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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时节，川蜀大地生机盎然。
夹金山下，晨曦唤醒了万亩玫瑰

花田里的花骨朵；
秦巴山上，成片的花椒树已吐露

新芽；
赤水河畔，甜橙花的幽香弥漫了

河谷；
大渡河边，鲜红透亮的樱桃挂满

了枝头……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

寒。”眼前这一片片绿意盎然的地方曾
是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之地。

80多年过去，一代代人接续奋斗，
将“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在这一片
片土地上传承发扬，昔日红色艰险地
上诞生发展奇迹。

艰 险 地 之 变

赤水河畔，晨雾渐散，一栋栋整洁
的民居掩映在甜橙树林里，犹如水墨
画卷。

古蔺县太平镇村民李正芬一大早
在甜橙林里除草施肥。通过甜橙种
植，她家与全国千万脱贫户一样，日子
越过越甜。“以前在渡口背煤，脸黢黑，
像熊猫。”

这个渡口正是古蔺县太平渡口，
地处川黔山谷之间，险峻异常。

80多年前，中央红军沿着渡口搭
浮桥、造木筏，完成了第二渡、第四渡
赤水的伟大战略转移，突破国民党军
队的围追堵截。

翻开长征史，绕川艰险地处处有
红军：红军三大主力在川内转战一年
零八个月，跨越急流、征服雪山、穿越
草地，在数十个县（区）的崇山峻岭间
留下红色足迹。

在中央红军转战川黔之际，川陕
苏区的红军将士也开始长征。

当年川陕苏区核心地巴中市通江
县，位于沟深林密的秦巴山深处。在

该县毛浴镇，随处可见的“红色年代”
“红军挂面”店铺名和红军石刻标语，
讲述着红军和当地群众携手战斗的烽
火岁月。

暮春，漫山遍野的白芍给毛浴镇
山坡披上绿装。该镇种植白芍等中药
材1300多亩，成为农民致富大产业。

川西泸定桥头，不时有缠着头巾
的老乡叫卖红彤彤的樱桃。泸定这座
红色小城，因盛产优质樱桃，成为有名
的“红樱桃之乡”。

昔日枪林弹雨已恍如隔世，山风
吹着泸定桥上的铁索，让人感受到红
军渡桥的艰险。

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渡过大
渡河后，一路向夹金山行军，开始踏上
征服雪山草地的艰难历程。

川西高原上的若尔盖县巴西镇班
佑村，一座名为“胜利曙光”的雕塑矗
立在几百名红军将士牺牲的地方，路
过的人们纷纷驻足瞻仰，久久沉默。

村后是辽阔的大草原，红军在此
留下“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等感人
故事。

如今的草地，已变成游客打卡之
地，青草、飞鸟、牦牛……成为“若诗若
画若尔盖”。“十三五”期间，若尔盖县
游客总量超千万人次，实现经济收入
近80亿元。

秦巴山区、乌蒙山麓、大渡河畔、
高原草地……绕川红色土地上，处处
散发着生机，形成一条条绿色发展的
大走廊，也在长江、黄河上游竖起了一
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不 变 的 誓 言

艰险地变化的背后，是不变的誓
言。

四川小金县达维镇，两大主力红
军胜利会师之地。在达维镇冒水村，

“玫瑰长征”的故事家喻户晓。

玫瑰，是冒水村村支书陈望慧带
领乡亲致富的“美丽事业”。曾经，当
地农作物以土豆、胡豆为主，人们起早
贪黑，却始终富不起来。

几年前，村民的土豆被野猪“扫
荡”后，留下一株坚强的野玫瑰，让陈
望慧一直难忘。当得知玫瑰精油比黄
金还贵时，她激动得彻夜难眠。

此后，她坐大巴、挤三轮、蹭拖拉
机，从甘肃到山东，四处“取经”，柔弱
的女人走完了“玫瑰长征”。

50亩、500亩、10000亩……在陈
望慧带动下，小金县30多个村种起了
玫瑰。3000多户村民，户均增收1.5
万元左右。“看到大家腰包鼓起来，从
内心高兴。”陈望慧说，当年红军打天
下为了百姓，现在更不能忘记初心。

赤水河畔，古蔺县农业农村局总
农艺师王崇东为推广甜橙种植，常年
在山路上奔波。一次，他在山上摔了
个颅内出血，休养几天后仍放心不下
甜橙林，又赶回赤水河边。王崇东说，
老乡传统观念强，非要在甜橙苗旁种
玉米，用来喂猪。

后来，王崇东让示范户带动，老乡
慢慢接受了科学种植技术。“山清水
秀，瓜果飘香，老乡富了，才不愧对这
块红色土地。”王崇东说，现在古蔺县
赤水河畔，20多万亩甜橙让老乡日子

“甜上加甜”。
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彝海结盟纪

念馆里，一块木板上写着“红军要帮助
回夷谋解放”。过去8年，上万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奋战在大凉山深
处，践行着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的庄严承诺。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四川有
150名扶贫干部牺牲。他们中年龄最
小的仅23岁，年龄最大的68岁。

换穷貌、拔穷根、谋富业……新时
期党员干部不忘先辈誓言，昔日绕川红
色艰险地，已变成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永 恒 的 精 神

彝海边，58岁的沙马依姑眼睛炯
炯有神。

他是见证彝海结盟的“毕摩”沙马

尔各的孙子。当年，红军在彝族同胞
的护送下顺利通过彝区，成功抢渡大
渡河。

然而，为红军提供帮助的许多彝
族群众，都遭到反动军阀的疯狂报
复。1945年，沙马尔各遭遇意外不幸
离世。

“他到死都在等红军回来。”沙马
尔各的儿媳、84岁的苏久克的莫说。

1986年，彝海成立了管理处，23
岁的沙马依姑成为首位工作人员，每
天劝说毁林开荒、采伐木材的老乡，忙
得“坐都坐不住”。

20世纪80年代，彝海村已有很多
老乡外出务工，但沙马家的人全都留了
下来。“彝族谚语说‘祖先住的地方，后
代不能断火’，守护它，是分内的事情。”

沙马依姑一定要这里山清水秀。
年复一年，沙马依姑守护着彝

海。2005年5月，彝海结盟纪念馆落
成，他当起了讲解员，每每讲起爷爷的
故事，眼里都放着光。

红色土地孕育红色的精神，并扎
根在群众心中。

在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
春雨浸润着一排排无字墓碑。这座全
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长眠着2.5万
余名红军烈士。

作为川陕苏区中心的巴中，当年
每10人就有1人当红军，每30人就有
1人为革命献出生命。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通江
县诺水河镇脱贫户李国芝写在墙上的
标语，字迹歪歪斜斜，却振奋人心。他
的一双大手布满伤口和老茧，那是他
栽花椒树时，被荆棘刺后留下的伤痕。

“要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
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
赢！”这些年来，他每天起早贪黑，平整
了几十亩撂荒地，种下了中药材、花
椒，养殖了几十头黄羊、生猪，去年纯
收入近10万元。

红色精神不仅仅激励着李国芝，
赤水河边、大渡河畔、高原雪山……在
绕川红色艰险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在
党员干部带领下，继续攻坚克难，守护
绿水青山，朝着乡村振兴迈进。

(新华社成都4月20日电)

一季度空气质量明显下降

未来保蓝天应从何处发力？

4月20日，贵州省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木
岗镇农民在田地里劳
作（无人机照片）。

当日是谷雨节气，
各地农民抓紧农时开
展春种春管，田间地头
一片忙碌景象。

新华社 发

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20日电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
年年会举行的“可持续融资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圆桌会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介绍说，自2013年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达9.2万亿美元。

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是
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
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的比重为29.1%。今年一季度，中
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4%，占总体对外贸易额的29.5%，比去年全年上升了
0.4个百分点。

在双向投资方面，八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累计直接投资1360亿美元。去年，在疫情肆虐的情况
下，中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8亿美元，同比
增长18.3%，占中国对外总投资比重是16.2%；对沿线国
家全行业直接投资186.1亿美元，同比增长14%。今年
一季度，中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4.2亿美
元，同比增长5.2%，占总体对外投资比重是17.8%。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8年来在华设立企业约
2.7万家，累计实际投资599亿美元。去年沿线国家在华
投资企业4294家，同比下降23.2%；今年一季度沿线国
家在华新设企业1241家，同比大幅上涨44%，实际投资
32.5亿美元，同比增长64.6%。

钱克明说，在疫情影响下，全球跨境投资都有一些下
降，但是“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稳中有进，弥足珍贵。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货物贸易累计达9.2万亿美元

新华社上海4月20日电 记者从20日举行的上海市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即将启动第二届“五五购
物节”，这一购物节时间上横跨第二季度，统筹“全球首发
季”和“全城打折季”两大主题，首次设置长三角一体化板
块，同时，还将开展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

上海市商务委主任顾军介绍，第二届“五五购物节”
围绕上海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和商业数字化转
型，以规模更大、质量更优、模式更新、体验更好为目标，
强化市区联合、政企联手、区域联动，努力做到本地平台
和商家全覆盖、终端产品全覆盖、消费人群全覆盖，实现
4月预热、5月高潮、6月延续的效果。

据悉，本届“五五购物节”将聚焦首发经济、品牌经
济、夜间经济三大经济，新型、大宗、进口商品、餐饮、服
务、信息六大消费以及长三角一体化10个重点板块活
动，目前梳理出各类活动近1900项。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介绍，去年底，上海商贸行
业已列入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场景。目前，上海重点商
圈、商街、企业和平台各项测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支付
受理环境不断优化。

上海“五五购物节”期间
将开展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

新华社杭州4月20日电 记者19日从义乌中国小商
品城获悉，小商品城Chinagoods超级供应链平台日前
正式上线。平台整合了义乌市场7.5万商户及服务链产
业上下游200万中小微企业最具竞争力的商品，打通线
上线下贸易渠道，加快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创新发展。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大数据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晓鹏介
绍，小商品城Chinagoods超级供应链平台借助大数据
技术手段，建立爆款模型及标准化选品机制，实现与全网
直播平台一键链接，着力建设国内最大的直播供应链平
台。

数据显示，直播带货等贸易新业态，已成为数字经济
的新风口。2020年义乌开展网红直播带货18.33万场，
销售额207.02亿元，同比增长62%。

4月15日至25日义乌小商品城还与快手合作举办
全球直采节，快手遴选出多名千万级头部主播支持本次
活动，并导入海量流量。义乌市场也精心挑选出了近千
款爆款商品，供网红主播销售，向世界展示“义乌好货”品
质，不断扩大“生意圈”和“朋友圈”。

义乌小商品城聚焦数字化转型，于2020年10月上
线义乌市场官方网站“义乌小商品城Chinagoods 平
台”。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文阁表示，
依托义乌市场官方网站，小商品城Chinagoods超级供
应链平台在大数据积累、供销中台技术和云仓共同加持
下，能为跨境电商、外贸企业、社区团购等多种渠道提供
供应链支持。

义乌推出超级供应链平台
加快数字贸易创新发展

4月20日，斑海豹在辽宁盘锦三道沟海域的滩涂上
小憩（无人机照片）。

连日来，大批斑海豹在辽宁省盘锦市辽河入海口三
道沟海域滩涂上栖息。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
年12月，斑海豹会来到位于辽东湾北端的辽河入海口产
崽过冬，5月中旬前后，斑海豹会离开这里，踏上返回西
北太平洋的漫漫征程。目前，盘锦市禁止渔船在斑海豹
核心栖息地捕捞及进行大型施工作业，同时设置观测塔
实时监测斑海豹栖息觅食情况及种群数量变化，积极开
展救治救助，保护野生斑海豹，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

新华社 发

辽东湾生灵斑海豹

青山绿水带笑颜
——绕川红色艰险地上的发展奇迹

谷雨农忙

“今天能不能上体育课”成了小学
生安安最近很关心的问题。今年春天
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好，体育课等户外
活动常常被迫取消。

今年一季度多地空气质量明显下
降的原因何在？污染治理面临哪些难
题？下一步如何保卫蓝天？记者日前
就此采访了业内专家。

■空气质量明显下降有
4方面原因

生态环境部日前公布，一季度，全
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80.9%，同比下降2.5个百分
点。6项污染物指标中，除PM2.5和一
氧化碳浓度同比下降外，PM10、臭氧、
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浓度同比均出
现不同程度的反弹。

尤其是3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0.8%，同比下降32个百分点。北京
市3月只有11个“好天儿”，优良天数
比例仅为35.5%，同比下降54.8个百
分点；PM2.5浓度同比反弹幅度达到
144.1%。这是近年来极为罕见的。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
副主任柴发合介绍，造成空气质量恶
化主要有4方面原因：

一是沙尘天气影响频繁。一季度
我国发生多次沙尘天气过程，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受沙尘影响的天次超过
2017至2020年的同期之和。华北地
区 49个城市一季度出现日AQI“爆
表”即超过500的情况；北京市3月15
日和3月28日PM10日均浓度分别达
到1630、795微克/立方米，为2013年
以来PM10最高日均值。

二是气象条件较往年同期相对不
利。2月至3月，华北平原地区地面温
度偏高、湿度偏大，逆温强度也较常年
同期偏强，大气扩散条件总体上与历
年平均相比偏不利。

三是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水平处于
高位。去年春季，经济发展受疫情影响
明显。今年疫情得到有力控制，整体经
济形势向好，春节后社会经济活动迅速
恢复，导致污染排放同比有所上升。

四是“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大气污
染防治的指标超额完成，一些地区出
现“歇一歇”“放一放”的思想。同时，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地方政府
有追求“开门红”的动机，一定程度上
放松了对企业的监管。

■大气污染治理形势依
然严峻

一季度国民经济“成绩单”日前亮
相，GDP同比增长18.3%。统计数据
显示，一季度粗钢、水泥、焦炭等产品
产量同比均大幅增长。

柴发合指出，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产品产量大幅反弹，带来大量大气污
染物新增排放量，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形势严峻。

“要看到，当前我国产业、能源、交
通等结构调整刚刚起步，结构型污染
问题依然突出。”他表示。

从产业看，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
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传统产业规模大、
比重高，且大量布局在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区域，比如京津冀及周边省份钢
铁、焦炭、玻璃、原料药等产量分别占
全国的37%、21%、28%、48%。

我国能源结构仍以煤为主，煤炭
消费总量保持高位且仍在持续增长，
煤炭消费比重超过50%，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单位国土面积煤炭消费量是全
国平均水平的4至6倍，汾渭平原煤炭
在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80%。

柴发合表示，目前部分地区存在
上马“两高”项目的冲动，也对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造成不利影响。

■瞄准消除重污染天气

重污染天气，直接影响人们对空气
质量的感受。“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
到2025年，要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严
刚说，面对这一艰巨任务，要科学设定
重污染天气下降目标，分类施策。对
重污染天气发生频率较高的重点区
域，要求下降幅度更大。力争通过5年
努力，全国人为排放导致（即扣除沙尘
等影响）的重污染天数进一步大幅减
少，全国大部分城市消除重污染。

他指出，重污染天气的发生，诱因
是不利气象条件，主因还是污染排放
量超出环境容量。

“十四五”期间，要按照“三个协
同”的要求，即协同治理PM2.5和臭
氧、协同控制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
排放、协同推进空气质量改善和经济
发展，推进产业、能源、运输、用地四大
结构调整，尤其是强化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区域的结构和布局调整，持续开
展清洁取暖和治污减排，从根本上减
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推进高质量发展。

如不考虑沙尘等自然因素，我国
90%左右的重污染发生在秋冬季。严
刚说，在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形势下进
行精准管控、科学应对，是减少重污染
天数的重要手段。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