐，是
我国北方最早烧造白瓷的主要窑
口，隋代烧制青瓷，唐代以三彩为
主，并孕育了唐青花，创烧了绞胎
瓷等等。”自小就对瓷器烧制有着
浓厚兴趣的游光明讲起巩县窑的

历史如数家珍。
为了复烧巩县窑，游光明带领他

的团队调查瓷土、研究釉料配比，从
小作坊发展到成立巩县窑陶瓷研发
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反复试烧和
研究，游光明已经做出了100多种巩
县窑的典型器物和30多种矿物质釉
色配料。

“我们始终坚持以复古、仿古为
主，希望能把古人的陶瓷智慧传承延
续下去。”游光明说。2015 年，巩县
窑陶瓷烧制技艺入选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9 年，
游光明也作为巩县窑陶瓷传承人获
得中国陶瓷历史名窑恢复与发展贡
献奖。 新华社记者 李 安 摄

千年古瓷守艺人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近日从工信部获悉，
工信部将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跨行业融合，提升智能道路基
础设施水平，构建车联网综合应用
体系，完善标准规范，加快推动智
能网联汽车发展。

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电子、
信息通信、道路交通运输等行业深
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有利于提
升整体智能化水平，促进信息消费
和高质量发展。作为数字化和产
业升级的有力抓手，它对平抑风
险、应对挑战意义重大。

工信部提出，在加快智能网联
汽车关键技术突破的同时，着力构
建标准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应用
服务和安全保障，加快打造开放融
合的产业生态。其中，以加快促进网
络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道路
交通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推动电
动汽车、充电桩等互联互通为重点。

浙江嘉兴首个公共有序充电
站近日在社区投用，国家电网浙江
嘉兴供电公司计划在年底前完成
22个充电站新建、迁址、改（扩）建
任务，推进充电网络建设；奇瑞汽车
与汽车产业平台大搜车达成战略

合作，加快智能网联探索与应用；国
家电网与百度在能源互联网建设、
新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等领域展开
合作……聚焦汽车数字化智能化
的一系列尝试正在展开。

工信部提出，下一步将在供给
侧、需求侧、使用侧持续发力，为新
技术应用提供必要条件，特别是面
向典型场景和热点区域部署计算
能力，构建低时延、大带宽、高算力
的车路协同环境。同时还将继续
加大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各
类充换电设施实现互联互通，推动
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

我国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新华社天津6月22日电（记者
周润健） 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即
将到来。天文专家表示，今年的端
午节有些特别，它是 21 世纪最晚
的三次端午节中的一次。

端午节每年固定在农历的五
月初五，但它在阳历中的日期却非
常不固定。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
就是“闰月”。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中国几千年
所采取的传统农历实际上为阴阳
合历，既考虑到与太阳直接相关的
阳历回归年，又考虑到与月亮位相

变化的阴历朔望月。一个朔望月
平均为29.5306天，积12个朔望月
为 354 天或 355 天，与回归年(约
365.25天)相差11天左右，3年累计
下来就已超过一个月。

为了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古
人采用设置“闰月”的方法。现行农
历“置闰”的方法是“十九年七闰”，
即每隔2年到3年，就必须增加1个
月，增加的这个月叫“闰月”。“置闰”
的规则是依据二十四节气来定。

农历庚子鼠年为闰年，增加了
一个“闰四月”。这个“闰四月”从
阳历 5 月 23 日开始至阳历 6 月 20

日结束。受“闰四月”影响，自此以
后，庚子鼠年内的农历节日，如端
午节等，在阳历中的对应日期相较
去年来说，都将向后推迟 18 天。
去年端午节对应的阳历日期在 6
月7日，今年端午节对应的阳历日
期自然就落在了6月25日。

赵之珩表示，21世纪100年内
一共有3次端午节最晚的年份，分
别是2001年、2020年和2058年，对
应的阳历日期都是 6 月 25 日。而
端午节出现在阳历 6 月 25 日还不
是最晚的，最晚的是出现在阳历的
6月26日，如1906年。

今年端午节 21世纪最晚

据新华社银川6月22日电（记者
许晋豫）21日8时，宁夏中卫市沙坡头
区下河沿村黄河入境流量达到 2130
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2020年第
1号洪水进入宁夏境内。

据宁夏应急管理厅介绍，受黄河
上游持续降雨影响，未来黄河宁夏段
入境流量仍有可能增加。为确保黄河
宁夏段防洪安全，宁夏各地认真开展
堤防巡查和隐患排查，及时撤离沿河
景区、在建涉河工程及滩区等受洪水
威胁区域的人员。

宁夏将密切关注黄河上游来水变
化，加强黄河宁夏段水情监测，强化信
息沟通，及时对黄河上游来水进行分
析研判，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宁夏各
地应急管理指挥部及相关成员单位严
格落实汛期值班规定，值班人员须24
小时在岗值班值守。

同时，宁夏各地针对属地河段可
能发生的河道堤防险情，组织抢险队
伍、落实物资装备，提前安排部署各
类防范措施，确保险情发生时，可以
快速调动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应急抢
险救援。

黄河今年第1号
洪水进入宁夏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记者
侯雪静） 记者 22 日从三峡集团了解
到，21日三峡电站34台机组全部并网
发电，实现 2020 年首次全开运行，日
发电量接近4亿千瓦时。

三峡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三峡
集团长江电力克服疫情影响，及时完
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及多项重要设备改
造，为电站设备安全防洪度汛和“长周
期、满负荷、不间断”运行做好充足准
备，为经济回暖提供强劲可靠的“电力
引擎”。

三峡机组今年首次
全开助力经济回暖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记者
魏玉坤） 记者 22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确
保进京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生产生活物
资运输“三保障一通畅”，即保障运输
供需有效对接、保障应急运力及时调
配、保障司乘人员防护到位，确保进出
京运输通道通畅。

通知要求，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要配合相关部门围绕保障北京地区
重点生产制造业生产物资供应，做好
运输供需对接和信息联络工作，促进
重点生产物资运输供需对接更顺畅、
更高效。

通知明确，对向北京运送鲜活农
产品的车辆，严格落实“绿色通道”免
费快速通行政策。对持有北京市各有
关委（局）制发的《应急物资进出京调
拨（转运）证明》的车辆，保障优先便捷
通行。

对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调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所需
救治消毒用品、医疗救护设备器械、生
活必需品等紧急物资的车辆，按照相
关规定办理《紧急运输通行证》并免费
便捷通行。

交通运输部要求

确保重点物资
进出京通道通畅

据新华社武汉6月22日电（记者
郑璐） 第 127 届广交会展销正酣，网
上举行的全新举办形式，不仅满足了
疫情防控的需要，也为贫困地区提供
了脱贫致富的新机遇。湖北省交易团
积极利用“云上”广交会平台，在“特殊
时期”用“特殊形式”，帮助贫困地区企
业“上线”申请展位、开拓市场。

此次广交会，湖北省共有59家贫
困地区企业申请，76个展位获批。为
确保效果，湖北省商务厅派专人指导
贫困地区参展企业进行展品、直播等
全方位辅导，确保贫困地区特色产品
展区在广交会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应
有作用。

茶叶、玩具、雨伞、木质桌椅等来
自偏远地区的特色产品和农户手工艺
品，通过网络直播登上国际舞台。“零
门槛”参展，为贫困地区开拓国际市场
释放利好。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有18家企业参展，其中15家为贫困
地区特色展位。巴东县相柏年实业有
限公司、利川市宏利猪鬃有限公司等
来自贫困山区的企业首次参展就收获
了海外订单。

湖北省十堰市有 8 家企业入驻
贫困地区特色产品展区。当地鼓励
企业横向沟通，学习借鉴优秀团队
经验。松林工贸、佳恒集团等展前
准备充分的企业在 QQ 群内积极分
享经验，帮助其他贫困地区的企业
顺利参展。

网上广交会助推鄂
贫困企业扬帆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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