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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赋能数字经济一是赋能数字经济，，共铸智慧社会共铸智慧社会

加速引擎加速引擎。。中国移动致力于打造世界一

流的新型基础设施，助力经济可持续发

展。截至 2019 年底，服务 9.5 亿移动客

户、1.72 亿家庭宽带客户和 1028 万家政

企客户，在全国累计开通了超过 5 万个

5G 基站，在 50 个城市正式开启 5G 商用

服务；面向垂直行业打造了智慧医疗、智

慧交通、智慧校园等超过 50个 5G 行业示

范应用，为各行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服务 8.84 亿物联网客户，OneNET 物联

网平台汇聚企业 11825 家、赋能近 15 万

开发者。同时，公司全面提升客户服务

质量，加强客户权益保护等制度建设和

运营管理，为客户提供满意服务；强化通

信服务保障，全年完成各类应急通信保

障任务 6800 次，拦截国际诈骗电话 1016

万次，月均处置垃圾短信 4亿余条。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共创普惠包容共创普惠包容

幸福生活幸福生活。。中国移动积极推进先进信息

技术普惠于民，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

通过“电信普遍服务工程”累计完成 4.3

万个行政村宽带建设，其中有线宽带覆

盖 3.8 万个行政村，4G 网络覆盖 4564 个

行政村；通过“爱‘心’行动”累计为确诊

的近 6 千名贫困患儿提供免费先天性心

脏病手术救治；通过“蓝色梦想”项目累

计培训 12.7 万余名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校

长。构建基于“1+3+X”体系框架的“网

络+扶贫”模式，截至 2020 年 4 月，已对口

帮扶 7 个县、7 个乡，帮助 1068 个村脱贫

摘帽、帮扶近 100 万贫困人口脱贫；积极

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创新手

段帮助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共享公平

发展机会。

三是践行绿色发展三是践行绿色发展，，共建生态和谐共建生态和谐

美丽家园美丽家园。。中国移动通过自身绿色经营

和带动供应链节能减排，助力环境可持

续发展。公司连续 13 年开展“绿色行动

计划”，增强自身应对与适应气候变化的

能力，2019 年直接投入 1.6 亿元用于“绿

色行动计划”，单位信息流量综合能耗较

上年下降 43%，全年节电 22.1 亿度，相当

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41.5 万吨。同时，

公司积极研发推广支持海量、多维度环

境数据实时采集和高效处理的环境治理

信息化解决方案，“蓝天卫士”应用为 300

个县级或县级以上地区提供大气污染防

治信息化支撑，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坚持绿色采购，带动供应链绿色发

展，公司新增主设备绿色包装应用比例

达 69%。

2019 年，中国移动连续十五年在国

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

核中获得最高级别 A 级评价；位列中国

企业评价协会“2019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500 优”榜单第四名，荣获“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十大样板企业”称号；公司扶贫工作

获评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考核最高等次，

获得全国扶贫领域最高奖——“2019 年

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获评“全球环

境信息研究中心（CDP）”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领导力级别企业和中国内地最高评

级企业。

2020 年是中国移动成立 20 周年，公

司始终坚持“创无限通信世界，做信息社

会栋梁”的企业使命和初心，全方位履行

央企责任，在关键时刻主动担当作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移动将抗击疫情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通过国务院国资委专用账户向湖北

省慈善总会捐赠 5000 万元，14.5 万名员

工党员自发捐款 1950 万元支持战“疫”。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通信保障、服务保障、

防控保障“三个保障”工作，公司累计投

入近 6000 万元资金用于火神山、雷神山

的网络覆盖建设，累计派出应急保障人

员 360 万人次；为 3.4 万名医护人员每人

充值话费补贴 1000 元，“爱心不掉线”免

停机服务覆盖客户超过 90 万户；配合政

府相关部门免费发送超过 998 亿条防疫

公益短信，“疫情防控行程查询”服务全

国累计查询次数达 5 亿次。与此同时，

5G 的技术优势与业务特长在抗击疫情

的过程中得到了突出、集中体现，基于

5G 的远程办公、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

丰富应用为相关方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展现出巨大的

社会价值创造潜能。

当前，国家正全面布局加快以 5G 为

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移动将

不断加快 5G 布局，通过“新基建”升级

“新消费”，形成“新动能”,推动实现高质

量发展，为更好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

不懈努力，与相关方携手共迎智慧美好

未来。

5G+未来无限可能

中国移动发布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6 月 18 日，中国移动 2019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正式发布，这是中国移动的第十四份可持续发展报告，从 2013 年起报告连续七

年获得“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专家委员会”五星级评价。

2019 年报告以“5G+ 未来无限可能”为主题，首次提出中国移动可持续发展“139”行动模型，传达中国移动发挥自身所长，与

利益相关方携手共建智慧社会、共享美好生活的理念，勾画 5G 融入百业、服务大众的美好蓝图。报告发布的同时，中国移动在自

有营业厅开展总经理接待日暨第四届“社会责任沟通日”活动，广泛听取客户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移动杨杰董事长在报告中表示：“5G 正在开启数字经济的全新时代，为实现人类共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问题解决的新

方案、开辟了价值创造的新空间。”2019 年，中国移动以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为指引，全面实施“5G+”计划，推动 5G 与国计民生

各领域的融合、融通、融智，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实际行动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2020 年 4 月 30 日，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在珠穆朗玛峰 6500 米营地开

通世界海拔最高 5G 基站。

▲中国移动西藏公司珠穆朗玛峰 5800米营地 4/5G 基站。 ▲中国移动西藏公司积极开展 5G 网络建设。 ▲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在对口援建的改则县建设蔬

菜大棚，解决当地群众吃菜难问题。

年少时的李小波，希望自己不再饿肚子。成家后的他，希

望孩子不要像他被迫辍学。搬迁后的他，希望能从五湖小组

走向五湖四海。

希望一直是有的，但改变却在近年才发生。年仅 37 岁的

李小波近 5年经历的，是他祖辈都未曾想过的世界，生活条件、

发展观念等都发生了转变。而这源于一个艰难的决定：易地

搬迁。

李小波生活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托

坪村，这是一个位于高黎贡山上的怒族村落。山上的生活几

十年如一日，村民住在木板搭建的房屋里，陡峭的山坡上仅能

种玉米、土豆、核桃等作物。

“能吃上玉米饭就不错了。”李小波说，过去仅有的改变，

就是房顶的茅草变成了石棉瓦，不用因缺被子，担心火塘熄灭

被冻醒。

山外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山上生活不值得过。但村干

部 2016年动员大家搬迁时，却遭遇“当头棒”。“不愿搬、向我们

吐唾沫。”村委会主任王小波对做搬迁工作的场景依然印象深

刻。

虽然山上的住房、饮水安全都存在问题，每日重复劳动反

倒让他们感到踏实。“收入从哪来，山上的产业怎么办？”这是

群众问得最多的问题，扶贫干部用老师不愿来、外村姑娘不愿

嫁等案例来做群众思想工作，还带他们去周边安置点考察，让

大家知道生活的方向。

“动员过程不容易，但大家还是同意搬迁。”驻村扶贫第一

书记和锐说，搬迁项目建设启动后，村里的小孩回家路过建设

点都会停下来看看，还问家长何时搬下来。

去年初，位于托坪村委会五湖村民小组的搬迁点正式建

成启用，这个与乡政府仅一江之隔的搬迁点是村里最好的地

段。来自托坪村、普洛村、架究村、果科村的 163户群众至此告

别木板房，搬入整洁明亮的新家。

一排排黄色外墙的楼房成为峡谷里显著的标识。搬家当

天，李小波的儿子李欧凯非常开心。在山上拍球总担心皮球

滚下山，有时捡球比拍球的时间还长。现在搬迁点有他想要

的篮球场，晚上都可以打球了。

“弟弟妹妹已经不愿回山上了。”10 岁的李欧凯说，自己有

时候还和爸爸上山干活，但新家有独立的卫生间，离学校也更

近，还能骑自行车，还是山下更舒服。

为了让大家尽快融入五湖，当地通过开设扶贫车间，进行

劳动技能培训，对外劳务输出等方式，让大家有活干、能赚钱。

下 山 后 的 李 小 波 身 份 多 了 起 来 ，觉 得 每 天 时 间 都 不

够 用 。 作 为 生 态 护 林 员 ，他 要 负 责 巡 山 护 林 。 最 近 他 在

扶 贫 车 间 学 习 竹 编 ，逐 渐 学 会 竹 编“ 福 ”字 和 竹 编 玫 瑰 。

而 妻 子 学 会 了 用 草 果 杆 编 织 工 艺 品 ，还 成 了 扶 贫 车 间 管

理 员 。

“收入上来了，山上的产业也不能丢。”李小波说，扶贫干

部为他们配置了草果、花椒、茶叶等产业，去年草果收入超过

一万元。

72 岁的四玛张是李小波的母亲。四玛张说，有了好政策，

才吃上了大米，好时代比火塘还温暖。

到去年底，托坪村有 119 户贫困户实现脱贫，全村贫困发

生率从 65.24%降至 0.59%。

王小波认为，贫困发生率下降的背后，其实是中间一代人

迈出接触学习新事物、适应新环境的艰难一步。

如今，托坪村群众已告别封闭、融入五湖，并随着奔涌的

怒江，去到更远的五湖四海。搬迁后，村里已有 4 户娶了媳

妇。在此之前，村里有 5年都没办喜事了。

“五湖就是我们的家。”李小波说，希望未来能有一条上山

的机耕路，让我们的产业也能顺畅地通向五湖四海，把自家发

展好，把家园建设好。

（据新华社昆明电）

杏子黄熟的夏日，南疆老村医买提热依木·如孜向记者敞

开心扉。说起世居的小村庄，他津津乐道。

在新疆于田县科克亚乡巴什艾格来村，从当保健员算起，

买提热依木“从医”已有 40 年。1980 年，这个高中毕业考上卫

校却因家贫无力入学的小伙子，被村里人当作文化人推荐，当

上保健员。之后，他亦农亦医，直至 2011 年村里建起卫生室，

他才像城里的医生一样坐诊开药。

40 年间，买提热依木看惯

了村头桑果熟落和沙枣花香。

他说，临近退休，看到村里的变

化越来越大，变得离年轻时的

记忆越来越远。

变 化 一 ，村 民 看 病 吃 药 不

发愁。

买 提 热 依 木 当 了 保 健 员

后 ，一 边 负 责 给 村 民 打 防 疫

针 、发 糖 药 丸 ，一 边 继 续 在 队

里挣工分。那时候，南疆农村

没有卫生室，也没有医生。村

民 大 都 是 小 病 拖 、大 病 扛 ，实

在 不 行 才 送 到 医 院 。 男 女 老

少也没什么卫生健康意识，喝

生 水 ，吃 土 盐 ，“ 大 脖 子 病 ”一

直缠绕不去。

而如今，村里不仅建起 60 平方米的卫生室，还设置了

疫苗接种室、观察室、药房和医生诊疗间，配备了冰箱、血压

计 、体 温 计 、血 糖 仪 及 中 药 理 疗 设 备 等 。 村 民 有 个头疼脑

热，既不用跑远路，也不用窝在家里硬扛。

最让人开心的是，从 2018 年起，村民开始享受免费体检。

经乡医院检查后，谁有高血压、糖尿病，谁有肺结核，会按时到

村卫生室调理治疗。“每天都有 10 到 15 人来看病开药，有城乡

合作医疗，基本不用自己花钱。”

在门外的公示栏里，张贴有卫生室的职责：承担全村的健

康扶贫、疾病救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慢性病管理、传染病防

治、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工作。“村里人谁不舒服了打手机，

我们也会上门去。”

变化二，村民吃穿住行大变样。

因为是保健员，买提热依木挣的工分高一些，但即使这

样，多年来他吃的也是乌玛什（玉米糊糊）和包谷馕，逢年过节

才能吃点白面和羊肉，出远门也只能坐驴车。各家各户住的

都是干打垒墙和玉米秸杆覆顶的土房子，一张毡子上睡一家

人。男人穿大开襟袷袢，不论寒暑，大多戴羔皮帽；女人则长

裙裹到脚踝，紧裹头巾。

“现在你看看，村里还有谁家有驴？你再看看，村里人还

有戴皮帽、裹头巾的吗？”的确，在整齐平直、硬化的村道上，往

来的村民大都衣着现代，男人穿短袖 T 恤长裤，女人多穿连衣

裙或牛仔裤，除了最多见的电动车，还有小汽车不断驶进驶

出。

医务室的隔壁是村里的小夜市，有 3 家摊位和 4 张桌子，

天气热了，每天卖得最好的是烤肉和冰镇啤酒，当然也少不了

人人都爱吃的拌面和抓饭。“我也喜欢吃米饭炒菜，家里有煤

气灶，做起来很方便。”买提热依木说。

与邻居们一样，买提热依木住的是富民安居房，砖木结构

的四间房十分敞亮，铺有花毡，不过不是铺在土炕上，而是在

木床上。院子里，新搭的葡萄架上，南瓜茎蔓开始悄悄攀绕，

架下的万寿菊长得整整齐齐。

变化三，村民思想观念更新快。

没能上中专，是买提热依木最大的遗憾，而他弥补遗憾的

方式是让自己的孩子上好学。很难想象，在远离城市的南疆

乡村，这个朴实的村医竟然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全国重点大学：

二女儿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如今从事特殊教育；儿子考入厦

门大学，今年毕业后打算留在上海。

一生行医，本来就让乡亲们敬重，而儿女成才更让买提热

依木脸上有光。“过去，村里不上学的小孩子挺多，这几年没有

了。”在南疆村庄，青少年失学、辍学现象一度很普遍，而眼下

小学、初中的入学率接近 100%，巴什艾格来村自然也不例

外。政府提供的免费入学以及法律知识的普及，让村民们渐

渐认识到，孩子上不上学不是父母说了算，知识改变命运。“现

在，大家是真心羡慕我！”

家里唯一的男孩打算在上海就业，买提热依木承认自己

会很想念。“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用视频说话；而且我尊重孩

子的选择，走多远都可以！”与他一样，村里的老人对孩子外出

务工也越来越开明，村里的年轻人进城打工，甚至远赴内地，

遇到的劝阻少了，听到的鼓励多了。

过去，南疆相对封闭，与外界交流少，包括买提热依木，普

通话说得并不好，为了给记者介绍情况，他只好请同室的年轻

村医当翻译。不过，随着上学和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村

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热情高涨。“小娃娃都比我说得好，我

有点没面子。”

阳光透射下的村庄，略带一丝浮尘的气息。有外来者光

顾，买提热依木介绍得很细致，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事情。而

此时的南疆，脱贫攻坚已进入倒计时，历史即将掀开新的一

页。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五 湖 为 家
—李小波下山记

新华社记者 杨静

南疆老村医话南疆老村医话““新新””事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建刚丁建刚 郝玉郝玉

南疆老村医买提热依木·如孜（左一）与三名同事在新疆于田县科克亚乡巴什艾格来村卫

生室门前合影（5月 21日摄）。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