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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因乡道（Y029）莫莫格至哈吐气公路哈吐气桥改造开工建设，

镇赉县公路建设办公室将组织该路段实行半封闭施工，即日起乡
道（Y029）莫莫格至哈吐气公路 K0+100处哈吐气桥路段(哈吐气
乡哈吐气村南），禁止大型货车及半挂牵引车、七座以上客车通
行，途径此路段以上车辆请绕行省道镇莫线（S515）莫莫格至镇赉
段、国道嫩双公路（G231）镇赉至坦途段及县道坦丹线（X155）坦
途至哈吐气段通行。镇赉县公路建设办公室和镇赉县公安交通管
理大队将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建设时间：自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9月30日
特此公告

镇赉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
镇赉县公路建设办公室

2019年5月28日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三沙设市7周年前夕，记者前往这座我
国地处最南端、海域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
小的地级市蹲点采访，看到了渔民生活、生
态环境变得更美好，也感受到了三沙人浓浓
的家国情怀。

安居乐业靠的是国家的强盛
三沙水清天蓝，空气清新，阳光炽热，

热带树木、花草郁郁葱葱。
在市政府驻地永兴岛上，医院、学校、图书

馆、邮局、银行、超市、水吧、餐厅、快递一应俱
全，电影院、健身房免费向市民开放。

三沙市永兴事务管理局局长陈儒丰告诉
记者，这些设施和商业网点大都是三沙设市
后建立起来的。目前，每天有包机往返海口
和永兴岛，大型补给船“琼沙三号”和“三
沙一号”穿梭于海南岛和西沙，三沙告别了
物质紧缺、交通不便的日子；岛上新建的电
厂，每天24小时供电；渔民聚居的岛礁建起
了9座海水淡化厂，渔民们不再需要接雨水
洗澡、用咸井水煮饭；三沙有居民岛礁已经
实现了4G信号全覆盖，今年4月，三沙首个
5G基站正式开通，三沙居民和内地居民同步
享受移动数字生活。

这些年的变化，渔民们有切身的体验。
去年三月，永兴社区居委会的38户、150多
位渔民，每月花1元租金住进了政府建设的

两层小楼。居委会主任冯明芳告诉记者，以
前渔民住的是木板、油毛毡搭建的窝棚，白
天屋里酷热难熬，一下雨里外一地泥泞、污
水横流。

三沙设市后，渔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改变。冯明芳介绍说，过去渔民驾
着小舢板到礁盘上潜水抓鱼捞螺，现在有30
多位渔民转产到市政府安排的园林、环保中
心、码头上班，工资加上驻岛补贴，一个月
四五千元收入。随着上岛客人增多，17户渔
民做起了渔家乐、海产品销售生意。

在三沙，人们喜欢穿绣有国旗的T恤；
每周一，三沙各岛礁的干部群众，都会自觉
地参与升国旗仪式。渔嫂王丽一边向记者兜
售着梅花参、黄鱼胶等南海特产，一边对记
者说，三沙渔民心里都清楚，安居乐业靠的
是国家的强盛。

三沙建设者：总要为国家做些贡献
在三沙人们常说，“在岛上生活几天是享

福，一个月就成了煎熬”。
七连屿工委副书记邹志说，现在岛礁生

活条件比过去好了很多，考验驻岛人员意志
的，主要还是心理上的孤独感，还有对家人
的思念。

三沙市气象局是建市前就设立的驻岛机
构，不仅保障国内渔民和航运安全，也为国

际社会提供气象公益服务。
2002年，19岁的唐海荣就上岛成为一

名地面气象观测员。“每个整点都要观测报告
一次气象数据，哪怕台风天，都要身上绑着
绳子冲出门去，记录地面观测站数据。”唐海
荣介绍说，“1957年设立以来，三沙的气象
监测数据没有中断过。”

3月31日，是三沙市人民政府总值班室
主任寇永强上岛办公的日子，那一天也是他
女儿中考体育考试的日子，原来答应陪考的
承诺没有兑现；一周过去了，孩子的模拟考
又开始了，他只能给孩子发点励志的信息；
又一周过去，孩子中考要考理化实验了，他
还是只能给孩子发信息鼓励。

“我们可能很难照顾好家庭。但是，有情
怀、有担当、有作为、有收获，是我们在三
沙每一天的追求。” 寇永强说。

“琼沙三号”轮政委刘学军，2007年放弃
了企业每月1万多元的工资，到“琼沙三号”当
大副，一开始拿2193元工资。他说，来三沙，不
仅仅是赚份工资，还有责任和担当。

“学了点本领，总要为国家做一些贡献。”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驻医疗队队长王源
江的这句话，或许代表了驻岛人员的初心。

精心呵护祖国蓝色国土
建设美丽家园，保护好一方净土——三

沙人有一种使命感。在三沙，生活一天天在
改变，环境也一天天更美好。

从设市开始，三沙市就禁止开采地下
水，禁止泡沫塑料上岛。每周五是三沙市的
爱岛日，这一天岛礁上的男女老少会自发走
出家门，清扫负责片区，美化卫生环境。

在三沙市环保中心，老工人符长文正在
往厨余垃圾里投放活性炭。他介绍说，永兴
岛上各家各户都会把垃圾分类好，环保中心
每天大约处理1000多吨污水和20吨固体垃
圾，各岛礁的垃圾也有专人负责集中运到环
保中心。

高温、高盐，遍地砂砾，三沙岛礁植树
十分困难，但三沙人对绿化岛礁十分执着。

“在三沙种活一棵树，要用掉三个人喝的
水。”银屿居委会主任李连君告诉记者，每个
村民包干种活了十棵树。

七连屿西沙洲，像蓝丝绸上的一块绿翡
翠。西沙洲岛长符永介绍说，西沙洲原来
几乎寸草不生，阳光一照，白花花一片，
人都睁不开眼，14年来，三沙人在西沙洲
种活了13万多株树木，现在，每年6到9月
有1000多只鸟上岛筑巢，海龟也开始上岸
产卵。

在北岛，三沙人专门为海龟设立了保护
站。北岛居委会主任兼北岛海龟保护站负责
人黄宏波介绍说，在北岛，15位渔民，有8
人在保护站工作，每天在各个岛屿巡护海
龟，以往捕捉海龟为生的渔民，现在看到受
伤的海龟，也会主动送到保护站救护，去年
保护站救助了30多只海龟，在北岛上岸产卵
的海龟从15年的96只，增加到去年的192
只。 （新华社三沙5月27日电）

南海家国情怀浓 三沙建设赋新章
●新华社记者 周正平

5月27日，山东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石门小学的学生在瑞草园农场体验采茶。
当日，山东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石门小学的学生来到当地瑞草园农场，体验茶叶采摘

制作，学习茶文化礼仪，感受中国传统茶艺。近年来，龙泉街道积极发展茶产业，推动茶旅
融合、茶教融合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新华社南京5月27日电（记者邱冰清）江
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一座前后三进四厢

的民宅，青砖小瓦，古朴庄重，正门上方的匾
额写着“许晓轩故居”。这是一座清代民居，英
烈许晓轩在这里学习生活了20多年。

许晓轩，1916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幼
年时因生活所迫中途辍学，到本地的一个钱
庄当学徒。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
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5年到无锡公
益铁工厂当会计，参加了抗日救亡组织“无
锡学社”。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许晓轩随公益
铁工厂迁至重庆，经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介
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庆职业互助
会的活动。1938年5月，许晓轩加入中国共
产党，负责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刊物《青年生
活》的编辑和发行工作。1939年春任中共
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任重庆新
市区区委书记。

194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许晓轩不
幸被捕，后被押往国民党军统贵州息烽集中
营。作为狱中中共秘密支部的核心成员，每
当危险的时候，许晓轩就鼓励大家：“越是

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
人是不可动摇的。”

1946年7月，许晓轩被押到重庆“中美
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一看守所，即“白公
馆”监狱。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军统监狱
中，他用秘密方法和党员相互联系，成立了
狱中临时党支部，并任党支部书记，组织和
领导狱中的地下斗争。敌人为割断他与狱中
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将他关进终日不见阳光
的地牢。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和
威逼利诱，许晓轩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
屈，不为所动。无可奈何的敌人不得不承
认：任何刑具对他都是没有效果的。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
民党蒋介石下令对狱中的革命者进行血腥大
屠杀。临刑前，许晓轩高举双手，向牢房的
战友道别。他平静地对大家说：“胜利以
后，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
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随后从
容就义，年仅33岁。许晓轩牺牲后三天，
重庆回到人民手中。党和政府将烈士的忠骨

安葬在苍松翠柏护卫着的歌乐山上。
重庆解放后，脱险出狱的革命志士罗广

斌把狱中同志对党组织的临终嘱托写成《重
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
中有对党提出的“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
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重视党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
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等八条“狱中意
见”。1961年，罗广斌、杨益言根据在狱中
与敌人斗争经历创作的革命长篇小说《红
岩》出版发行，旋即家喻户晓。小说中以许
晓轩为主要原型的许云峰、齐晓轩等英雄事
迹，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牢记烈士的嘱
托，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

1997年9月28日，许晓轩故居在江都
修复开放。张爱萍将军为故居题写馆名。

许晓轩：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

图为许晓轩像。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5月27日电（记者杜康）27日，北京世园
会迎来了上海日，多姿的植物、丰富的演出吸引了大批游
客。上海展区以“祥云”为主题，引入了诸多科技，创新应
用了绘画、建筑上诸多技法。这些亮点，亦将更广泛应用在
上海“口袋公园”等绿地建设中。

上海室外展区占地面积约2850平方米，以“祥云”为
主题，寓意“祥云献瑞，雨润万物”，可分为云阶、云影、
云裳、云岗、云巢、云坞六大区。

云阶区域是展区入口，台阶中央花坛呈云朵状，通过红
色和樱桃粉色的何氏凤仙勾勒出中国传统的云纹图案。两侧
高大悬铃木下则是暖色系组合式花镜，色彩明艳热烈，包括
毛地黄、大花飞燕草、藿香蓟、大滨菊、金鸡菊、 大花月
季等。“主要想表达出热烈的气氛和夺目的色彩。”此次上海
园设计总负责人施皓说。

六大分区中，上海展区还按照花期布置了九大特色植物

展示区——以蕨类植物为特色的阴生植物区、旱生植物为特
色的岩生植物区、鸢尾菖蒲为特色的鸢尾专类园、芳香植物
为特色的香草园、生长强健适应性强的观赏草为特色的观赏
草展示园等。

施皓介绍，游客可以通过地面、空中云桥和云涧堑道三
个不同标高的游园路线，多个视角感受园林园艺之美。

上海展区的云巢，“椭圆壳体和表皮的层叠构架，涉及
节点数10206个，杆件数量20016根，屋面板数量394块。
预埋件有209个，网壳结构节点板有1016块，其连接锚栓
超过48768个……如此多的配件在空间中的结合和定位是一
个巨大难题。”施皓说。

“设计方面，主要是通过计算机实现过程自动化和结果
的优化。采用的装配式施工，则保证了进度。”施皓介绍，
云巢在复杂造型、多维曲面的构筑物，以及体量大、现场施
工困难的项目方面积累了经验，“装配式施工已经运用在上

海大型立体花坛的建设上。”
地上的铺装材料也采用了创新工艺，在透水混凝土中添

加水性混凝土固化剂，稳定颗粒，不褪色，更易清洗。
“云涧”的堑道地面，则首次应用了“木质弹硌路”。既

保留了老上海弹硌路的文化韵味，又弥补了石质弹硌路易滑
坚硬、传统长条木板地坪保持期短的不足。

云桥上的发光地坪颠覆了传统的发光油漆涂装手法，而
是采用自发光的荧光石，让桥面发出自然柔和之光，并确保
了使用的永久性。

“这些工艺未来或将在上海的绿地公园中推广试行。”上
海市绿化市容局公园绿地处副处长杨嘉蓉说。

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来说，城市用地紧张，小块绿地
建设将是重要方向。如何让这些“口袋公园”更好看，同时兼顾
舒适、实用性？世园会上的种植搭配理念恰恰提供了灵感。

无论是世园会上的上海园，还是居民身边的“口袋公
园”，都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都是在有限的空间腾
挪，上海园的很多布置理念，都能应用到‘口袋公园’建设
中。”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相关人员介绍。

根据规划，2020年上海将完成建设“口袋公园”150
座，基本实现居民出门步行“15分钟就有公园”。

上海展区的“云”、“科技”和“画”

新华社北京 5月 27 日电 （记者于文
静）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司长赵阳27
日表示，新形势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启
动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试验区围
绕深化农村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
了多角度、深层次实践探索，取得显著成效。

赵阳在农业农村部27日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说，2009年我国启动新形势下
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截至目前，农村改
革试验区承担中央部署的改革试验任务有
226批次，基本覆盖了农村改革各个领域。
据初步统计，2011年以来农村改革试验区
共有144项试验成果，在省部级以上文件的
制定或者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
得到体现。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副司长赵长保
表示，有关部门和各农村改革试验区贯彻中
央要求，把农村改革纳入改革全局，统筹谋
划、统筹推进，在各领域改革中都取得了显
著成效。

其中，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各相
关试验区创新农村土地优化配置和维护农民
土地权益的体制机制，盘活了农村土地资
源。黑龙江克山试验区创新经营模式，持续
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成功探索出少数人种
地、多数人受益的规模经营之路；重庆梁平
试验区探索出了“退零换整”和“定制用地”两
种模式，为有退出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农民提
供了规范、顺畅地退出通道；江西余江试验区
采取阶梯式、累进制计费的方法核算有偿使
用费，建立了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

赵阳表示，农村改革进入深水区，新时
代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要继续秉持大胆试、大
胆闯的改革精神，为新一轮农村改革探索新
路子，增添新活力。要不断拓展试验的广度
和深度，强化试验成果的提炼和转化，鼓励
地方大胆探索，尊重地方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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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通过七大举措解决河湖突出问题
新华社银川5月 27日电 （记者于

瑶）为持续打好黄河保卫战和水污染防
治攻坚战，宁夏通过开展加快推进河湖
水域岸线划界和湿地确权、河湖水域岸
线监测等7项具体工作，落实河湖长制
责任，加速提升宁夏河湖生态环境质量。

据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介绍，按照先
易后难、因地制宜的原则，宁夏将完成
黄河（宁夏段）等7条自治区级重点河
湖岸线划界工作，完成全区其他纳入河
湖长制管理的河湖岸线划界总任务量的
90%。在全区湿地统一确权试点工作的
基础上，结合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积
极稳妥推进全区湿地确权登记工作。

在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制方面，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将涉及重点河湖岸线保
护利用的相关内容、空间管控要求落实
到国土空间规划中，并严格自然保护
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水源涵养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用地
审查，严格执行涉河建设项目特别是黄
河标准堤防内、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
目用地审批程序，严格依法供应河湖水

域建设项目用地。
同时依托第三次国土调查，摸清全

区现有河湖水域空间分布情况，着力提
高河湖水域岸线和地下水动态监测水
平，确保数据真实可靠，为河湖水域岸
线变化和地下水水质变化提供预警功
能，实现数据共享，为落实河湖长制责
任提供数据支持。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还将河湖生态修
复纳入《宁夏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总
体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科学谋
划全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路线图，并完
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谁修复、谁收
益”的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各界和广大
群众积极参与河湖生态保护修复。

此外，宁夏还充分发挥地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共享
库、1:2000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及宁夏
遥感影像数据中心平台的作用，为河湖水
域划界、监测、管控、修复等工作提供地理
信息和成果发布支持。谋划自然资源大数
据中心建设，为相关成果数据的入库、比
对、预警、发布等工作夯实基础。

我国妇幼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田晓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27日发布的《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年）》揭
示，2018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降至十万分之十八点三，婴儿死
亡率降至6.1‰，近几十年来妇幼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健康
水平的主要指标。“新中国成立前，妇幼健康服务能力薄弱，广
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缺医少药，孕产妇死亡率高达十万分之一千五
百，婴儿死亡率高达200‰。”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司
司长秦耕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报告内容时说，通过实施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孕产保
健、儿童保健、妇女保健、生殖保健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工
作，近年来我国妇幼健康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妇女儿童生存权、
健康权和发展权得到充分保障。

根据报告，我国孕产妇死亡率稳步下降，2018年较1990年
下降79.4%；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城市与农村孕产妇死亡率之比
由1990年的1:2.2降至2018年的1:1.3。此外，2018年新生儿
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较1991年降幅均超
过80%。

“我国一些指标的全国平均水平已与某些发达国家相当，而
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的指标甚至优于发达国家。”北京大学
生育健康研究所所长、全国妇幼卫生年报办公室主任刘建蒙说，
死亡率稳步下降且城乡、地区差距明显缩小，与我国不断完善社
会保障制度和法律法规体系、在妇幼健康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加
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公平性
和可及性等密不可分。

陕西将对温泉企业进行温泉品质认证

新华社西安5月27日电（记者付瑞霞）记者从陕西省旅游
协会了解到，陕西省温泉品质认证委员会将对全省约200家温泉
企业进行温泉品质认证，凡存在水质不达标、无水处理配套设施
或外购温泉水等情况的一律不得冠以“温泉”称号。

陕西省温泉品质认证委员会今年3月正式成立。经多次修改
和完善，最终完成《陕西省温泉品质认证工作方案》和《陕西省
温泉品质认证工作实施细则》。

据陕西省温泉品质认证委员会副主任任战利介绍，此次认证
对温泉水质的标准要求特别高，不仅有pH、色度、浑浊度、嗅
和味、肉眼可见物、温度等9项具体检测，还将对有医疗价值浓
度、矿水浓度、命名矿水浓度、矿水命名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
此外，还要对水质中的总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嗜肺军团菌
等有害物质进行强制规范。

2018年，陕西省温泉旅游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全年实现
就业人数5万余人，年接待消费者近1200万人次，全省温泉企
业年综合收入突破30.5亿元。陕西温泉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资源无序开采和产品同质化
严重等方面。特别是温泉水的使用乱象丛生，部分企业使用自来
水加热、添加化学物质等冒充天然温泉，夸大宣传，损害消费者
利益，扰乱市场秩序。

陕西省旅游协会会长辛建伟说，陕西省温泉品质认证工作的
展开，将进一步规范温泉旅游市场，使陕西温泉旅游业的满意度
得到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