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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之渠永不断流
——红旗渠精神新时代传承录

新华社记者 王丁 李亚楠 双 瑞

今年7月，红旗渠全面建成通水50
周年。50年前，这里万人空巷、欢庆渠
成。50年后，这里依然渠水奔流、激励
人心。人们更多是在寻找那股永不枯竭
的精神之源。

20世纪60年代，在共和国最困难的
时候，林县人民历时十年，绝壁穿石，挖
渠千里，将一面“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
精神之旗插在太行山巅。

山河为碑。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之际，我们怎能忘记山中春秋、洞中岁
月，忘记那些修渠的人，那是太行精神最
厚重的积淀。

人心即名。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征程中，我们怎能忘记一个民族曾
经历的苦难辉煌，忘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那是中国梦最深沉的根基所在。

红旗渠总干渠从村庄穿过（7月4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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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
50天，在这场盛会的举办城市上海，筹备保
障工作已经进入“冲刺时刻”，更让全球客商
精神振奋的则是这里正在持续释放的“进博
红利”——越来越多的“进博政策”被固定成
为常态化政策，让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应”
再度升级。

筹备保障工作进入“冲刺时刻”
会场内外的吊顶、灯具、消防喷淋等悬

挂物是不是牢固，沙发、家具、地毯、卫生间
是不是整洁，就连一扇门开合是不是顺畅，
都被专业人士一遍遍审视检查，这是进口博
览会举办场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里
正在进行的风险排查整改行动中的一幕。

还有 50天就迎来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会场内进入了场馆建设、5G网络建设等工
程的“冲刺期”，会场外的上海城市保障服务
工作也已全面进入高标准、快节奏、紧运行
的备战工作状态。

优化城市交通组织方案，实现馆内外
App 交通信息联动；宣布对上海的酒店旅
馆、网约车及部分公共停车场（库）实行为期
20天的临时价格干预；推进 4大类 473项市
容环境整治类工程性项目，推进浦江两岸景
观照明提升；招募、选拔 5000多名志愿者，
以热情服务彰显城市温度；虹桥商务区范围

内新建改建 5G基站等近 200座，预计在 10
月份将全部投入运行……

记者了解到，上海聚焦“进得来、出得
去、行得畅、住得下、吃得好、守得稳”的城市
服务保障工作目标，设立了 15个方面 22个
保障工作小组，明确了 181项重点任务，争
取以一流的城市环境和一流的服务保障，精
心办好第二届进博会。

一些筹备保障工作从年初就已经开始
逐步落实。今年 1月，上海海关在毗邻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的长宁区专门设立了兼具
属地型和功能型的会展中心海关，为进博相
关企业和全区 3500余家海关注册企业提供

“一站式”监管服务。

“进博政策”正被固定和扩大应用
记者梳理发现，在促进贸易便利化、优

化营商环境等领域的新政策里，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进博同款”——一些原本专门为首
届进博会推出的“绿色通道”和政策正在被
固定和扩大到常态化的应用中。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贸易处副处长
蒋将介绍，去年，农业农村部将首届进博会
期间有关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进口和再出
口的审批权限委托下放至上海市，今年第二
届进博会期间，这些权限被再度委托下放给
上海市，实现了“进博政策”的延续。

海关总署口岸监管司副司长党晓红介
绍，在首届进口博览会期间，海关总署量身
定制并落实了 13 项便利举措，其中，延长
ATA 单证册海关签注期限、便利展品展后
处置等政策在首届进博会实践的基础上已
经进行了固化，“在以后的各届进博会当中
都可以享受到，并且我们把这两项措施已经
扩大到其他在中国举行的进口展览会”。

9月初，长宁区政府与上海海关举行了
新一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根据相关协议，
进口博览会相关创新政策未来将优先在长
宁区试点突破，为进口博览会后续产品进口
提供通关便利，“进博同款政策”将能在更大
范围内惠及全球的展客商。

11日，上海浦东新区再度“加码”贸易便
利化相关措施，其中也出现了不少“进博元
素”，包括复制实施展品退运特殊监管区域
等进博会便利化举措，推动更多的贸易平台
纳入进博会展示销售服务平台等。

展品变商品、贸易促投资，“溢出效应”加码
在邻近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虹桥商

务区主功能区物流片区，一个面积数万平方
米的保税仓库引人注目。11日，上海海关宣
布，经政府多部门联合验收，上海虹桥商务
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通过验收。

上海虹桥国际进口商品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贺卫华介绍，进入正式运营阶
段后，这一保税物流中心将可以进一步承
接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应”，通过保税仓
储功能服务长三角区域企业开展相关保
税进出口业务；还能与虹桥商品展示展销
中心等场所联动，开展常态化的保税展示
展销，扩大进口消费，实现更多进博“展品
变商品”。

“溢出效应”加码，有硬件的保障，也
离不开软实力的帮助。12日，虹桥商务区
管委会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而打造
的功能性平台——虹桥海外贸易中心迎来
了第二批 9家海内外贸易投资机构的正式
入驻。

“克罗地亚经济商会上海代表处选择入
驻这里的原因之一便是可以就近便利建立
与进口博览会的协同效应，帮助克罗地亚在
进博会上参展的旅游、农业、IT、能源等领域
的企业未来有更多机会分享中国的发展机
遇。”克罗地亚经济商会主席薄利禄说。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任闵师林说，此前来自新加坡、瑞士等地贸
易投资机构的落户，带动了一批当地企业在
虹桥商务区入驻，让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
应”不仅有商品进入千家万户，更有以贸易
和市场带动投资的升级加码。

新华社上海9月14日电

还有50天！上海与你相约进博
新华社记者 周 蕊

塔利班访俄释信号
愿与美国继续谈

阿富汗塔利班的一个谈判小组 13日抵达俄罗斯首都莫
斯科，与俄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扎米尔·卡布洛夫见面，
确认塔利班准备与美国继续对话。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托德·沃尔特斯同
一天警告，本月底阿富汗总统选举前暴力活动可能升级，盟军
将对军事行动作必要调整，以确保选举顺利。

俄罗斯塔斯社以塔利班设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政治办事
处发言人苏海勒·沙欣为消息源报道，塔利班谈判小组由这一
组织高层成员毛拉谢尔·穆罕默德·斯塔尼克扎伊率领，已经
在莫斯科与俄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卡布洛夫见面。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告诉国际文传
电讯社，俄方在会面期间强调重新启动美国与塔利班谈判的
必要性；塔利班确认，准备与美国继续谈。

塔利班与美国自去年10月开始谈判，双方一度接近达成
协议，内容包括本月 23日在挪威举行阿富汗内部对话。只
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日以塔利班袭击导致美军士兵
死亡为由叫停谈判。

特朗普叫停与塔利班谈判后，阿富汗安全形势骤然紧张，
政府军和外国驻军与塔利班及其他武装组织冲突加剧。谈判
中止后，塔利班暗示愿意与美国继续谈，同时强硬表示会继续
反抗美军占领。 据新华社特稿

美财政部宣布制裁
3个朝鲜网络组织

新华社华盛顿9月13日电（记者 刘晨）美国财政部13日
发表声明宣布，将对3个朝鲜网络组织进行制裁，原因是它们
涉嫌“恶意网络行为”。

声明称，被制裁的3个网络组织均由朝鲜政府资助，涉嫌
对外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基础设施等进行“恶意网络行
为”。根据相关规定，受制裁的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
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自朝美领导人今年 6月底在板门店举行会晤后，双方谈
判一度陷入僵局。据朝中社 9日报道，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
崔善姬表示，朝方愿在9月下旬与美方举行朝美工作磋商。

中国代表139个国家呼吁

充分实现发展权
让发展惠及全体人民
据新华社日内瓦9月13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 13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第 42次会议上，代表 139个国家发表题为“充分实现发展
权，让发展惠及全体人民”的联合声明。

陈旭表示，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各国实践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成功经验表明，发展对实现和享有人权至关重要。

陈旭指出，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蔓延，侵蚀各
国互信协作。各国发展依然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贫困、饥
饿尚未根除，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权的落实未达到预期水平。
各国应以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为指引，促进发展权的实现，
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保证人民平等
参与发展的权利，确保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次会议于9月 9日在日内瓦万国
宫开幕。中国代表 139个国家呼吁充分实现发展权，让发展
惠及全体人民，表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心声，发展中国家代
表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感谢。

津巴布韦前总统
遗体下葬日期推迟

据新华社哈拉雷9月13日电（记者 张玉亮）津巴布韦总
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13日表示，由于为前总统罗伯特·穆加
贝建造的陵墓尚未完工，原定15日举行的穆加贝遗体下葬仪
式将推迟举行。

姆南加古瓦在总统府对记者表示，经政府与穆加贝亲属
协商，穆加贝将被安葬在位于首都哈拉雷的国家英雄墓的一
座专属陵墓中。这座陵墓尚在建造中，无法于15日完工。陵
墓建成前，穆加贝遗体不会下葬。姆南加古瓦没有透露陵墓
预计完工日期。

穆加贝本月 6日在新加坡一家医院去世，享年 95岁。津
巴布韦政府当天授予穆加贝“国家英雄”称号，并宣布津巴布
韦进入全国哀悼期，直至穆加贝葬礼日。

山魂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中华民

族五千年来优秀文化从未中断？到底是一
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中华民族每到危亡关
头都可以绝地反击、生生不息？

太行绝壁上“抠”出来的红旗渠或许
可以给出答案。攀上缠绕在太行腰间的
红旗渠，人们会无比震撼，仿佛感受到山
的魂魄。

这魂魄就是中华民族顽强奋斗、自强
不息的精神品格。

1960年，红旗渠开挖不到4个月，就遇
到了大麻烦。炸过的悬崖，山石松动，不时
掉下的石头造成人员死伤，有人提议渠不
修了。

以任羊成为首的凌空除险队站了出
来。“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
一次，吊在半空的他被飞石砸到门牙，他掏
出手钳一把拔掉，继续除险。

十万个像任羊成一样的开山者，削平
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双手刨出的
太行山石，可以修一条高3米、宽2米的“长
城”，连接哈尔滨和广州。

林州人都说，红旗渠里流淌的是精
神。这条精神之渠，来自饱含中华民族气
质的太行山脉。

红旗渠，让磨砺千年的民族精神化为
有形的“人工天河”，奔流至今。

张益智出生第二年，1500多公里的红
旗渠全面建成。那是 1969年 7月，刚结束
十年奋战的林州人豪气干云，“引水如牵
牛，劈山如切菜”。

耳濡目染下，张益智继承了太行山石
般坚硬的个性。

由于家贫，张益智 16岁就外出打工，
连双鞋都没有。光着脚干了 71天活，脚底
的皮磨得比皮鞋底都硬，母亲心疼得很，他
却只顾着为71元钱的工资高兴。

他不甘心做小工，想当更有含金量的
瓦工。管事的不让学，他趁着休息时间偷
偷学。19岁，他如愿成了瓦工班长；21岁，
当上管理工人的工长；26岁，他就成立建筑
公司独当一面了。

2012 年，在当地保护生态、发展旅游
的号召下，张益智接手家乡几乎废弃的万
泉湖景区。投入 5000多万元后，道路、植
被等初见成效，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却冲
毁了这一切。

“丢了钱不能再把名字丢了，继续干
吧！”张益智二话不说，更多钱投进来，全
国各地 2000 多名员工调回来，附近老百

姓蹚着水来捐款。大战一百天后，景区焕
然一新。

目前，景区累计投入 5亿多元，修了 30
多公里山路，绿化 2万亩荒山，还建有高标
准民宿，一片光秃秃的石头荒山真正变成
了湖清林秀的风景区，每年接待游客 50余
万人次。

这种逆流而上啃下硬骨头的滋味，45
岁的王付银深有共鸣。

他有一支 300 多人的建筑队伍，号称
“老虎营”，专接别人干不下来的高难度活
儿。汉十高铁关键控制性工程——崔家营
汉江特大桥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连续刚构
拱桥，300米跨度没有一根柱子，王付银团
队 24小时施工，不仅圆满完成任务，还抢
出了70天工期。

这是精神的传承。20世纪 80年代，十
万修渠大军出太行搞建筑，凭着吃苦耐劳
的品性，林州建筑闯出了名气和口碑。如
今，仅在当地注册的建筑公司就达 860家，
撑起了林州经济的半壁江山。

渠心
“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

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70余年前，
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
一书中的感言，用来解释红旗渠的修建同
样贴切。

缺水是千百年来林州最深、最痛的记
忆。从明朝建县起，林州县志上就频现“大
旱、连旱、凶旱、亢旱”等字眼，多次发生人
相食的惨剧。

对水的渴望有多迫切，林州对开渠人
的感念就有多深挚。明初知县谢思聪开凿
不足十公里的洪山渠，受益百姓筹资建“谢
公祠”，并将“洪山渠”改名为“谢公渠”。

但苦难的缺水历史并没有终结，直到
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因打翻水桶而自责
上吊。31岁的县委书记杨贵站出来了，多
方考察后，县委决定从山西平顺县引浊漳
河水入林县。

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策。杨贵不仅
面临工程技术上的风险，还面临政治前途
上的风险。红旗渠开建没多久，就有人攻
击他劳民伤财。

多年后，杨贵回忆当时的心境：“我们
可以坐着等老天爷的恩赐，这样我们的乌
纱帽肯定保住了，却战胜不了灾害，遭殃的
是人民群众。”

群众的渴望就是最大的动力。县委征
求意见时，林县百姓说：“国家没钱，我们自
带干粮也要修成，这是祖祖辈辈的大事。”

“抢晴天，战阴天，小风小雪是好天，汽
灯底下是白天，争取一天当两天。”为着千
年的盼望，在山中风餐露宿的林县百姓化
苦为乐：“撕片云彩，擦擦汗；凑近太阳，点
支烟。”

悲壮又浪漫。在 6800 多万元的红旗
渠总投资中，国家投资 1025.98万元，仅占
比14.94％，超过85％的投资来自地方和群
众自筹。

红旗渠是一个写满初心的地方。
2013年，55岁的王生有同样面临一个

选择。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20多年的大哥
王自有，在为村里修路奔波的途中突发心
梗病逝，盘龙山村的“天”塌了。

王生有常年在外做生意，因车祸失去
一条手臂。乡亲们想让事业有成的他回村
接任支书。回，还是不回？对兼具党员和
亲人双重身份的王生有来说，根本不是个
问题。

盘龙山村海拔 1300 米，山高沟深，修
一条下山的路是全村人的期盼。王自有
带领村民奋斗多年终于打通一条 9公里的
土路，准备水泥硬化时，他却壮志未酬身
先死。

王生有承接哥哥的遗愿，也扛起了全
村人的期盼。多方奔走，他终于将坑洼不
平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

路通了，致富就有了希望。他又带领
村民绿化荒山 3000多亩，种植花椒、核桃、
中药材 1000多亩，不仅卖土特产有收入，
也为旅游打下基础。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我大哥生前
的愿望，也是我奋斗的目标。”王生有说。

从空中看，盘龙山村蜿蜒的山路如一
条长龙，与远山间缓缓流淌的红旗渠遥相
呼应。这是跨越半个世纪的心灵感应，是
共产党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所在。

红旗渠畔还传颂着一位女支书郁林英
的故事。在她带领下，昔日坡多地少、偏僻
荒凉的庙荒村摘掉了贫困帽，实现了基础
设施提升、乡村旅游红火的华丽转身，成为
太行山侧的一颗明珠。

他们是林州党员干部的一个缩影。还
有许许多多共产党人，他们的名字或许不
为人知，但多年来彼此接力，活跃在带领老
百姓战太行、富太行、美太行的最前线。

路标

李广元，从农村铁匠铺起家的林州钢
铁大王，大半辈子没离开过钢铁，却在年过
六旬之后，闯进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电子级玻璃纤维制造。

生于 1948 年的李广元虽只参加过红
旗渠收尾工程，却是个典型的具有红旗渠
脾气的人。

当年修渠，有一首为小推车所作的歌：
“山里人生性犟，后面来的要往前面放。”意
思是大家一起推车，歇脚时，走在后面的一
定要把车放到前面才停下来。

“干就干世界最先进的、最好的，要跑
到国家和世界的前列。”即便是从未涉足
过、比绣花还要精细许多倍的电子玻纤领
域，这个钢铁汉子也绝不甘居人后。

9微米、7微米、4微米，仅用 4年时间，
李广元就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赶上，不
是李广元的目标，他还要超过。来自国内
外的 20多人研发团队正在红旗渠畔以当
年“劈山挖渠”的精神攻克科技难关。

李广元的脾性，恰似中国人的典型
品格。

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生当作人
杰，死亦为鬼雄”，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传颂千年的名句彰显了中华
儿女敢为人先、永不服输的气节。

李广元的选择，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
核的继承，也是红旗渠精神在当代的延续。

1966年 4月，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前，特
等劳模张买江的母亲赵翠花坐在渠边整整
守了一夜——她想先打第一桶水。丈夫修
渠牺牲后，她又把儿子送到渠上，这位倔强
而坚毅的女人把水视作了亲人。

13岁的张买江上了工地，成为最小的
修渠者。山路坎坷，几天就磨破一双鞋。
他把废旧轮胎制成鞋的模样，穿久了，脚底
板磨出又厚又硬的茧。直到今天，这些老
茧还要隔段时间就用刀片刮一遍，不然疼
得走不成路。

红旗渠修了10年，张买江干了9年，最
宝贵的青春岁月都是在修渠中度过的。几
十年后，他又从事了更有价值的事业——
红旗渠干部学院特聘教师，向全世界讲述
红旗渠的故事。

从修渠到讲渠，半个世纪以来，他的生
命与红旗渠紧紧连在一起。

即使讲过无数遍，可每次上台重温当
年修渠的故事，张买江都忍不住动情，听者
往往也感同身受、泪光闪烁。

自开建起，红旗渠就是一条闪耀着奋
斗和梦想之光的河流。作为中国精神的象
征之一，它的纪实电影登上过联合国的舞
台，也吸引了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友人前来参观。

如今，每年有超过 20万人到红旗渠进
行红色教育和培训，其中，不少是来自国外
党政机构的学员。他们希望来此找到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行的秘诀。

日本访客深谷克海自 1976年至 1995
年，先后 12次造访红旗渠。他认为，红旗
渠精神加上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就是世界
发展的方向。

他领会了一个民族的特质，只是还没
有触摸到这个民族的灵魂。

对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红旗渠时时
叩问的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凭
什么走到今天，又凭什么去开创未来？

红旗渠，既是历史答案，也是时代考
题。这里，不仅有中国的过去，更有中国的
未来。 新华社郑州9月14日电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1956年 1月 15日，北京各界 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

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
同志出席了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
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锣鼓
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1953年，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社会主义
改造开始进行。农业一般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手工业一般经历了生产合作小
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大体经过了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
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及完成以后，国家先后以“四马
分肥”和支付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
商业者 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这种做法，
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

到 1956 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
96.3％；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
91.7％；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 99％，私营商业户数的 82.2％，
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至此，中国农业、手工
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经济基础的建
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基本形
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
奠定了制度基础。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