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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樊曦 魏玉坤

海、陆、空是全球贸易的通道，从
它们“指数”的波动可以窥见经济的冷
暖。

一只普通的集装箱，在通道中往
来穿梭，今年会经历怎样的“奇幻漂
流”？

“上半年还在发愁厂里的箱子堆
积如山，现在拉集装箱的卡车都不够
用。”江苏太仓中集集装箱制造有限公
司一位业务主管表示。

虽然习惯了“大风大浪”，但这些
集装箱怎么也想不到，它们的命运今
年会如此“大起大伏”。

11月中，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
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约为1857
点，比4月中足足上涨了1000多点！
到12月初，指数已上升到约2129点，
创2008年以来新高。

指数的攀升，直接反映的是航运市
场运价的上涨。“抢”字，成了下半年中
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繁忙的写照。

已经天寒地冻的天津港，集装箱
码头却是热火朝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年初以来
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持续下降，最低
时的2月份不足100万箱。5月份迎来
转机，达到165万标准箱，吞吐量实现了正
增长。前11个月吞吐量超过1710万标
准箱。

据中国港口协会的监测数据，11月
上旬，上海、宁波等八大枢纽港口集装
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3.1%；外贸集装箱
吞吐量同比增长11.5%。从区域看，长
三角及珠三角地区外贸业务增势更为
强劲，宁波舟山港增速甚至达到33%。

港口是经济冷暖的窗口，集装箱
就像这里的“温度计”，它们起伏的命
运释放出国内经济，尤其是外贸逐渐
回暖的积极信号。

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29.0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1.8%，已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

集装箱不仅在大海上经历着“奇幻
漂流”，陆地上也迎来了命运的“巅
峰”。受航运、空运供不应求、价格上涨
等因素影响，中欧班列迎来外运高峰。

12月7日，满载家用轿车的2015
次中欧班列从新疆阿拉山口站出发，
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这个中国
最大中欧班列口岸站今年进出境的第
4628列中欧班列。

前11个月，经阿拉山口口岸进出
境中欧（中亚）班列同比增长41.9%。
从渝新欧、郑新欧到长安号，22条线
路经过这里一路到西，到达德国、波
兰、比利时、俄罗斯等13个国家，搭载
的货物品类多达200余种。

“进口货物主要为棉纱、木材、铁
矿类、食品等8大类；出口货物主要为
汽车及配件、家电、疫情防护物资、电
子产品等7大类，今年又新增加了跨
境电商包裹这一新品类。”中国铁路乌
鲁木齐局集团阿拉山口站副站长刘全
民说。

截至11月5日，今年中欧班列开
行达10180列，超过去年全年开行量，
运送货物 92.7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54%，往返综合重箱率达到98.3％，再
创新纪录。

铁路整体货运前三季度也创历史
最好水平，累计完成26.24亿吨，同比
增长4.8%。

“回暖”，不仅是海、陆运输的写
照，空中大通道也在“点亮”。

2月，航空市场大幅萎缩，全国民
航运输总周转量同比下降73.9%，旅
客运输量同比下降84.5%。

2月18日，是全国民航最“黑暗”
的一天。航迹图上的“亮点”稀疏，一
天总计只有3734个。

进入三季度，民航业恢复较快，特
别是进入9月份，国内航线运输总周
转量和旅客运输量已恢复至去年同期
的96.9%和98%。

“亮点”逐渐增加。10月1日，累
计出现的“亮点”达到15144个，是2
月18日的4倍多。

集装箱的“奇幻漂流”见证了中国
经济暖意，日渐繁忙的列车、航班“点
亮”了中国经济的信心——

每过去一天，就有超过750万人次
乘火车出行，超过1000万吨货物奔走
在铁路线上，70多万只集装箱到发港
口，1.4万多架次航班在天上穿梭……

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
长3.2%，三季度增速达到4.9%，中国
经济逐季加速，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实
现转正，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恢复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达到52.1%，连续9个月站上荣
枯线，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四季度
经济增长或将比三季度进一步加快。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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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中

共中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
重举行2020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组部部长陈希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
现场国旗下半旗。3000余名各界代
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肃立。10时
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全城拉响
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
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团演奏
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
仪仗大队16名礼兵将8个花圈敬献
于公祭台上。

之后，陈希发表讲话。他表示，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深切缅
怀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

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
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
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缅怀同中
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生
命的国际战士和国际友人，宣示中国
人民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的庄严立场，表达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陈希指出，历史的苦难不能忘
记，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息。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今日的中国，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困扰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
得到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
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即将开启，这是我们对所有牺牲
先烈和死难同胞的最好告慰。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
上，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
态，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
新发展格局，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陈希讲话后，83名南京市青少
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
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3
声深沉的钟声，3000只和平鸽展翅
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无尽哀思和
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坚守。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
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图为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
杀 死 难 者 国 家 公 祭 仪 式 现 场 。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科技赋能产业发展

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是关键；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是重庆市唯一集民族地
区、三峡库区、革命老区和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于一体的特殊县份。如何助
力这里的老百姓脱贫致富？西南大学凭
借其农业科技优势，与石柱县建立县校
合作关系，共同建设“石柱农业科技综合
示范基地”。经过10多年的不懈努力，
发挥科技人才优势，支撑特色产业发展，
助力石柱高质量脱贫。

2005年，西南大学由西南师范大
学、西南农业大学合并而成。作为一支
长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科技
支撑和智力支持的高校力量，西南大学
在农业学科上优势明显。学校聚焦地方
发展需求，通过探索“高校+政府”“专
家+农村”“技术+产业”等校地合作模
式，把专家和技术送到生产一线，提升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水平。

丰都肉牛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地发展起来，就离不开重庆市科技特派
员、西南大学教授左福元带领的科技团
队的推动。

1998年，左福元的肉牛科研团队带
着数十个科研项目来到丰都，通过围绕
肉牛产业的各个方面进行科研攻关，历
经10余年，筛选出适宜重庆及西南农区
养殖的优良肉牛杂交组合，牛肉产值得
到了极大提升。2018年，丰都共2.1万
户农户通过养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丰
都变身成为了“中国肉牛之都”。

依托科技力量打通扶贫产业链。西
南大学李学刚、张盛林、赵永聚、曾明、吴
青、向旭等一大批专家辛勤耕耘在扶贫
路上，把文章写在贫困地区的大地上。
除丰都肉牛外，巫山脆李、忠县柑橘、巫
溪土豆、石柱黄连、三峡生态鱼、云阳生
猪、北碚杨梅……在重庆各地的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背后都有西南大学科技特派

员的科技支撑。

积极开展教育帮扶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要把教育扶贫
作为治本之计，确保贫困人口子女都能
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具备就业创业能
力，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今年以来，西南大学2020年定点帮
扶昌宁县中小学校长、骨干教师、高中教
师素质能力提升系列培训顺利开展。此
次培训共为昌宁县100名中小学校(园)
长、100名中小学骨干教师、459名高中
教师、66名跟岗学习教师共计725人

“充电”“加油”。
这样的培训，在西南大学对口帮扶

地区已成常态。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帮扶
工程，充分发挥教育培训资源优势，以教
育提升、人才培养为着力点，组织精干力
量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全力做好教育
扶贫工作。

近年来，西南大学先后选派10余名
优秀干部赴帮扶县挂职，帮助忠县、石柱

县、丰都县的多个贫困乡镇发展农业特
色产业，更重要的责任是为地方整村推
进脱贫致富提供人才支持。先后派出
20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展顶岗支教
活动，有效解决贫困县中小学师资缺乏
的矛盾，有效提高当地教育水平，巩固脱
贫攻坚成效。

此外，西南大学承担了对口支援新
疆和田师范专科学校、贵州工程应用技
术学院、滇西科技师范学院、西昌民族幼
儿师范专科学校和贵州沿河县中学教育
等任务。目前，已向受援高校派出管理
干部和支教师生110人次，定向培养博
士硕士研究生93人，培训教师350多
人。

智库助推脱贫攻坚

智库参与脱贫攻坚战是职责所在，
是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一支智力支持。
西南大学作为“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充分发挥智库作用，积极承担贫
困县脱贫摘帽评估工作。

学校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评估研究
中心主任廖和平教授，自脱贫攻坚以来，
带领团队深入重庆、贵州、云南、吉林等
省市（自治区）的 200余个贫困区县、
2000余个行政村、12万余户农户，开展
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和工作成效第
三方评估，形成的报告和相关政策咨询
建议等，多次得到国务院扶贫办、中国科
学院、重庆市相关领导的高度评价和采
纳，为科学推动精准扶贫和贫困县退出
工作提供了重要决策支撑，取得了很好
的社会效益。

2019年以来，为了更好地帮扶昌宁
县，西南大学开启“乡村振兴助推工程”，
充分发挥智库作用，自筹经费120万元，
帮助昌宁县编制《昌宁县“十四五”高原
特色现代农业发展规划》《昌宁县优质柑
橘产业融合发展可研报告》等，为其产业
脱贫打下坚实基础，助推脱贫攻坚。

西南大学的对口帮扶工作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绩的背后
离不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多措并举，通
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消费
扶贫等方式赋能脱贫攻坚。

不断完善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效；

充分整合校内外资源，接续服务乡
村振兴；

主动对接地方“十四五”时期需求，
精准开展帮扶工作；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西南大学立即行动起来，对学校脱
贫攻坚成果及时进行系统总结，认真研
究“十四五”时期乃至2035年服务乡村
振兴远景规划。接下来，学校将继续发
挥“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合大学”特质，
践行高校责任使命，巩固脱贫成果成效，
持续服务乡村振兴，在助力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上贡献西大智慧和力量。

陈明鑫
图片由西南大学提供

学校专家指导石柱黄连产业发展

坚持科技扶贫与人才
培养并重，产业帮扶与教
育帮扶并举，这是西南大
学发挥自身学科专业优
势，实施精准扶贫的有效
路径。学校始终把脱贫攻
坚帮扶工作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成立了以学校党委
书记李旭锋和校长张卫国
为双组长的定点扶贫工作
领导小组，在产业扶贫、科
技扶贫、教育扶贫等多个
领域持续发力。助力石柱
“中国黄连之乡”、忠县“中
国柑桔城”、丰都“肉牛之
都”、巫山“中国脆李之乡”
等10多个重庆特色效益
农业不断发展；科技扶贫
“石柱模式”被评为“中国
高校产学研合作十大优秀
案例”。

定点帮扶云南省昌宁
县，统筹谋划，突出重点，
整体推进，取得明显成效。

产业扶贫 教育扶智 综合施策

西南大学 精准扶贫路上彰显担当

参 与 市 委 办 公
厅、市人大办公厅、市
农业农村委、北碚区4
个扶贫集团，先后帮
扶石柱、忠县、丰都、
巫山、巫溪 5 个县，与
地方共建10多个特色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实施科技帮扶项
目240多项，推广先进
农业实用技术 50 多
项。

选派科技特派员
1294 人次，培养管理
干部、科技人员和农
民共计3万余人，间接
受益农民达12万人。

与受援高校共建
8个“教师教学发展研
修基地”研究平台。

接收受援高校进
修教师350人次，带动
受援高校形成40余支
优秀教学团队，同时
累计推出近 100 门优
质在线课程。

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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