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岁的马有布万万没想到，离家不远处这条通车仅
仅 37天的临大高速路，竟成了他的“救命路”。

积石山地震中，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
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陈家村的村民马有布被
一面倾倒的砖墙砸中，伤情危重。被抢救出来后，救护车
载着已经休克的他，呼啸驶入高速，仅仅 40 多分钟，马有
布便被送到临夏州人民医院。

手术时，从马有布胸腔中清理出来的“血疙瘩”装了
半盒子。医生说，多亏送来得及时。

“要是没有这条‘救命路’……”马有布哽咽住了。
积石山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大山里，过去只

靠一条崎岖的公路沟通外界。行路难，生活更难。群众
从镇里到州上要倒两次车，前后折腾六七个小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脱贫、全面
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脱贫攻坚中，积石山县所在的临夏州被整体列入“三
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2019年 3月 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来自积石山县的保安族全国
人大代表董彩云告诉总书记：“我的家乡还没有高速公
路，我们也想通高速公路，加快家乡的脱贫致富。”

习近平总书记回应：“各部委同志都在，要积极吸收
采纳代表建议。”

会后，经过各方研究论证，临夏人民日思夜想的高速
公路开工建设了。

临大高速连通了甘、青两省交界地区的高速路网，昔
日封闭的积石山县有了通往外界的“大动脉”。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落地有声，一个深度贫困
县的期盼铺设成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加快推进。

2023 年 11 月 12 日高速路正式通车。董彩云穿上了
一身红装来到现场。她动情地说：“从此，山不再高，路不

再远，群众增收致富有了‘快速路’！”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的 12月 18日 23时 59分，

积石山县发生 6.2级地震，5万多户群众受灾。
“19 日凌晨，我看到消防车、救护车、军车、警车闪烁

着灯光急速飞驰，黑夜中的临大高速公路像一条发光的
巨龙。我瞬间觉得，咱老百姓有救了！”董彩云说。

临夏州消防救援支队政委王权忠说，临大高速就是这
次抗震救灾的“生命线”。因为有了这条高速，各方救援力
量得以迅速抵达灾区一线，地震后不到 15小时，便完成全
部搜救任务，包括马有布在内的伤员得到及时转运救治。

一队又一队大型卡车拉着活动板房从全国各地赶
来，1.6 万余间活动板房迅速搭建完成。从地震到受灾群

众全部搬入板房，仅用 8天时间。
据不完全统计，应急救援期间，12.8 万余件来自全国

各地的爱心物资，通过临大高速这条大动脉，源源不断被
输送到灾区，保障了受灾群众不挨饿不受冻、温暖过冬；
临大高速日均交通量从平常的 3500 辆次，激增至最高
16000辆次，极大提高了救援效率。

1 月 15 日，马有布伤情好转出院。救护车再次经由
临大高速，送他回家。一路上，山峦起伏，桥隧相连。他
们经过的第一座隧道名为“三七感恩隧道”。

“‘感恩’就是感恩总书记，感恩我们党。‘三七’是为
了纪念 2019年 3月 7日这个日子。”马有布的女儿说。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兰州 3月 4日电）

外交部表示

欢迎更多外国朋友
到中国来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 （记者 成 欣、邵艺博）外交
部发言人毛宁 4日表示，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外
籍游客来华人数明显增长。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到中国
来，将继续致力于为他们提供安全、舒适、便捷的旅行环境。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3 月 1 日，中泰
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数据显示，当天泰国游客赴华旅
游订单同比增长 3 倍，较 2019 年同期增长超 160%。随着
外国游客赴华热情的逐渐高涨，中方将为便利他们来华提
供哪些协助？

毛宁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外籍游客来华
人数明显增长。春节期间，入境游人数达 323万人次，法国、德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新增可免签入境中国的国家游客增长
明显，上述国家春节入境游订单总量较 2019年同期翻番。

毛宁表示，为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外交部推出“三减三
免”，即减少签证申请表填报内容、阶段性调减签证费、简
化来华留学审批手续、免采部分申请人指纹、免签证预约、
对法德等国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为解决外籍人员移动支
付难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指导支付机构提高绑卡效率、简
化身份验证安排、提高移动支付单笔交易限额；北京推动重
点商圈、景点、公园、酒店升级改造外卡受理能力，建立首
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境外来宾支付服务示范区；上
海在三星级及以上酒店、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等场所开通
外卡 POS 机。此外，几大电信运营商在主要城市机场口岸
新增多个服务网点，方便外籍人员入境办理手机号码。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3月 4 日电 （记者 李 响、顾 煜）
“9999.98,9999.99……”4 日 14 时 48 分，随着一枚金刚石
钻头持续刺破地下岩层，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前方指挥部
电子屏幕上的数字瞬间跃至“10000.00”，我国首口万米深
地科探井正式穿越万米大关。这标志着继深空、深海探索
大自然的壮举之后，我国在深地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记者在地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钻探现场看
到，约 20 层楼高的井架矗立于茫茫沙海中，机械装备轰鸣
不停，身着红装的石油工人忙碌有序。当“冲刺”万米成功
的数据呈现出来，井场上响起热烈掌声，寒风和沙尘肆虐，
大家脸上却洋溢着喜悦之情。

“垂直井深突破地下万米，在我们国家尚属首次！”塔
里木油田企业首席专家王春生说，数十年来石油人在塔里
木盆地钻探，如今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我们正在做的，
不仅是为国家找油找气，也是探索地球未知领域、拓展人
类认识边界的一次大胆尝试。”

这口井被命名为“深地塔科 1 井”，设计深度 1.11 万
米。自 2023 年 5 月 30 日开钻以来，数百名石油工人、科技
工作者坚守沙海腹地，连续奋战 270 多天，历经高温、严
寒、风沙和复杂地质情况的持续挑战。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声看来，深地钻探难度堪比“探
月工程”。经过持续数月掘进，钻头抵近地下万米地层时，
设备承受高温超过 200℃、高压超过 130兆帕，“超万米后控
制难度极大，就像一辆大卡车在两条细钢丝绳上行驶。”

近年来，我国不断向地球深部进军，多次刷新深地开发
纪录，为实施万米深井工程提供了充分的基础条件、技术储
备和经验积累，也为不断刷新“中国深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士贾承造表示：“深地塔科 1井钻破万米
后成为世界陆上第二、亚洲第一垂深井，在深地科学研究
和超深层油气勘探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是 3 月 4 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拍摄的深地塔科
1 井（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 响 摄

地下“冲刺”成功

我国在大漠腹地打出
首口万米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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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命 路 ”背 后 的 故 事

雷锋，用短暂而平凡的一生，谱写了永恒的精神篇章。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弘 扬 雷 锋 精 神

作 出 一 系 列 重 要 论 述 ，指 出 要“ 让 学 雷 锋 活 动 融 入 日
常 、化 作 经 常 ，让 雷 锋 精 神 在 新 时 代 绽 放 更 加 璀 璨 的
光芒”。

学雷锋纪念日前夕，记者走进城市和乡村，从无数志
愿者无私奉献的故事里，感受新时代雷锋精神之光。

（一）

“ 积 小 善 为 大 善 ，善 莫 大 焉 ，这 和 我 们 党‘ 为 人 民 服
务’、‘做人民勤务员’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见贤思齐，
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习近平

在天津市津南区双新街道，吕艳艳有两个身份：金兴
家园社区网格员，街道“小巷管家”志愿服务团志愿者。

双新街道是一个大型居住区，2015年成立之初，卫生
环境差、安全隐患多，业主与物业之间矛盾重重。

街道成立次年，吕艳艳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当时，
小区许多楼栋里堆放着杂物，有严重安全隐患。吕艳艳
上门劝导，常常吃闭门羹。

“雷锋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勤务’，就应该体现
在为人民服务的日常点滴中。”吕艳艳和同事们商量，决
定以志愿服务打开邻居们的“心墙”。

她和同事一起入户问需，了解居民的实际困难和诉
求，调解邻里矛盾……越来越多居民开始配合他们的工
作，一些居民还主动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

志愿服务占用了吕艳艳许多业余时间，她却乐在其
中。“在学雷锋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的幸福感”。

雷 锋 精 神 汇 聚 起 向 上 向 善 的 力 量 。 2020 年 ，双 新
街 道 统 筹 辖 区 内 的 志 愿 服 务 力 量 ，成 立 多 个 志 愿 服 务
团队。

今 年 53 岁 的 魏 向 敏 是“ 小 巷 管 家 ”志 愿 服 务 团 负
责 人 。 捡 拾 垃 圾、为老人义务理发、帮助独居残疾人买
菜做饭、到居民家中走访……他们认真地做着一件又一
件 小 事 。 魏 向 敏 说 ：“ 只 要 是能让社 区 变 好 的 事 ，我 们
就做。”

百姓“点单”、社区“派单”、志愿者“接单”。双新街道
学雷锋志愿服务团队已经有 16 个，注册志愿者近 4000

人，累计服务群众 3万余人次，社区服务精细化程度、专业
化水平不断提升。

过去，双新街道环境脏乱，邻里不睦；如今，这里井然
有序，邻里和谐。街道党工委书记程俊敏说：“我们将继
续做好学雷锋志愿服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二）

“希望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
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继续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习近平

在北京协和医院，有这样一群医生，在为患者精心治
疗之余，化身志愿者，或走进社区、基层传播健康知识，或
在重大活动中提供医疗保障。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范俊平就是其中一位。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一名厨师因频繁出现胸闷

症状，来到医疗服务点就诊，接诊的就是担任冬奥志愿者
的范俊平。通过详细问诊，他发现患者有长期的糖尿病
和吸烟史，出现双下肢水肿，心电图显示疑似陈旧心梗。

“这可能是严重的心血管疾病，需要尽快转诊。”范俊
平迅速作出判断，患者第一时间被转运至定点医院。入
院检查发现，患者有猝死风险，因救治及时，转危为安。

早在 2008 年，范俊平还是一名医学生时就参加了北
京奥运会志愿服务。从那时起，志愿服务的种子便种在
了他的心中。10 多年过去，范俊平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
丰富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但“学雷锋”的
激情一直在心中燃烧。

参加义诊、科普工作，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时毅然报
名前往一线……“我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照亮更多人
生命的角落。”范俊平说。

在北京协和医院，以志愿精神为代表的雷锋精神，不
仅影响着一批批医生，也传递给更多的人，志愿者小亦就
是其中之一。

10 年前，小亦被确诊为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给
她和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医生近 10

年的精心治疗，她最终回归正常生活。
“医生和护士不仅细心治疗照顾我，还帮我疏解抑郁

情绪。还有无数人对我伸出援手，帮我度过了最困难的
时候。”小亦说。

2023 年，已经是大学生的小亦申请加入北京协和医
院志愿者团队。“我想用自己微小的力量传递雷锋精神，
像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人那样。”小亦说。

涓涓细流汇聚成海。仅 2023 年，北京协和医院就有
674位志愿者参与学雷锋志愿服务，服务时长近 3万小时。

（三）

“不断发展壮大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让学雷锋在人

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风，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
常 、化 作 经 常 ，让 雷 锋 精 神 在 新 时 代 绽 放 更 加 璀 璨 的 光
芒，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凝聚强大力量。” ——习近平

“我走进大山，就是为了让你们有机会走出大山。”
2010年，一位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在课堂说的这句话，让蒲
姝颖难忘。

26 岁的蒲姝颖在重庆市合川区三汇镇一个山坳坳里
长大，初中毕业之前，她很少走出大山，对外面的世界充
满向往。

“那位支教老师的话为我点亮了心灯，也在我心里埋
下一颗志愿者的种子。”蒲姝颖说。

2016 年考入大学后，蒲姝颖开始参与学校各种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从受助者转变为志愿者。

风雨兼程去廉租房开展爱心课业辅导；为孩子们上
环境教育科普课；为社区小朋友讲述雷锋叔叔的故事……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几乎填满蒲姝颖的课余时间。

大四时，作为重庆大学第 22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
她奔赴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河镇大河小学，成为 32

个山村孩子的“小蒲老师”。
得知全校孩子都没学过英语，蒲姝颖在数学教学任

务外，主动扛起 4个班的英语课。
蒲姝颖说，雷锋曾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你是一滴水，

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
亮了一分黑暗？……“当年那个大学生姐姐就像雷锋一
样，滋润了我的内心，为我照亮了前路。我也想像他们一
样，为孩子们点亮心中的明灯”。

一年的支教时间，她走遍了每一名学生的家，倾听每
一个孩子的快乐、烦恼和忧伤。曾经内向自卑的男孩，变
得越来越开朗自信；原来一句英语也不会的女孩，交出了
接近满分的试卷；班里调皮的男孩用心收集她用过的粉
笔头，磨成一个个“爱心”送给她……

“支教时走的路，是我 20 多年人生里走得最踏实、最
有收获的路。”蒲姝颖说。

2023 年 7 月，蒲姝颖被推选为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开幕仪式执旗手，作为青年志愿者代表与奥运
冠军一同手执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会旗入场。

雷锋精神赋予蒲姝颖火一样的热情，也“点燃”了她
身边的同学、朋友，重庆大学学雷锋志愿服务氛围日益浓
厚，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青年志愿者行列，2019年志愿服
务 1万人次，2023年增加到 8.6万人次。

“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你就是雷锋。”蒲姝
颖说。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

雷 锋 精 神 绽 放 新 光 芒

一声春雷响，人间万物苏。
惊蛰，古称“启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标志

着仲春时节的开始。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蛰”释为“藏
也”。元代文人吴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
道：“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古
人认为，动物冬藏伏土，不饮不食，当春雷隐隐、大地回暖时，
它们就被惊醒了。其实，这主要还是温度变化的结果。

古代文人颇爱描写惊蛰，留下不少千古流传的诗篇。
唐代韦应物的一首《观田家》，甚是有趣，有几句这样写

道：“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饥劬
不自苦，膏泽且为喜。”寥寥几句诗，描绘出一幅春季农家耕
种的画面。春雷乍响，乡间阡陌，草木萌新，细花吐蕊，年轻
力壮的男子穿梭在一片春意里忙碌着。他们耕牛犁地，饮牛
溪涧，虽然累却从不叫苦，一场贵如油的春雨降下，就让他们
雀跃无比。

唐代农业非常繁荣。诗人元稹，当过宰相，重视农桑，
他曾写过二十四节气诗，流传至今。

我国古代将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黄鹂）

鸣，三候鹰化为鸠。元稹对惊蛰的描写贴合这“三候”，他写
道：“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桃花开蜀锦，鹰老化春鸠。”

轻雷惊春，万物变化，有东风劲、韶光暖，也有花雨香和
鸟雀鸣。元稹通过诗情画意的语言，一点点在天地间慢慢
铺展开来的斑斓春色，揉在字里行间。

惊蛰时分，有不少民俗，“驱虫”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因“春雷惊百虫”，老百姓担心蛇虫鼠蚁等殃害庄稼，或滋扰
生活，所以会驱虫。《千金月令》记载：“惊蛰日，取石灰糁门
限外，可绝虫蚁。”

在民间，还流传“惊蛰吃梨”的民俗。在传统文化中，一
般节日忌讳吃梨。不过，此时吃梨，寓意着和害虫分离，远
离疾病。俗话有云“冷惊蛰，暖春分”，从养生的角度讲，仲
春时节还是乍暖乍寒，容易口干舌燥，吃梨可以助益脾气，
令五脏平和，可增强体质，抵御病菌的侵袭。

除了诗词和民俗，仔细品读“惊蛰”二字，便觉其中意蕴
无穷。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表示，要了解惊蛰内
涵，单从“蛰”字的字形演变就能管窥一二。小篆体的“蛰”
字，底部是一只盘缠的小蛇，上半部的“执”表声，本意是束
缚不动，上下部分合在一起，形象描写了昆虫从凛冽寒冬到
初春这一段时间蛰伏冬眠的状态。当惊雷一声凌空响，叫
醒了百虫，也叫醒了希望。

《尔雅·释诂》中曰：“蛰，静也。”正如古人所说“龙蛇之
蛰，以存身也”。世间纷纷，总有起伏，因此古人常以“君子
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来自勉，指人应相时而动，因势而变。
有时，“蛰”是为了“惊”，需当“蛰”而伏，当“惊”便起，这也
是惊蛰带给人们的重要生存智慧和人生哲学。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上海 3月 4日电）

2023 年 12 月 23 日，大型卡车将板房运抵积石山县灾区。 （马昱炅 摄）

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 （成 欣、郑可意）外交部发言
人毛宁 4日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
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发展机遇，加码“投资中国”，
中国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工商界继续加强对华合作，
共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前，美国商会会长兼
首席执行官克拉克率团访华。她在发言中多次强调，中国
是美国企业极为看重的市场，美国商会愿继续支持美企在
华兴业，持续深化中美经贸关系和互利合作。发言人对此
有何评论?

毛宁说，一段时间以来，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外
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发展机遇，加码“投资中国”。商
务部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 1.1 万
亿元，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今年 1月，在华新设外商投资企
业 4588 家，同比增幅高达 74.4%。从行业看，高技术制造
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 40.6%，越来越多跨国企业选择
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外商在华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从国别
看，部分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其中，法国和瑞
典增长分别高达 25 倍和 11 倍，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实
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211.8%、186.1%、77.1%。

“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提供
更多支持便利。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工商界继续加
强对华合作，共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毛宁说。

欢迎各国工商界
继续加强对华合作

惊蛰：春雷惊万物 蛰虫唤银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