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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年前，24 岁的张富清，是西

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的一

名突击手；1955 年转业后，张富清

为建设湖北来凤，足迹踏遍那里的

山山水水；现在，97岁的张富清，荣

誉加身,本色依旧。

这位战斗英雄曾经为了建立

新中国浴血奋战、九死一生，转业

后深藏功名数十年，把自己的一生

献给了人民。

习近平主席称赞，老英雄张富

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

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

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

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

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

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

（一）

1948 年 11 月，永丰城战斗打

响。班长张富清带领突击组夜间

登上城墙，同敌人作战。

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城墙，冲进

敌群展开激战。

这场战斗，张富清接连炸掉 2

个碉堡，打退敌人数次反扑，他的

一块头皮也被子弹掀起。

他说：“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

人，越是艰险，越要向前。”

高山丘陵交替连绵，河流沟溪

纵横交织。1955年，张富清与新婚

妻子孙玉兰从武昌到巴东，再到来

凤，一路上见到不少群众生活贫

困。从此，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信

念根植于内心。

1977年，张富清在山洞里安营

扎寨，带头打炮眼、挑石头、修路

基，历经4个多月在海拔1000多米

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公路。

1981年，57岁的张富清到成立

不久的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担

任副行长，从未接触过金融业务的

他带领支行5个人，在一间土瓦房

内学打算盘、学金融业务、学财政

业务，任职期间所有经手的拨改贷

款项全额回收。

2019年，来凤县整体脱贫。得

知消息，张富清感到非常欣慰。

（二）

张富清一生清贫，退休后一直

和老伴儿以及生病的大女儿住在

上世纪 80 年代的建行宿舍里。屋

子里陈设简单，每件物品都摆得整

齐。

多年来，张富清坚持着严格的

作息规律，和在部队时一样。

一样延续下来的，还有不怕

苦、能吃苦的精神。外孙李弘泽

说：“外公永远都是笑眯眯的，从来

没听过他抱怨、叫疼叫苦。”

2012年，88岁的张富清因病左

腿截肢。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术

后一周他就忍痛下床锻炼。他给

自己做了一个简易推车，其实就是

在助步器上安装了木板，将左腿架

在木板上。凭着顽强的毅力，他用

一条腿顽强地站了起来。

虽已过鲐背之年，张富清对国

家、军队的大事依然非常关注。神

舟十二号发射时，老人全神贯注盯

着电视机，看了好久。

由于年轻时被炮火震得听力受

损，加上年岁渐长，张富清听声音非

常吃力。“我们提前把三位航天员的

信息给他准备好了，要不他听不清，

看字幕跟不上，只能提前‘做功课’。”

张富清的二女婿李昌孟笑说，“像极

了学生预习功课，特别认真。”

（三）

1948年8月，在炮火硝烟中，他

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

党。铿锵的誓言，张富清用一生坚

守。

在战场上永远冲锋向前，建设

祖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张富清以

实际行动坚守入党初心——为党

和人民奋斗终生！

张富清常说：“和我死去的战

友比，我还活着，有机会；和困难的

群众比，我有工作，过着幸福的生

活。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奉献自己

的一切呢？”

无论是妻子孙玉兰的工作问

题，还是儿女生病住院、上学工作，

张富清从来都只说：“自己凭本事

吃饭。”家里人知道老人一生坚持

原则，所以也就从来不和他提要

求。

张富清一生始终坚守党的纪

律，不给组织添麻烦。“他是一名纯

洁的共产党员，也是一名纯粹的军

人。”中共来凤县委巡察办主任邱

克全说。

“老英雄战功赫赫，转业后却

选择最偏远的山区、做最艰苦的工

作、过最平凡的生活。”来凤县人武

部政委刘洋说，“我将始终向老英

雄看齐，拿好接力棒，继续为建设

来凤作贡献。”

他在战争年代时刻冲锋在前，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敢挑重担，他怀

抱着一腔热血与坚定信念，以青

春、以奋斗，书写一名共产党员、一

名老兵的人生底色。

新华社武汉8月10日电

张富清：老兵风骨 英雄本色
新华社记者 蔡琳琳 赵婉姝

⇑8月10日，几名游客在南山村特色度假小镇的向日葵花田旁自拍留影。

从2020年底开始，浙江省湖州市东林镇南山村开启特色度假小镇的旅游休闲项目建设，依托当

地山水环境优势及交通优势，打造特色民宿集群，对传统村落进行环境整治与可持续性发展运营，

帮助村民增收、推动共同富裕、壮大村集体经济。目前，东林镇南山村的余不谷开元度假酒店试营

业在即，已招聘当地村民近80人、农田流转400余亩，并带动竹笋、茶叶等特色农产品销售。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三伏天里，就地享受三九天

的滑雪乐趣——即便在冰雪富集

的东北大地，这样的想法在 10 年

前也是很难实现的。如今已至末

伏，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 180

天，反季玩雪在吉林省已不再是

新鲜事——旱雪场地和室内造雪

的持续“上线”，让许多孩子对“热

雪”澎湃的暑假意犹未尽。

戴紧头盔，穿上雪板，坡上跃

起，俯冲而下……干净利落的动作

在旱雪道上一气呵成。上午10点，

虽是骄阳似火，但长春极限滑雪公

园仍吸引了 10 余名青少年来“打

卡”旱雪。他们有的

滑 单 板 ，有 的 滑 双

板，在欢声笑语中享

受着这片状如金针

菇 密 布 而 成 的 雪

道。“虽然天热，但是

夏天里能滑雪本身

就很酷。”长春市解

放大路小学学生牛

牧童说。

这 片 旱 雪 乐 园

占地面积近 2000 平

方米，拥有初级、中

级雪道和高级跳台，

配有体能核心训练

区和组合动力魔毯，

能够满足不同级别

训练者的需求。“让

孩子们在夏天能玩

得上雪。”吉林省极

限冰雪体育运动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赵华夏介绍，这里

自 2019 年落成以来

已成为青少年暑假

热门目的地。

在 距 离 长 春 市

主城区约 80 公里的

吉林市，旱雪同样在

“种草”。2020 年 10

月，吉林市首家四季

旱雪滑雪学院正式

“开板”。记者在现场看到，学院的

雪道位于室内，且有风扇降温，几

个孩子正在进行单板滑雪换刃练

习。学院运营校长张晓峰告诉记

者，暑假以来，已有376个学员陆续

报名来此添加“技能包”，其中11岁

以下学员达305人。

“这个暑假，每天上午练习花

样滑冰，下午去滑旱雪。”7岁的学

员王冠欣告诉记者。

起源于英国的旱雪，最早应用

于专业滑雪运动员的夏季训练，因

其材质带来的体验感与真雪相似

度达90%，所以逐渐在全球多地推

广。自 2015 年国际奥组委宣布

2022年冬奥会落户北京以来，突破

时令和场地限制的旱雪受到许多

城市的青睐，这一项目对自然冰雪

富足的东北城市而言也是非雪季

运营时段的补充。

7月17日，长春市首届青少年

滑雪项目旱雪比赛拉开帷幕。尽

管正值暑期，但5个大项32个小项

的“玩雪”选择，仍让百余名青少年

乐此不疲地参与。“旱雪比赛不仅

为青少年新增了竞技平台，也点燃

了大家在夏天参与冰雪运动的热

情，丰富了暑期生活。”长春市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江文波说。

东京夏奥会已经闭幕，日益临

近的北京冬奥会成为孩子们下一

个“奥运期待”。作为我国较早开

展冰雪运动、发展冰雪经济的城

市，长春市与吉林市不仅已培养出

周洋、李坚柔、武大靖等众多冬奥

名将，更在每年雪季以16座雪场和

200多块冰场为孩子们搭建玩冰戏

雪的舞台。即便盛夏期间可运行

的雪场有限，但两座冰雪城市依然

能确保有雪可滑。

如今，孩子们乐享的不只有旱

雪，还有造雪机造出

的雪。来到吉林市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

场，仿佛突然闯进三

九天——在这里滑

雪的孩子们，大都穿

着 羽 绒 服 、戴 着 手

套，运动中呼出的水

气清晰可见。“暑假

里我经常来这里滑

雪。作为一个东北

孩子，能在夏天看到

雪就很幸福。既然

有这么好的条件，练

好滑雪是应该的。”

吉林市船营区第四

小学学生金钰涵说。

这 处“ 四 季 如

冬”的滑雪场，由人

防 工 程 改 建 而 成 ，

2019年1月投入使用

后，成为亚洲首座全

天候标准化滑雪专

业 训 练 场 地 。 长

1308 米、最大坡度 8

度的雪道，过去两年

多来已迎来送往了

不计其数的滑雪苗

子。“投入使用以来，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

暑期冰雪运动夏令

营，为青少年无偿提

供教学指导。”吉林市体育局副局

长刘义军说。

暑假里热闹的冬季项目场地，

还有持续多年人气旺盛的冰场。

吉林市冰上运动中心训练场是当

地另一个“避暑健身”地，几乎每天

都排满了上冰档期。记者采访时，

20 多名小学生正在教练的带领下

练习花样滑冰。“每天大概有10多

支队伍在这里训练，冰场日均利用

率在400人次左右。”吉林市冰上运

动中心场地科科长王洋介绍。

2016年以来，曾作为专业梯队

竞训专用的长春市滑冰馆取消往

年 5 至 8 月“节能避暑”模式，实现

全年运行，且限时向大众开放。受

疫情防控影响，今年暑假以来，长

春市滑冰馆限制了接待总量，但这

里仍实现了约360人次的日均接待

量。

10 日，进入末伏，暑假临近尾

声。回顾这段“热雪”澎湃的日子，

旱雪爱好者牛牧童说：“这个假期

我学会了换刃、过旗门，收获很大，

这样在冬天滑真雪的时候就能进

步飞速了。”

新华社长春8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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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8月 10日电（记

者 董小红）成都将全市划定为133

个综合环境管控单元，每个单元将

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通过“三线一单”体系对全市

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精准管控。

这是记者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

1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记者了解到，“三线一单”体系将促

进成都全市实施差异化开发强度、

土地配置、生态环境准入等政策，提

升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成都全市将划定综合环境

管控单元133 个，具体分为优先保

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

单元。依照分区环境精准管控要

求，准确把握各个综合环境管控单

元的发展战略和生态功能定位。

据介绍，在产业布局、资源开

发、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址时，成

都将把“三线一单”作为监督开发

建设、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依据，

推进生态环境监管精细化和规范

化。下一步，成都市还将建立“数

智环保”信息化系统，利用大数据

提升生态环境精准管理水平。

新华社北京8月 10日电（记

者 邰思聪）记者10日从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获悉，自7月28日北京市

出现京外关联本地病例以来，截至

8月9日，全市累计检测核酸493.05

万人份，对文旅、公共交通、市场等

重点行业领域从业人员，健全定期

核酸检测机制，提高核酸检测频

次。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庞星火表示，截至8月9日24

时，全市已连续5天无新增京外关

联本地病例及感染者报告。自 7

月 28 日，北京市报告 1 例京外关

联本地确诊病例，截至 8 月 9 日，

全市累计报告 9 例京外关联本地

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 8 例、无症

状感染者1例，确诊病例中普通型

4 例、轻型 4 例，无重症和危重症

病例。根据对北京市此轮疫情初

步分析结果，以及其他省市报告

的多名感染者情况来看，因人员

流动和聚集，特别是暑期外出旅

游、同乘交通工具等加大了感染

新冠病毒的风险，因此，加强个人

防护、减少人员流动、隔离高风险

人群是控制疫情传播的重要措

施。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李昂介绍，截至8月9日，北京市

累计检测493.05万人份。其中，市

场领域重点行业从业人员累计检

测22.21万人份，地面公交、轨道交

通从业人员累计检测7.96万人份，

涉及疫情的重点区域累计检测

127.36万人份。

北京市提高对重点行业领域

从业人员的核酸检测频次。对冷

链员工和厨师、检票员、讲解员、保

安、保洁等频繁接触服务对象或相

关物品的重点岗位工作人员，每周

至少进行1次核酸检测；对进口冷

链食品从业人员至少每周开展 1

次全面核酸检测，对商超、餐饮公

司、外卖、快递、社区菜市场、小型

超市、副食品店等市场领域从业人

员按照规定频次定期进行抽样检

测。

同时，为进一步加大农贸市场

核酸检测频次，北京市要求新从业

人员、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涉

进口冷链食品卫生清洁人员，需持

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

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农贸市场其

余从业人员，需持7日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

等活动；农贸市场每周对外环境开

展核酸检测，采样数量不少于 20

件。

北京提高重点行业领域人员核酸检测频次

雪山脚下，远处是货车停车排

队安静等待，近处是百余只大小藏

羚羊横穿青藏公路。这是连日来

藏羚羊在可可西里安全回迁的场

景。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气候变化

的指示性物种。每年 5 月至 7 月，

来自青海三江源、新疆阿尔金山、

西藏羌塘的雌性藏羚羊会迁徙到

可可西里卓乃湖，等待产仔后再携

幼仔返回原栖息地。

记者了解到，今年七月上旬开

始，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结束产仔的

藏羚羊已陆续开始携幼仔返回栖

息地。

为保护“高原精灵”藏羚羊顺

利产仔、平安“回家”，可可西里巡

山队员4月下旬就已经开始了在藏

羚羊迁徙通道附近的巡护保障工

作。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

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卓乃湖保

护站站长秋培扎西说，今年巡山队

员进驻卓乃湖腹地巡护看到，上万

只藏羚羊在卓乃湖附近的山坡上

安静产仔，“没有发现盗猎、非法穿

越活动迹象，一切正常。”

在藏羚羊迁徙必经的青藏铁

路、青藏公路附近，保护机构也采

取了暂时交通管制、禁止鸣笛、巡

护救助等措施，让藏羚羊在迁徙途

中尽量不受人类干扰。可可西里

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站长普措才

仁说：“从7月中旬到现在，巡山队

员已经观测到有超过 1500 只藏羚

羊穿过青藏公路。”

为 了 更 好 地 了 解 藏 羚 羊 迁

徙、繁衍等生存状况，2018 年以

来，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建设了“生

态 之 窗 ”远 程 网 络 视 频 观 测 系

统。现在通过摄像头，千里之外

的工作人员就能实时观测藏羚羊

的迁徙情况。

据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消息，通

过加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和拯

救繁育，我国藏羚羊种群数量由不

足7.5万只增至30万只以上，保护

等级已从“濒危物种”降为“近危物

种”。

“作为高寒草原生态系统中的

旗舰物种，藏羚羊可以让人类意识

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连新明说，“在藏羚羊群

迁徙原因、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对

于迁徙的影响等研究课题上，我们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华社西宁8月10日电

守护回家路：可可西里藏羚羊安全回迁
新华社记者 王金金 周盛盛

成都精准管控生态环境

新华社科伦坡8月10日电（记

者 唐璐）马累消息：由中国企业承

建的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水

上飞机航站楼项目已完成竣工验

收及试运行，日前正式交付并投入

使用。

据承建单位北京城建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张凤林介绍，该

水飞航站楼总建筑面积达2.8万平

方米，并配套齐全水上设施，将提升

马尔代夫旅游业服务品质和接待能

力，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中企承建马尔代夫国际
机场航站楼交付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