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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市场一年累计成交量达1.94亿吨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将择机再入大气层

●成兰铁路铺轨进入川西高原

本报讯 （记者 郑礼志 赵婧耘 何骥淯）运动
场上扬激情，最是拼搏动人心。7月16日，贵州省第五
届学生运动会在遵义医科大学开幕。省委教育工委副
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邹联克讲话并宣布开
幕，省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吴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
长黄伟致辞。

邹联克指出，近年来，全省教育系统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殷殷嘱托，着力夯实学校体育基础设施，破解师
资队伍建设瓶颈，大力提升体育教学质量，完善学校体
育赛事体系，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发展，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和体育竞技水平都得到明显提升。下一步，全省教
育系统将全面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推进学校体育
改革创新，深化体教全面融合，全面强化学生体育赛事
举办，深入挖掘特色体育资源。希望并祝愿各参赛队
赛出风格、赛出成绩，赢得尊重、赢得荣誉，收获友谊、
收获成长，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吴涛说，希望本届运动会组委会精心组织，裁判员
公正执裁，运动员顽强拼搏，努力把本届运动会办成一
届团结奋进、促进发展的体育盛会。我们将以本届运
动会举办为契机，不断深化学校体育改革，更新学校体
育理念，让体育成为最美的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进而为社会增活力、为经济增亮色、为百姓增福祉，
为奋力谱写多彩贵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

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睿委托，黄伟代表市委、
市政府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赛会工作者表
示慰问，向长期关心支持遵义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的
各位嘉宾表示感谢。他指出，遵义是一座热爱体育、崇
尚体育的城市。长期以来，遵义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改革，积极倡导学生
体育锻炼，广泛开展体育赛事活动，全力推动文化教育
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搭
建了广阔平台。贵州省学生运动会是全省学生综合性
体育竞赛，遵义将当好东道主，全力做好赛事组织、后
勤保障等工作，努力将本届运动会办成团结、热烈、节
俭、文明的盛会。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健主持开幕式，省体
育局党委成员、副局长肖俊，遵义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何
志旭，遵义医科大学校长刘建国，市政协副主席、市委
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体局局长周玉新，市政府秘书长
曾征出席。

开幕式上，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
庄严宣誓。

据悉，本届运动会由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体育
局、遵义市人民政府主办，遵义市教育体育局、遵义医
科大学承办。运动会从7月中旬至8月下旬分时分项
在遵义市进行，设大学生组（分设本科组、高职高专组）
和中学生组（含高中及中职），7个大项168个小项。来
自全省各地的 72所高校、9个市（州）及省属普通高中
（中职）学校共 82支代表队 5986名运动员将角逐 510
枚奖牌。本届运动会还将开展 2018—2022年全省学
校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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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5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中国有力应对超预期因
素影响，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 2.5%，二季度实现正增
长。

事非经过不知难。今年以
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
内疫情多发散发，不利影响明显
加大，经济发展极不寻常。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
刻把握国际国内大局大势，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引领
中国经济航船在高质量发展航
道上破浪向前、行稳致远。

风物长宜放眼量。观察中
国经济，要坚持全面辩证长远的
眼光，既看当前之“形”，也看长
远之“势”，既算“眼前账”，积极
应对当前挑战，也算“长远账”，
在砥砺奋进、保持韧性中提振信
心决心、积厚发展动力。

算总账：“最大程度保护人
民生命健康，也最大程度稳住了
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

2022年进入下半场，一度遭
受疫情冲击的全国多地经济加
快恢复：

上海市全面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一个多月后，7月 8日
用电量创历史新高；7 月 12 日
起，北京市有序恢复举办线下体
育赛事活动；7月以来，民航单日
航班量持续保持在 10000班以
上；随着暑期档到来，全国多地
跨省游加快恢复，不少知名景区

“ 熟 悉 的 热 闹 场 景 又 回 来
了”……

面对 2020年武汉保卫战以
来最严峻的疫情防控考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坚持动态清零，最大程度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
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

过去半年的发展曲线，勾勒
出极不平凡的历程——

今年前两个月，在一系列稳
增长政策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
平稳开局，一季度同比增长
4.8%。

3月以来，具有强传染性的
奥密克戎变异株波及多数省份，
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中国经
济稳定恢复受到冲击，一些突发
因素超出预期，二季度经济下行
压力明显增大，4月份主要经济
指标全面回落，经济运行出现较
大波动。

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
3月 17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分析新冠肺炎
疫情形势，部署从严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
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
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
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
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

4月 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
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
中央的明确要求。”

疫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拦
路虎”，必须科学精准有效防控
疫情，才能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创造根本前提。

一些国家实行“躺平”策略，
中国抉择坚定不移：“宁可暂时
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
到伤害，尤其是要保护好老人、
孩子。”

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
难。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迅即行
动，扎实落实。3月 20日，深圳
基本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4月
14日，吉林省基本实现社会面
动态清零；6月 1日，上海全面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北京坚
持以快制快，采取果断措施抓
好疫情防控……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
济发展。

宏观、微观、结构、科技、改革
开放、区域、社会等七大政策加快
落地，增量政策工具谋划推出，六
方面33项政策持续加力，全力稳
住宏观经济大盘。

稳住市场主体，就能为经济
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
政策，全年退税减税约2.64万亿
元；金融系统加大力度向经济

“输血”，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3.68万亿元，同比多增 9192亿
元；在全国集中开展涉企违规收
费专项整治行动；深圳、上海、北
京等多地推出地方版助企纾困
政策，为市场主体送来“及时
雨”……

今年 1至 5月，全国新设市
场主体1151.4万户，在较大基数
的基础上实现正增长。其中个
体工商户805.7万户、增长3.8%。

保产业链供应链，是保居民
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的基础。

3月以来，疫情多地散发，部
分地区跨区域货物运输不畅，物
流保通保畅成为保产业链供应
链的关键一环。

一系列硬举措接连出手：足

量发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
建立重点产业和外贸企业白名
单……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
议部署的 10项重要举措落地落
实，着力解决层层加码、一刀切
等问题，加大对物流枢纽和物流
企业支持力度，推动重点区域重
点枢纽逐步复工达产。

目前全国高速公路和港口
航道保持畅通，6月 24日全国高
速公路货车流量与 2019年同期
比增长18.3%；截至6月24日，我
国重点监测港口今年以来完成
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同
比分别增长 0.9%、2.3%；上半年
全国铁路、水运、邮政快递货运
量较2019年同期均显著增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
据显示，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
数达52.1%，较上月回升2.8个百
分点，显示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
发力和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市场
供需趋于活跃。

稳投资，促消费，稳外贸，着
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运行的轨
道。

加快推动水利、交通运输等
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发行金融债
券等筹资 3000亿元支持重大项
目建设，部署进一步盘活存量资
产拓宽社会投资渠道，稳定和扩
大民间投资；稳定增加汽车、家
电等大宗消费，北京、合肥、福州
等多个城市发放消费券；密集部
署一系列稳外贸举措……

“5月份以来，随着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不断显现，一揽子稳增长政策措
施有效实施，国内疫情防控总体
向好，经济运行逐步企稳回升，
积极变化明显增多。”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下转三版）

中国经济新观察

7月 16日，由中组部党员教育
中心策划指导，中共贵州省委组织
部、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的电视剧《高山清渠》，于当晚 8点
正式登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强档
首播。该剧以“七一勋章”获得者、

“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遵义
市播州区原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
黄大发为原型创作，讲述其带领群
众开凿生命渠、开创幸福路的故事。

“水是啥？那是盼头，是命，是
咱草王坝的梦……”自二十世纪50

年代末开始，黄大发带领群众前后
历时30余年，靠着锄头、钢钎、铁锤
和双手，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9400
米、地跨3个村的“生命渠”，结束了
草王坝长期缺水的历史，拔掉了村
子的“穷根”，用实干兑现了“水过
不去、拿命来铺”的誓言，被誉为

“当代愚公”。
电视剧《高山清渠》正是以

黄大发前后历时 30余年的经历为
蓝本，展现以其为首的草王坝村干
部为改变家乡贫困缺水的面貌，带

领全村人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卓
然风姿。据了解，本剧改编自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报告文学
《山神》，由雷献和编剧、楼健执导，
演员李健领衔主演。作为中组部
2021年重点扶持项目，该剧已入选
国家广电总局 2018—2022年百部
重点电视剧之一。

“这是一部充满英雄主义浪漫
情怀的史诗，全剧塑造了一名中国
共产党员代表，在不屈的生命历程
中所拥有的强大生命力，以一代中

国农民群像，艺术呈现了波澜壮阔
的中国乡村巨变。”导演楼健说。

据悉，《高山清渠》剧情主要以
黄大发由一名普通农民成长为一
名共产党员的奋斗事迹为切入点，
立体塑造出一位中国共产党员形
象，结合真实人物可歌可泣的点滴
事迹建构主角，让广大受众与剧中
人物共情，表现广大劳动人民的信
心和毅力，改造自然的雄伟气魄及
艰苦奋斗的开拓精神。

（据《贵州日报》）

以“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为原型创作

电视剧《高山清渠》央视综合频道首播

本报讯 （记者 赵婧耘 实
习生 幸诗淇）7月 16日，以“七一
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全国道
德模范、遵义市播州区原草王坝村
党支部书记黄大发为原型创作的
电视剧《高山清渠》在央视综合频
道黄金时段播出，引发遵义市民热
议，受到一致好评。

大家纷纷表示，《高山清渠》是
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精品力作，剧
情跌宕起伏，画面写实性很强，人
文气息浓厚，用朴实的镜头再现了
草王坝村“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
坡，一年四季包谷沙，过年才有米
汤喝”的贫困过往。主演李健演技
自然感人，生动展现了黄大发不屈
不挠的精神与坚定的信念。

首播当晚，播州区平正仡佬族
乡团结村（原草王坝村）群众第一
时间收看了该剧。在看到当年水
资源匮乏、交通落后、生活困难的
场景时，大家感触很深。

“一个山高坡陡的地方，过去哪
敢想象能有今天的发展。”团结村群
众王连华激动地表示，这部电视剧
的播出，让他们感到特别骄傲。

团结村群众徐国树说：“在黄
大发老支书带领下，父辈用钢钎、
铁锤修成的大发渠造福了我们。
作为一名党员，我会继续勤劳苦
干，把家乡的产业发展好。”

团结村村干部张永胜表示，电
视剧《高山清渠》开播是对黄大发
精神和团结村的又一次宣传，作为

团结村的一员，感到很激动、很自
豪。“我们都有责任传承好黄大发
精神，苦干实干，造福后世。”

“黄大发老支书作为一名基层
党员，三十余年带领村民在悬崖峭
壁间修凿水渠，苦干实干，真正体
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身上
所体现的当代愚公精神，值得我们
学习。”红花岗区东欣彩虹城居民
何豫南表示。

“这部电视剧很接地气，我把
它推荐给我的学生们。”遵义市新
区文化小学教师陈庆翔说，作为一
名教师，自己会将黄大发精神传递
给学生，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以身作
则，做好榜样。

“老支书心里时时装着百姓，

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百姓。”
贵州省地矿局114地质大队退休第
一党支部书记裴春燕深受触动。
她表示，支部曾多次在播州区平正
仡佬族乡大发渠开展党性主题教
育活动，他们从黄大发老支书身上
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力量。这部
电视剧不仅让她更好地了解黄大
发老支书的故事，也让她感受到了
广大基层干部身上的为民情怀。

“剧情质朴感人，人物塑造非
常成功。”回遵义过暑假的大三学
生小颖在看到剧中黄大发决心为
改变草王坝村村民的穷苦命运而
坚定地带领村民修建水渠时，被黄
大发身上所具有的坚毅品质和为
人民服务精神深深感动。

一渠清流润万家
电视剧《高山清渠》在遵义引发热议

7月16日晚，以“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
遵义市播州区原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为原型创作的电视剧
《高山清渠》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开播。

自二十世纪50年代末起，黄大发带领群众历时36年，靠着锄头、
钢钎和铁锤，在悬崖绝壁上开凿出一条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
米，地跨 3个村的“生命渠”，结束了草王坝长期缺水的历史，拔掉了
村子的“穷根”，用实干兑现了“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誓言。

当天晚上，在电视剧主人翁原型人物黄大发的家里，10余名遵义
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原草王坝村）村民和老支书黄大发一
起收看了电视剧。张元华是当时积极响应黄大发修渠的7个人之一。

张元华说，电视剧拍得很逼真，演员们的表演活灵活现，看着就
回忆起当时修渠的场景。老支书喊老百姓要修沟，不修沟要饿死人，
老支书组织群众，当时先修一道沟，但是报废了，又修二道沟，后头老
百姓就有谣言，说一道都没修成功还要修二道，劳民伤财，但是老支
书有信心，一定要干，要用生命来换水。

修渠过程中，尽管在资金、技术、原材料等方面遇到不少问题，
老支书黄大发却没有放弃，他一直践行“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誓
言，终于，历时36年，草王坝村迎来了“生命水”。如今，团结村种植
了中药材、生态稻、精品水果，发展起肉牛、蜜蜂、生态猪等产业，人
均收入突破万元大关。

黄大发说，《高山清渠》的播出，让全国人民都看到我们草王坝的历
史，我们把“天渠”修通之后，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有了水，我们就有
大米吃，有水喝了，水是农业的命脉，是人的生命，我们的产业要高质量
发展，产品变商品，商品变成经济，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就提高了。

《高山清渠》把当年修渠的艰辛和后来水通后带来的变化搬到了
电视荧屏上，让广大村民备受鼓舞，干劲更足了。

“仁遵高速团结特大桥要通车了，来到这里的游客会越来越多，
家乡会变得越来越好。”黄大发说，以前我们没有水喝，没有大米吃，
老百姓过不好，包谷饭都吃不饱。现在我们农村已经和城市一样了，
很多东西都可以直接拉到家门口。高速路通了以后，我们就更方便
了。我已经80多岁，是村里的名誉支书，共产党员不讲条件，只要还
干得动就要干下去，就要干一辈子。

“这个电视剧拍得好，我现在感觉浑身充满干劲。”团结村党总支
部书记王朝海说，要向老支书黄大发学习，做到心中有信仰、肩上有
担当、脚下有力量。下一步，将按照建好用好大发渠、陈列馆、干部培
训中心党性教育基地等“123”发展思路，在大发渠景区建设四季瓜果
园，发展休闲采摘农业，种植适度规模的樱桃、杨梅、葡萄、西瓜等四
季瓜果。此外，还将引进菊花、玫瑰等鲜花产业和盆景、旅游工艺品
加工等产业，改善大发渠周边环境，增强旅游吸引力。

（据《贵州日报》）

发展底气更足了
——黄大发与乡亲们热议《高山清渠》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