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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8月3日电 （记者侯
文坤）7月 27日，地处三峡库区坝首的
秭归旅游港岸电建设工程破土动工。
预计到 8月底，该港口就将用上清洁岸
电，供电容量达到 7500千伏安。这是三
峡库区又一个即将告别黑烟缭绕、噪
音轰鸣景象的港口。

统计显示，每年有约 14万艘船舶
待闸三峡大坝，柴油发电排放的硫化
物约 10 吨，碳氧化物 4000 吨，PM2.5
约 3 吨，对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构成威
胁。“我们也感觉污染大，但还是得靠
燃油发电来维持运转。”常年在长江上
跑船的船主廖长明说，过去船靠泊码

头后，动力主机熄火，发电辅机接替工
作，大量燃烧柴油，黑烟伴着嘈杂的发
电机声音萦绕整个码头。

如何在方便三峡大坝待闸船舶用
电，又减少燃烧柴油发电带来的噪音
和大气污染？“绿色岸电”应运而生。

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荣
延海介绍，2015年以来，游轮码头专变
岸电、待闸锚地公变岸电、趸船码头低
压岸电三种岸电使用方式在三峡库区
核心区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宜昌沿江
段已有 29个港口码头完成岸电改造，
供电容量达到 3.19 万千伏安，年用电
量近500万千瓦时。

码头告别“柴油味”，多方迎来共
赢。长江海外游轮旅游公司总经理阮
宁算了一笔账，一艘 12000吨的大型游
轮一晚发电需耗油近 2吨，运营成本超
过 1.5 万元，使用岸电后，运营成本仅
为烧油的三分之一。

为实现岸电使用便利化和规范
化，电力部门研发了“扫码用电系
统”。船舶靠港后，船员将电缆线接入
岸电桩，经移动终端扫描二维码即可
通电使用，系统后台开始自动记录用
电量，船舶离港时再次扫描二维码就
能断电结算，实现了接口标准规范统
一、缴费平台便捷通用。“以前待闸期

间，我们船每天用电 10 个小时，得烧
300 多元的柴油。接岸电后，一天 24
小时用电，只需 100 元左右的电费，
而且还方便。”廖长明说。
“绿色岸电”的推广应用，加快了

“绿色航运”的步伐。国网宜昌供电公司
总经理丁和平说，近年来，三峡库区船
舶岸电年用电量近 500万千瓦时，相当
于替代燃油 1062.5吨。在今年底前，宜
昌市将完成全市71家经营性码头（危险
品码头除外）规范性港口岸电设施建
设，实现港口岸电全覆盖。同时配套推
行船舶改造，未进行受电设施建造的船
舶不得通过船舶检验。

“绿色岸电”助力三峡“绿色航运”

新华社长沙8月3日电 （记者袁
汝婷）夏日的洞庭湖骄阳似火、碧波荡
漾，洲滩上植被茂密，时不时有鸟儿飞
过。49岁的马爱忠站在岸边看着一派
繁茂景象时说：“以前想不通为什么砍
我的树，现在有些明白了。”

马爱忠曾在洞庭湖区以经营欧美
黑杨种植产业为生，他的杨树林种植
在湖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内。去年 1-11月，西洞庭湖保
护区打响一场杨树清理“攻坚战”，核
心区 50852 亩杨树被清理，他的 1400
亩就在其中。

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泊洞庭湖，是
长江重要调蓄湖泊，被誉为“长江之
肾”，由于其地理区位优势，它还是我
国首批列入《国际湿地公约》重要湿地
名录的 7块湿地之一，是全球不可多得
的物种基因宝库。

1977 年以来，欧美黑杨被引入洞
庭湖区。为了发展造纸、木材等经济

产业，当时政府以政策鼓励老百姓大
面积种杨树。截至 2016年底，仅在西
洞庭湖保护区的核心区，种植面积就
有5万余亩。

欧美黑杨外号“湿地抽水机”，大
规模种植加速了湿地的旱化，改变了
湿地土壤结构。“树下不长草，树上不
落鸟”，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
长梅碧球告诉记者，大规模种杨树也
破坏了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候鸟着陆
遭到障碍物阻挡，鱼的产卵、洄游也遭
到破坏。

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国家战
略，洞庭湖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7
年 1月-11月初，西洞庭湖保护区清理
核心区杨树9000余亩。

砍伐杨树的阻力主要来自和马爱
忠一样的周边百姓，他们世世代代以
湖区养殖、洲滩种植等产业为生。梅
碧球说，西洞庭湖岸线很长，周边有 11
个乡镇，老百姓依靠着“涨水为湖、落

水为洲”的自然条件，“靠湖吃湖”为
生，西洞庭湖保护区所在的常德汉寿
县，还曾被誉为“中国黑杨之乡”。
“杨树砍了，我们靠什么赚钱谋

生？”这是马爱忠和他的杨树种植户朋
友们共同的疑虑。

为了让老百姓共同践行“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汉寿县的干部们
做了大量的政策宣传解释工作，仔细
研究拿出了补偿方案。梅碧球曾上门
给老百姓做思想工作直到凌晨。“我们
找到了村里有影响的人，跟他们讲保
护生态环境的长远意义，然后请他们
去影响更多的人。”
“你看，这里现在草长得多茂盛

啊，如今湖里的鱼、鸟可多了！”阳光
下，西洞庭湖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指着
洲滩对记者说。

梅碧球介绍，近几年，保护区内鸟
类物种记录新增了 12种，国家一级保
护鸟类增加了 2种，鱼类物种记录新增

2种，洄游性鱼类种群数量明显增多，
新记录到湿地植被 5种。“黑鹳的监测
记录从 20多只增长到 78只，在保护区
越冬的水鸟已经超过3万只了。”
“我在这湖洲上生活了 30年。以

前水很混浊，鸟都不往我们这儿飞。
今年见到了好些以前没见过的鸟，水
也清了。”马爱忠说，这些肉眼可见的
变化，终于让他渐渐理解了管理部门
那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决定。

8 个月前，洞庭湖洲滩上马达轰
鸣，马爱忠不舍地转过身去，不愿看到
亲手栽下的一棵棵杨树倒下。如今他
才明白，那一转身之后，哺育了世代百
姓的“长江之肾”洞庭湖，正变成更清
澈、更美好的模样。

上图：近年来，湖南自上而下发动

省、市、县、乡、村五级干部打“洞庭湖生

态环境保卫战”，使湖区的生态环境得以

改善。图为在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拍摄到的小天鹅。 新华社发

百万株杨树倒下后的生态之变

新华社北戴河8月4日电 受习近平
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
部部长陈希 4日在北戴河看望慰问暑期
休假专家，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胡春华一同看望慰问和座谈。

陈希强调，广大专家人才要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保持强
烈的爱国心、坚定的报国志，把爱国奉献
的热情转化为创新创造的不竭动力，把
科研成果应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伟大事业中，把人生理想融入到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懈奋斗
中。要牢记时代使命、勇攀科技高峰，力
求提出更多原创理论、做出更多原创发

现，努力实现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
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言传身教、提携
后学，满腔热情关心、引导、指导青年科
技人才，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人才，为拔
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铺路搭桥，用智慧
和温暖的双手，托起年轻人的未来，托起
国家科技发展的未来。组织部门要结合
职能，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人才培养、评
价、流动、激励机制，着力营造有利于各
类人才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

参加休假活动的 62位专家，是以两
院院士为主体的优秀人才代表，他们在
各自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希在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时强调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

本报讯 苗禄权、陈卓报道：第五届
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 8月 1日在西安开
营。这届以“我爱祖国的蓝天”为主题的
军事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
员部主办，为期12天。

空军依托空军工程大学具体承办

这届训练营，空降兵某军、西安飞行学
院和驻陕航空兵某师、地空导弹某旅、
雷达某旅以及中航工业试飞中心等单
位协办，来自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 512 名学
生代表参加。

第五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在空军工程大学开营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鹿颈村屹立
着一尊铜像，身着戎装，伟岸沉雄，神情
坚毅。这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
达的铜像。

邓演达 （1895 年—1931 年），字择
生，广东惠阳人，1909年考入广东陆军小
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后，邓演达等广东陆军
小学的同学 10多人被派往潮汕，参加以姚
雨平为首的革命军敢死队。

1919年邓演达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
业。1920年初，应粤军参谋长邓铿急召，
邓演达赶赴福建漳州，加入孙中山领导的
援闽粤军，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
命。

1920年后，邓演达历任粤军第一师参
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
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

“三民主义”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
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
大政策，并筹办黄埔军校。邓演达被孙中
山任命为军校 7位筹备委员之一。在黄埔
军校时，邓演达先后任黄埔军校筹备委
员、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
长。他尊重苏联顾问，与共产党人周恩
来、聂荣臻、叶剑英等真诚合作，彼此亲
密无间，开诚布公。同年冬，邓演达赴德
国研习政治经济。

1925年底，邓演达回国出席国民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
执行委员，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北伐期间，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主持国民革命军的政
治工作并参与中路军的军事指挥。他积极
推广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扩大健全总政治
部组织机构，支持了北伐军的军事行动。
总政治部在各个军设立政治部，军之下各
师也设立政治部。国民革命军 8个军中，
除第一军和第五军外，全部由共产党员任
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如李富春、朱克
靖、麦朝枢、林伯渠分任第二、三、四、
六军政治部主任。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邓演达兼任湖北
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北伐军武汉行营主
任，是武汉国民政府中著名的国民党左派
领导人。

1927年 3月，邓演达出席国民党二届
三中全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
员和农民部部长，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决定在武昌创办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实际负责农
讲所的工作，邓演达对此给予支持。大革
命失败后，邓演达先后到苏联、德国以及
一些欧亚国家考察。

1930 年 5 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
同年 8月 9日在上海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
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
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
张反帝反封建，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
平民政权。

1931 年 8 月邓演达正准备武装起义
时，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同年 11 月
29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南京。

为纪念邓演达烈士，惠州市和惠城区
两级政府共同出资建设邓演达纪念园,并
于 2010年投入使用，现为广东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广东省统一战线基地、全国社
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惠州市廉政教育基
地。电影故事片《铁血丹心邓演达》等纪
念邓演达烈士的书籍、影视作品陆续出版
发行。

（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邓演达：铁血丹心

在陕西省神木市驼峰山下的
窟野河畔，保留着近 1 平方公里
的老街区，走进纵横密织的巷
道，依然是古朴风格的明清四合
院，其中一座便是革命烈士汪铭
的故居。

汪 铭 ， 陕 西 神 木 人 ， 生 于
1903年 4月。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
第一中学，在这里开始阅读 《新
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受到
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25
年 初 ， 加 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同年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同年冬，中共太原地方执行
委员会成立，汪铭任地委技术书
记，在学生和工人中进行革命活
动，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锡山
在山西实行“清党”，太原笼罩在
腥风血雨中。汪铭临危受命，化
名王德昌，以省委特派员的身
份，秘密往返太原、晋中等地开
展工作，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
1928 年夏，汪铭任中共山西临时
省委委员。1929年 2月，任中共山
西省委书记。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山西党
组织和中共山西省委多次遭到破
坏。1928 年底，汪铭秘密赴上海，
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并送上
《汪铭来的任务与对中央的要求》
的书面报告。1929年 3月 25日，周
恩来起草了《中央给顺直省委并汪
铭同志的信》，为在白色恐怖下恢
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在白区开展党
的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中共
顺直省委的决定，在中共山西省委
再次遭到破坏的情况下，1929 年 4
月，中共太原市委成立，汪铭任书
记，同时担任中共顺直省委驻山西
特派员，负责指导山西中路地区党
组织。针对山西党组织屡遭破坏的

严重局势，汪铭根据党中央和顺直
省委的指示，领导党组织在太原及
河东运城一带的工厂、农村、学校
和军阀军队中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
作，为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发展
工人、农民运动及兵运工作做出了
重要贡献。

1929年 7月 21日，由于叛徒出
卖，汪铭不幸被捕。敌人对他施行
了压杠子等种种酷刑，逼他供出党
组织和党员名单，他严词拒绝，始
终严守党的秘密。他对狱中难友们
说：“敌人无论怎样对付你，你都
不能供别人，没有生还的希望，就
坚定地死，决不能用同志的生命来
保全自己！”

1931 年 10 月 31 日，汪铭被敌
人押往刑场。临刑前，他昂首挺
立，大义凛然，高呼着“打倒国民
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的口号，英勇就义。年仅28岁。

为了纪念汪铭，1988年，神木
县政府在烈士陵园为其建立了雕
像。如今，汪铭的家乡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从贫困县转变为全
国百强县。2017年，快速发展的神
木已“撤县设市”，是榆林国家级
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全国煤炭主
产地。

（新华社记者 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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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用足政策、因地制宜、一户一
案、精准实施”的原则，自治区将优抚解
困任务分解到扶贫、民政、教育、住建、
交通、卫计等 11个部门和各市县。宁夏
军区制定下发《优抚解困任务分工一览
表》，层层签订责任书，人手一张帮扶
卡，分头包干负责实施。

军地各级各有关部门认领任务后
迅速行动，尽最大努力筹集人力物力财
力投入优抚解困攻坚战。为尽快解决
部分军烈属和退役军人当前的生产生
活难题，自治区党委政府督查室将优抚
解困工作列为督查内容；宁夏军区建立
进度报告机制，用“挂图作战”的办法抓
进度，要求各军分区、人武部每周报告
一次落实情况，确保生活困难的“光荣
之家”充分感受党的温暖。

青铜峡市唐滩村烈士马志云的父
亲马光祖今年 76 岁，老人告诉记者：
“没想到，儿子走了 38 年了，政府还想
着我的生活问题，部队还来帮我盖房
子。感谢共产党！感谢习主席！感谢
解放军！”

动员社会力量献爱心——

在全社会吹响尊崇

军人的号角

今年 64岁的中卫市沙坡头区艾湾
村退役老兵黄生银，左腿 4级残疾，胃
切除五分之三，家住危房。沙坡头区
人武部决定为黄生银家修缮房屋。由
于他家距离最近的公路有 2公里远，运
送建材不方便，找了几个施工队都不
愿接活。最后，人武部领导带着一名
工程公司经理上门走访，当经理看到
黄生银居住在年久失修、透风漏雨的

土坯房里，听了他当年曾在大漠深处
参加国防科研试验的经历后深为感
动。他当场表态：“这活我接了，只收
建材费，不收施工费，工人的工资由我
个人出。”
“尊崇军人，人人有责。”宁夏军区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为生活困难的军烈
属和退役军人献爱心，营造“从军报国
得尊崇，解甲归田受尊重”的浓厚氛
围。宁夏山东商会得知消息后，出资帮
助吴忠市红寺堡区 33户“光荣之家”解
决生产生活困难。宁夏某生物科技公
司选派技术人员结对帮扶中卫市中宁
县 5名退役军人种植枸杞 210 多亩，公
司免费提供有机肥料、地膜等生产资
料，并签订协议，承诺高于市场价 20%回
收产品。

中宁县宁安镇南桥村何立国、何瑞
父子俩都是退役军人。前些年，何瑞种
植的枸杞因品质不佳，销量不好，家庭
贫困。今年，生物科技公司与他结对帮
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使他种植的
枸杞品质明显提高。

据宁夏军区副政委丁学仁介绍，目
前积极投身拥军优抚的上规模企业在
宁夏有 30多家。另外，还有石嘴山市民
族饭店经理杨洪林等一批企业主和个
体户也自发加入到优抚解困的队伍中：
有的结对帮扶两三户困难军属，有的购
买生活用品慰问退役军人。

6月 14日，已经创业致富的中宁县
王瑞山等 3名退役军人来到宁夏军区机
关请领任务。他们看到军地有关部门
扎实开展优抚解困工作后深受感动，纷
纷要求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王瑞山
说：“靠着党的富民政策，我创业致富
了。现在，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我要
尽一份责、出一份力，就因为我是退役
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