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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一 季 度 ，全 国 出 入 境 人 员 超

1.41亿人次，同比上升 117.8%；“五一”假

期入出境游客合计达 367.2万人次，其中

入境游客 177.5 万人次，出境游客 189.7

万人次……近期公布的一组组数字展现

出中外人员往来的密度和“双向奔赴”的

热度。得益于航线恢复、入境便利化措

施落地以及互免签证国家增多等多重利

好，中国与世界在“你来我往”中看见真

实的彼此，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发现和创

造合作的机遇。

“中国欢迎你”不只是一个口号。去

年 12 月，中国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

兰、西班牙、马来西亚 6 个国家试行免签

政策。今年 3 月，中国又进一步对瑞士、

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

6 国试行免签政策，近日又实施外国旅

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与此同时，随

着今年一系列互免签证协定等出入境政

策逐步落地，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等多国迈入“免签时代”。来到中国

的外国游客发现，在华旅游、支付更加方

便，越来越多的机场、景点、购物场所支

持境外银行卡刷卡支付，很多城市专门

发布入境游支付服务指南和宣传视频。

为了欢迎中国游客，许多国家和地

区也对中国公民推出免签和落地签，并

配套各种暖心服务。马来西亚在多个入

境点聘请能说普通话的工作人员，新加

坡旅游局与微信支付和银联国际等机构

签署谅解备忘录，古巴在宣布对持普通

护照中国公民免签同时也为中国游客量

身定制旅游产品……法国欧洲新闻电视

台认为，一条“双向奔赴”的快捷畅通之

路正在铺就。

人流中有信息流，“你来我往”为民

心相通注入新动力，让世界看到真实中

国。宏伟的历史古迹、新奇的现代科技，

乃至独具风情的小众乡村、私房餐厅都

成为外国游客到中国“打卡”的选项，“眼

见为实”刷新了不少外国游客对中国的认知。新加坡《联合早

报》刊文说，不少外国博主都表示亲眼所见的中国打破了他们

原有的印象。他们对上海市容的整洁大方印象深刻，对满街

跑的新能源车充满好奇，有人爱上了茶叶蛋和豆浆，还有人感

叹一路遇到的中国人都是热心肠。

去法国品尝红酒，去瑞士滑雪，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

中国游客走出国门，在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的

同时，也在展示中国形象，在与当地人交往的一言一行中，展

现中国人昂扬向上的姿态、开放包容的胸怀。正如中国旅游

研究院院长戴斌所说，中外游客正在加速进入彼此的日常生

活场景，人们在旅途中感悟文化、增进了解、加强人文交流。

人流中也有机遇流，伴随着人员流动，互利共赢的机遇

不断涌现。旅游业的兴旺带动酒店、餐饮、交通、购物等各

行业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今

年入出境旅游人数合计将超过 2.6 亿人次，助推国际旅游收

入重新攀上千亿美元关口。跨境游快速带火一方经济，比

如张家界受韩国游客青睐，韩式餐馆上座率明显上升，一些

饭店日营业额可达万元以上。泰国曼谷市长差察·西迪汶

表示，抵泰中国游客数量不断增加，泰国游客也赴华旅游，

有利于泰国经济发展和增进两国人民友谊。“这不仅是为了

娱乐，也加强了两国合作”。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欧洲企业人士希望借机拓展中国

市场。他们可以更加灵活地参加各类商贸展会和洽谈活动，更

加便利地拓展合作伙伴和商业网络。许多欧洲游客表示，15天

的免签非常实用，不论是去中国旅游还是商务考察等都能很从

容地完成。或旅游观光，或学习工作，或投资兴业……“你来我

往”的人群怀揣的目标不同，但都在热烈的交流中找寻人生机

遇，共享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时代红利。

无论是受到热情款待，还是刷新“固有印象”，或是开拓合

作机遇，一个又一个交流互动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共同组成

了新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以开放求共赢、以合作促发展的

宏大图景，生动展现了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

政策逻辑：一个国家越开放就越发展、越自信，越开放就越能

够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的深刻认识，也是中国

的笃定实践，更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真诚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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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河南省洛阳市

汝阳县蔡店乡郭村，农民将刚

收割的小麦装车。

正值“三夏”时节，各小麦

产区陆续进入小麦收获期，农

民在田间收割，农机在麦田里

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 李卫超 摄

凉山村寨纪行
□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谢佼 尹恒

凉山的风，从山谷迅疾吹过，行人衣角，

猎猎作响；风，也似在翻动历史书页，讲述变

迁的动人故事。

乌蒙山脉和横断山脉在西南大地围出巨

大的夹角，这就是四川凉山州。这里海拔

4000米以上的高山有 20余座，高差激流冲蚀

地表，悬崖交错，千沟万壑。2013年，这里有

88.1万贫困人口、2000多个贫困村，是脱贫攻

坚战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我一直牵挂着彝族群众”，在脱贫攻坚战

的关键时刻，2018年 2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

用脚步践行走遍全国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承

诺，来到凉山村寨，为这里的发展指明方向。

今天的凉山，正书写着力推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全面振兴衔接升级的崭

新一页。记者一行近日深入凉山腹地，映入

眼帘的是一栋栋新居、一条条新路、一张张笑

脸、一个个产业新项目……2023年，全州脱贫

人口年人均纯收入 13220 元，是十年前贫困

人口年人均纯收入 1628元的 8.1倍。翻天覆

地的变化，让人真切感受到什么是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源”。

思念树旁，村寨百业兴旺

有句彝族谚语：“一看见山上的云杉，就

会引起我对您的思念……”

重重高山，重重回环。车再翻过一道坡，

进入海拔 2800米的昭觉县解放沟镇火普村，

村头一株新植的云杉挺直傲立。头包黑帕、

身着蓝褂的 63岁彝族老人吉地尔子说，这是

全村人从山里引来的云杉，种在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驻足的地方。

火普，彝语意为“山峰之巅”。2014年这

里贫困发生率 34.8%，村民仅能种点土豆燕

麦，靠天吃饭。脱贫攻坚战中，村民们起初也

很迷茫，先种羊肚菌，后种金银花，都不理

想。2020 年 3 月，在当地政府帮助下试种蓝

莓，从 19个品种里选出了 1个。

“第一年收成，大家试着售卖，没想到一

下被抢光了。”吉地尔子笑了，“大家来劲了。”

农技专家还煞费苦心，将技术方案简化成顺

口溜。那时节，只听满山的老老少少在喊：

“挖一个坑，放袋营养袋，种一棵树，盖上一块

布……”

2023年，首批蓝莓进入丰产期，亩产值近

3万元。吉地尔子年收入达到了 1.6万元，他

还乘飞机去了湖南的十八洞村，到最早提出

精准扶贫的地方去感受感受。“十八洞村建设

得很美，我的家乡也要变得更美。”回来后他

逢人就说。

沿着产业步道行走，村里正在兴建游客

中心，电焊的火花闪耀；山风拂来，生机盎然

的蓝莓树、挺拔的红枫、绽放的索玛花漫山遍

野、簌簌作响。

“火普村现在年人均收入已超过 15000
元，村上趁热打铁，计划尽快形成 3000 亩蓝

莓规模，带动周边发展上万亩。”解放沟镇党

委书记吉克劲松说。

不远处的谷克德景区，索玛花节正热闹，

一个个健儿骑着山地自行车在山道上穿行，

兴高采烈的游客打卡拍照，入夜他们则围着

篝火手牵手跳起“达体舞”，好一派凉山风光！

农林牧旅融合，多措并举增收，2023年凉

山州第一产业增加值首次迈上 500亿元台阶。

歌声嘹亮，托举奋飞之翅

沿着盘旋的山路，不知拐过多少个弯，来

到昭觉县三岔河镇三河村。

沿着石板路，弯腰走进低矮的门檐，这是

特意保留的昔日彝寨——昏暗的灯光，逼仄

的房间，参差不齐的楼板，狭小的火塘，勾勒

出千百年来村寨人们生活的不易。

站在村里的最高处望出去，远方碧空如

洗，山脊上风电叶片缓缓转动，近处层层冬桃

林，枝头挂满毛茸茸的小桃球。三河村党支

部副书记洛古有格说，每亩产值达 6000元以

上。

走进新村定居点，一改旧寨的低矮，修得

屋梁飞挑、院子开阔，家家门前有菜地。村广

场干净整洁，还有特色碉楼。

斩断穷根，关键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教育必须跟上，决不能再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国旗国旗真美丽，金星金星照大地，我

愿变朵小红云，飞上蓝天亲亲您。”2023年成

都大运会开幕式上，吉好有果的歌声感动无

数人，凉山阿依（彝语：孩子）凝视国旗的样

子，随着电视转播传遍全球。

从小热爱唱歌的吉好有果现在西昌读初

二，在三河村新村定居点的家里，墙上贴着她

的 19张奖状。“这是红领巾志愿者讲解员、进

步之星、凉山州阳光少年……”吉好有果吐露

着自己的心愿，“我想考音乐学院，成为大凉

山的音乐教师。”

读 4 年级的妹妹吉好有莫也连忙跟着

说：“我想当英语老师！”看着姐妹俩认真的样

子，大人们都笑了起来。

三河村的村史馆内，考上大学的阿依被

列出：罗秀，四川大学在读博士；罗昔，中国政

法大学法学硕士；罗晨，武汉理工大学国旗仪

仗队队长……

决不让一个孩子因辍学而失去梦想！最

近 5 年来，昭觉县财政对教育的总投入累计

达 到 47.2 亿 元 ，占 同 期 财 政 总 支 出 的

20.79%。仅 2023 年，凉山州就新建、改扩建

学校 183所，新增学位 1.66万个，全州学前三

年 毛 入 园 率 达 89.7%、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达

95.74%、普通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 80%。

阿依们在书桌上，正描绘着大地山河的

未来。

钢梯步伐，不停向上攀登

从昭觉县城出发，越野车沿着美姑河峡

谷纵深挺进。头顶是沉闷的雨云团，司机一

脚油门，抢在大雨倾盆之前冲出了紧夹着公

路的峡谷。

面前是一条更开阔的山谷，面向美姑河

这一面，壁立千仞，山崖犹如斧劈刀削一般。

距凉山首府西昌 168公里的古里镇原阿土列

尔村，人们习惯称之为悬崖村。向山崖登上

一百来米，就见一级连一级的钢梯，向悬崖折

叠架设而去，三个硕大红字缀在崖上：“悬崖

村”！

悬崖村因脱贫攻坚而广受关注，外地许

多人自发到这里攀登钢梯。钢梯刚开始倒还

平缓，翻上几个拐弯后，就陡峭起来，而且越

来越险。钢梯之上，一个个身影缩为小点，身

子悬空，只敢手脚并用，紧紧拽住钢梯，向上

攀去。

累了人们就挂坐在钢梯上，几只小松鼠

在身边跳跃，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不时听到

“坚持”“加油”的鼓励声。“为了来悬崖村，我

们准备了 4 年。”来自重庆的游客邓朝玲说，

希望悬崖钢梯能带给自己和孩子以精神力

量。

花了近三个半小时，才费力地登上村子，

这是高半山腰一处小小的缓坡上镶嵌的村

落。2016 年以前，村民进出需要攀爬 800 米

落差的悬崖和 218级藤梯。在极其漫长的岁

月里，这个村恍若与世隔绝——

“四代人在悬崖上，我儿子、我、我爸爸、

我爷爷，再往前数，不知道祖先从哪里来。”出

生于 1976 年的悬崖村监委会主任海来几几

说，曾经村里有老人一辈子没有下过悬崖，儿

子小时候下山，要用绳子一头拴在腰间，一头

拴在树上。

2017年 3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特别

讲到了“悬崖村”，“感到很揪心”。2017 年 6
月，凉山干部群众在出动人力近 3万人次、耗

费 120 吨钢管后，建成了一条 2556 级上山的

钢梯，告别了藤梯。

站在峰顶，大风吹得人几乎站不稳。海

来几几说，2020年底，原阿土列尔村、说注村、

来洛村来洛社、古则社合并组建新村，命名为

悬崖村。至 2021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和悬

崖村文旅安置，全村在县城安置 1171 人，在

来洛村集中安置 148 人，其他方式安置 259
人。整个村子的出行完成了“藤梯到钢梯”

“钢梯到楼梯”的历史变迁。

“现在山上还有村民吗？”有人问。

海来几几引着我们来到峰顶几间民居，

这里有冰箱电视，有床铺，收拾得干净整洁。

主人敌日曲且是村里的安全员。“每天悬崖村

会迎来上千名客人，村子不是景区，责任得村

民担负起来，我们要给游客准备食宿，保护他

们的安全，也防止森林火灾。”敌日曲且说，山

上种着油橄榄、脐橙、青花椒、中草药，养有山

羊，壮年人会轮次作业；老人孩子则安居在城

里，享受优质教育和医疗。

“悬崖虽险，却美景无限，它浓缩着脱贫

攻坚的意象，吸引人们来感受体验。”昭觉县

长白此联说，县里正加紧推进火普村、三河

村、悬崖村“三村联动”为龙头的 128 个农文

旅融合发展项目。

行进中的“三村”，是凉山村寨变化的缩

影。立于这金沙江畔的极高之处，发展的加

速感穿云破雾而来——

乐山至西昌高速公路正由北至南，贯通

大小凉山；四川沿江高速公路正由东至西，接

通宜宾、凉山和攀枝花；已建成的新成昆铁

路，正为成昆大动脉提速；“天府粮仓凉山片

区”的大桥水库灌区二期、龙塘水库灌区、米

市水库等水网加快织密……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

出，“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把乡村振兴摆在

治蜀兴川的突出位置”“要学习运用浙江‘千

万工程’经验，聚焦小切口，锲而不舍、久久为

功”。

沿着总书记擘画的图景，四川和凉山正

积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聚焦群众能快速见

到成效的事。

凉山首府西昌，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

馆外，一截被挣脱的巨大绳索雕塑引来游客

驻足感叹。89年前的 5月 22日，红军“彝海结

盟”，在凉山播下了穷人翻身的种子。

博物馆讲解员莫色务洛声情并茂地说：

“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凉山

一步跨千年；而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全面振

兴的巨变，彪炳史册！”

新华社成都5月20日电

（上接1版）
健全群众身边的体育健

身组织。2021年以来，体彩公

益金用于二级裁判员、二级社

会指导员培训 60 余万元，培

训二级裁判员 200 余人，培训

二级社会指导员 300 余人，选

派 50 余名优秀二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参加一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选派 20 余名优秀

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国

家 级 社 会 体 育 指 导 员 培 训 ，

“十四五”社会体育指导员“百

千万工程”（100个一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1000个二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10000 个三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已经基本完成。

建 立 后 备 人 才 培 养 体

系。2021年以来，体彩公益金

资助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150余

万元。以“奔跑吧·少年”青少

年主题健身活动为平台，举办

各类青少年体育竞赛活动，在

全市上下引起较大关注和群众

的一致好评，真正推动了吕梁

青少年体育再上新台阶。另

外，会同市教育局评定了 24所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教融合

成效进一步显现。用于备战省

十六运 100 万元资金，为运动

员提供了充足的训练及参赛保

障，最终吕梁市代表队取得了

28 金 19 银 30 铜的优异成绩，

创吕梁参加省运会以来奖牌榜

历史最好成绩。

助 推 公 益 事 业 向 前 发

展。2021年以来，除每年固定

比例支持残疾人事业，市体育

局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90 余万

元，主要用于支持老年人体育

事 业 发 展 、疫 情 期 间 防 疫 物

资，以及学校和包联村节日慰

问，积极践行“公益体彩，乐善

人生”的公益理念。

“体彩公益金在支持社会

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未来，市体育局

将继续加大宣传报道力度，让

更多人了解体彩公益金的作用

和价值。”市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马小军说，“同时，我们也

将进一步完善资助项目的管理

和监督机制，确保每一分公益

金都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我市体彩公益金赋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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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滁州捷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辆辆机器人小车

搭载着原材料硅片在车间内穿梭。作为一家

生产高效太阳能电池片的光伏新能源企业，

自去年 2 月建成投产以来，35 条生产线每天

可下线电池片约 700万片。

滁州是安徽较早布局光伏产业的地市。

据介绍，目前当地已实现百亿产业项目、特色

产业集群、上市企业县域全覆盖。在滁州凤

阳县，当地正通过建链、补链、强链，全力建设

千亿级硅基新材料产业基地。

去年 6 月，凤阳正泰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调试投产。“我们是光伏电池和组件制

造领域的企业。凤阳当地聚集了光伏组件制

造所需的玻璃、边框等辅材生产企业，未来企

业间将能更好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公司副

总经理李龙庭说。

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是安徽省近年来

重点打造的新兴产业之一。安徽该产业营收

规模 2023年达 6121.9亿元，实现两年翻番。

“ 科 技 支 撑 和 产 业 链 式 发 展 是 新 能 源

和 节 能 环 保 产 业 得 以 迅 速 发 展 的 重 要 保

障。”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罗宏说，目

前安徽已拥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13 家、

省级平台 364 家，同时还围绕新能源、高效

节能、先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和碳中和 5

大细分产业集群，设计产业链、完善产业链

图谱，推动产业链在安徽乃至更大范围协

同发展。

“光伏电池组件更新迭代快，企业只有强

化技术储备，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

优势。”在安徽宣城市，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晓华说，他们在异质

结叠钙钛矿这一前沿技术路线上已开展小规

模试验，预计明年叠层电池中试线将投入使

用。

记者注意到，像华晟新能源等一批企业

正不断抢占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未来赛

道，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在滁州市全椒县，“头顶”气罐的氢能公

交已经行驶 1 年多。作为氢能公交“核心动

力系统”及其关联零部件制造企业，安徽元

隽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俊春表

示，该公司开发的 30KW 和 66KW 氢燃料电

池动力系统在交通领域节能减碳潜力已经

显现。

质子交换膜是氢燃料电池的核心零部

件，以前长期依赖进口。“通过自主研发，2022
年我们形成了国产质子交换膜批量生产能

力。”张俊春说，目前生产的 8微米、12微米质

子交换膜较三年前已降本约 70%，助力氢燃

料电池成本整体下降。

据了解，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已实现

安徽 16地市全覆盖。今年，安徽明确开展重

点领域前沿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攻关，

并抢占氢能领域发展赛道，建设氢能产业园、

循环经济产业园等，更好发挥园区对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承载作用。

新华社合肥5月21日电

增绿色动能 瞄未来赛道
——安徽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一线扫描

□ 新华社记者 水金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