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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展神州大地的高速公路，串联

起星罗棋布的红色印记。

罗蒙山脚，正午时分，位于湖南

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恭城书

院，静静地向往来游客讲述那次重要

的转折。

1934 年 12 月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途

经通道境内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恭

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讨

论，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得到

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通道转兵”于

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为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

础。

黄土苏维埃政府旧址、芋头红军

路、小水战斗纪念碑、梨子界红军墓、

锅冲兵书……据统计，仅在通道县，

红军留下的纪念设施、遗址遗迹共计

33 处。在湘桂地区，类似的红色景点

更是难以计数。

然而，一直以来，这些优质生态

和 红 色 旅 游 资 源“ 养 在 深 闺 人 未

识”。“路程太远，花费时间久，参加旅

游推介会时，没有旅行社愿意来。”通

道县副县长郑紫婷说。

近年来，厦蓉、包茂等高速公路

相继建成，道路延伸到景区门口。穿

“ 红 军 装 ”、走“ 红 军 路 ”、吃“ 红 军

饭”……湘桂地区依托红色资源，借

力高速公路，开始共同打造红色文旅

品牌。

沿着包茂高速公路，途经延安、

南泥湾，游客孟先生从内蒙古包头一

路南下来到通道县。“在湖南和广西，

很多红色景点都在路边。这一路走

来，我对党的历史和精神有了更深入

的理解。”他说。

路 通 则 业 兴 。 以 通 道 县 为 例 ，

2020 年接待游客超过 500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32.8 亿元，以旅游为主导

的 第 三 产 业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达

54%。

郑紫婷说：“现在道路通达，发展

旅游有了更多的底气。下一步我们

将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充分发挥红

色文旅带动作用。”

记者了解到，这些年，全国多地高速公路建设向着红色地区延

伸，串联起了一大批红色景区，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红色景点，亲

身体验和传承红色文化。

一条条穿越红色印记的高速公路，同时传递着永不磨灭的红

色精神。

——沪嘉高速，初心之地走出“第一路”，是我国大陆首条建成

的高速公路。当时参与设计的徐一峰说：“这是一条用双脚量出来

的路。那时条件差、技术落后，我们就凭着为国家修一条高速路的

劲儿，从上海走到嘉定，边走边勘测。”

——京承高速，养路工吴喜军坚守 24 年，每年巡视的路基桥梁

连起来可以绕地球 1 圈。他说：“要尽全力守护好这条路，服务好每

一位高速公路上的司乘人员。”

——京新高速甘肃段，戈壁大漠里，常年飞沙走石。马鬃山高

速公路大队的辅警们远离城市和家人，护卫着这条道路的安全与

畅通，坚信“只有荒凉的地方，没有荒凉的人生”……

30 余载，从田间泥路到高速公路成网，一位位交通人守初心、

担使命，用行动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沿着高速看红色风景。路，亦是风景！

（记者 周圆 魏玉坤 王辰阳 丁怡全）

（新华社北京 5月 2日电）

“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是如何度过的？

一大早就前往办公室研究大豆育种；在云南省首个脱

贫的深度贫困区一线走访，为当地产业脱贫工作“出点

子”，中午还去查看果蔬长势；在工作岗位上研究智慧供电

保障工作……

劳动节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他们，是我们身边最美的

劳动者。

王德亮：
三十载痴情育种铸豆魂

5月 1日，一大早，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黑

龙江省农垦科学院农作物开发研究所研究员王德亮就来

到了办公室。

办公桌上放着两本田间调查本，里面记载着大豆生长

情况和实验数据。“像这样的本，一年要用好几个。”王德亮

一边说，一边翻开本子。

一项项数据，一次次实验，见证了王德亮 30 多年的大

豆育种情。在大豆生物育种室的实验室，不同的大豆种质

资源，用袋子装在不同的抽屉里。王德亮随便抽出一个，

大豆品种特性都烂熟于心。

1986 年，王德亮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农垦科

学院农作物开发研究所，在这里，他走上了育种科研之路，

“那时候所里大豆育种研究刚起步，在黑龙江垦区仅属三

流水平”。

一个品种的育成，需通过杂交、选育、鉴定试验、区域

试验和生产试验后才能审定，至少要 10 年时间。为了把大

豆育种搞好，王德亮就像拧上了“发条”，他住在单位，随时

去试验田查看。“中午时间段，大豆授粉效果最好，为了不

错过最佳时期，妻子经常把饭给我送到试验田的地头。”王

德亮说。

十年磨一剑。2000 年，王德亮培育的大豆品种垦丰 5

和垦丰 6 通过了审定，这两个品种高产稳产，适应性强，抗

大豆灰斑病，受到市场欢迎。

2000 年至 2020 年，他共培育出 77 个大豆品种。截至

2020 年，垦丰、垦豆系列大豆品种，在黑龙江省内外已推广

7700多万亩。

他在简朴的办公室向记者说起自己的“小目标”：垦丰

16 等品种尽管单产水平仍很高，但也面临抗菌核病弱的难

题，退休之前要培育出抗菌核病等综合性能更好的大豆品

种。

边慧夏：
3000公里外的脱贫“带头人”

1 日上午，2021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援

滇干部联络组副组长边慧夏动身前往云南省昆明市东川

区的面条厂，在生产线上“转悠”，他和工厂的管理人员一

起商量如何提高“昆品入沪商城”小程序的辨识度，方便更

多的老年用户。

因为“昆品入沪商城”上的阳春面在上海消费市场的

需求旺盛，深受老年人、白领人士的欢迎。

2018 年 8 月，边慧夏向组织郑重提出申请，和 28 位上

海援滇干部一道，走向彩云之南，奔赴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开启了人生新的航程。

世人眼中的昆明，有着“春城”的美誉，但边慧夏前往

的东川区，因铜矿资源逐渐枯竭，自然环境“多山少水无平

地”，发展农业规模化种植难以实现，当地经济发展缺少

“拿得出手”的支柱产业。

如何彻底拔掉“穷根”？边慧夏决定围绕东川区的特

色农产品做文章。他了解到，东川区有养殖兔子的传统，

距离兔肉消费量较大的四川也不远，决定发展肉兔养殖

业。在边慧夏的带领下，东川区养殖能繁母兔 2000 多只，

惠及贫困户 373户 1364人。

“脱贫的过程中，村民最怕的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在对

接市场、创新生产、拓展销路方面，我们不断在‘动脑筋’。”

边慧夏说，针对老人生日长寿面的需求，我们专门推出了

定制款的长寿面，“七十大寿就可以选用 70 厘米长的长寿

面，在材质、包装上的多种创新让我们的‘回头客’越来越

多”。目前，东川面条厂年产量达万余吨，年营业额 5000 多

万元，年利润 250 多万元，惠及两个村庄 1300 多名贫困人

口。

2019 年 7 月 16 日，东川区成为云南省首个脱贫的深度

贫困区，昆明市也成为云南省首个全面脱贫的州市。

“心在哪里，就在哪里收获；爱在哪里，就在哪里结

果。”边慧夏在扶贫日志中这样写道。

谢邦鹏：
“三清高材生”变身创新“领头羊”

“在家总是闲不住。”1 日下午，全国劳模、国网上海市

电力公司浦东供电公司张江科学城能源服务中心主任兼

数据管理组组长谢邦鹏，结束了一上午的劳模公益活动

后，再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办公室，研究“能源管家”等智慧

供电保障工作如何升级。

穿着工作服，看起来和普通的电力工人没有太多区

别，“80 后”谢邦鹏其实是清华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的“三

清高材生”。2008 年毕业时，不少高薪、高福利职位都向谢

邦鹏抛出了“橄榄枝”，但他选择了上海，选择了从一线工

人做起。

从博士殿堂走进一线班组，没想到第一次到现场发现

自己很多事情根本不懂，只能傻傻地旁观。谢邦鹏决定给

自己“清零”，一切从头学起，他成了班组里拧螺丝、接线

头、看图纸、做笔记最多的人，也在这一过程中成长为骨

干。

去年的“战疫”期间，谢邦鹏提前为辖区内发热门诊医

院开展隐患排查，保证供电万无一失，还亲自上阵，投入到

为防疫单位紧急增容供电的战斗中，实现了当天完成核

容、当天方案正式答复、当天完成出图，一周内外线工程施

工条件全部到位的“上海速度”。

2015 年，谢邦鹏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后，截至目前，他

的团队获得专利授权 50 多项、省部级以上成果奖项 20 余

项。

“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这是

我们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使命和担当。”谢邦鹏结合大数据

技术，提出“能源管家”服务模式，张江科学城能源服务中

心成立一年多来，他的团队共走访客户 1840 户，分析需求

8000 余条，服务效率提速 20%以上，实现了城市大脑与能源

大脑“两脑”的有机融合。

（新华社上海5月1日电）

“ 五 一 ”这 一 天
——最美劳动者的“假期生活”

新华社记者 周蕊 王建 唐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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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中国棉花协会发布《“中国棉花”生产管理规

范》，并与六家业内大型骨干企业签订“中国棉花”可持续

发展项目生产端合作协议，“中国棉花”可持续发展项目正

式启动，推动中国棉花行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消费、纺织品出口国，第二大

棉花生产国。目前，新疆是我国最大、世界重要的棉花产

区。2020年新疆棉花产量达 516.1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

87.3％。新疆棉花受到国内外商家和消费者的普遍青睐。

新疆棉花种植业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在近十年有了

重大突破，据新疆农业部门发布的 2020 年数据显示，新疆

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 69.83%。新疆企业将继续加大科技

投入力度，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更好地

开拓国际市场。

上图：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生物技术研究室主

任袁有禄（左）、国家棉花产业联盟副理事长王进华在喀什

地区莎车县指导播种（4月 11日摄）。

下图：棉农在喀什地区莎车县播种“中棉所 127”品种

棉花（4月 11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中国标准”推动“新疆棉”高质量发展

公 示
由我公司承建的“林芝至米林机场专用公路新改建工程机电工程全一标段”已完成全部施工，工程款已按合同约定拨付

到位，民工工资均已足额发放，现我公司进行民工工资支付结清公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与我公司

联系处理。

联系人：杨海燕 联系电话：13370145702
特此公示

四川京川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林芝至米林机场专用公路新改建工程机电工程项目经理部
2021年 5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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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记者 白阳）记者日前从司法部获悉，近

年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建立科学民主依法决

策机制，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

据悉，2019 年施行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合理确定

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的适用条件，合法性审查和集体

讨论决定成为所有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目前，政府法律顾

问、公职律师制度普遍建立，为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力度不断加强，合法性

审核机制普遍建立，有效减少了越权文件、违法文件、“奇葩”文件

的出台。

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各地政府工作部门普遍制定并公布权

责清单，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得以确立。行政审批事

项大幅压缩，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市场监管方式不断创

新，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逐步建立。持续推进“减证便

民”，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等

现象明显改观。

记者还了解到，根据中央依法治国办工作安排，司法部今年将

部署开展第二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2019 年中央依

法治国办印发的《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意见》明

确，从当年开始，每两年开展一次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活动

主要面向市县政府，包括综合示范创建和单项示范创建。

司法部：

我国基本建立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记者 戴小河）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5 月 1 日全天，

全国邮政快递业共投递快递包裹 2.6 亿件，

同 比 增 长 近 30%。 揽 收 快 递 包 裹 2.28 亿

件，同比增长 25%，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的

良好势头。

今年以来，得益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

恢复、消费市场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城

市及农村等下沉市场快速增长，邮政快递

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发展动力活力进一

步增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一季度，快递

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完成 219.3 亿件和

223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5%和 45.9%，近

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34.4%和 20.4%。“五

一”假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了快递

业务量高速增长。

为了做好“五一”假期寄递服务保障工

作，国家邮政局节前下发通知，要求邮政快递

企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寄递服

务保障工作，加强人力、物力、运力储备保障，

合理安排生产运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全

力满足人民群众节日期间寄递服务需求。

“五一”当天全国快递投递量同比增近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