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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
记者14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
局地强降雨成灾快、危害大，国家防
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要求采取坚
决措施防止人员伤亡。

据介绍，近期，局地强降雨引发
山洪成灾快、危害大，四川、甘肃等
地出现严重山洪造成人员伤亡事
件；辽河支流绕阳河下游持续超警，
新疆塔里木河受高温融雪影响出现
超保洪水和超历史洪水，长江流域
高温干旱仍在发展，全国防汛抗旱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要求，突出抓好人员转移避险，当前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要着重抓好
监测预报预警工作。特别针对山丘
区施工人员、旅游人员，督促有关部
门切实落实安全责任，该关停的坚
决关停，该撤离的坚决撤离，坚决避

免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导致的
群死群伤。同时，要密切监视山洪、
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落实好临灾预
警“叫应”机制，督促包保责任人下
沉一线，组织群众转移避险，采取力
量预置、景区关闭、交通管控等坚决
果断措施，确保群众生命安全。继
续做好西北融雪洪水应对，针对新
疆、青海等地融雪洪水暴涨暴落的
特点，提醒当地群众、外来旅游人
员、工程施工人员及时避险。

据新华社成都8月14日电（记
者李力可）记者14日从成都彭州市
应急管理局获悉，截至目前，四川省
彭州市龙门山镇龙槽沟“8·13”突发
山洪灾害共造成 7 人死亡、8 人轻
伤。截至 14 日 13 时，经消防、公安
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后，无新增失
联、伤亡人员；在院治疗轻伤 1 人，
目前伤情稳定。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要求

坚决防止强降雨导致人员伤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赴新疆考察调研，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审
议，在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
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
好新疆”。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新疆 2500 多万各族儿女，团结
一心、砥砺奋进，满怀信心奔向更加
美好的明天。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
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新疆
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
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
庭成员。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
下，新疆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
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已经成为新疆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
和真实写照。

新疆坚持把民族团结作为最大
的群众工作，长期坚持、持续深化

“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
活动，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区，积极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社
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百万名干部
职工有了自己的结对亲戚，你来我
往、交流交心、关爱帮扶的大好局面
已经形成。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
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
坚定不移推动新疆更好更快发展，
同时发展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
实到惠及当地上、落实到增进团结
上，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
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一直处
于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2021年，
新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 万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8200 亿元，
主要指标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新疆
坚持把本级财政支出70%以上用于
保障改善民生，教育、住房、医疗等
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10年来，新
疆全面建成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

政策体系，没有因贫失学辍学的孩
子，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迈上
新台阶。农村安居工程持续推进，
新疆彻底结束了农村贫困人口住
危房的历史，近 500 万农牧民住进
安居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部委、19
省市及各大央企为新疆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注入不竭动力。据统计，
80%以上援疆资金投入民生领域和
基层，建设水利项目、支持安居工
程、提升医疗质量……仅“十三五”
期间，19个援疆省市累计投入援疆
资金 760 多亿元，实施援疆项目
8540个。

今年 7 月 12 日至 15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强调，“随
着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西部大开
发、共建‘一带一路’等深入推进，
新疆从相对封闭的内陆变成对外
开放的前沿，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建设，把新疆的区域性开
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
布局中”。

进入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
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新局面，也为
新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紧
锣密鼓建设中的霍尔果斯、喀什经
济开发区等，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
人前来投资创业。

乌鲁木齐海关相关负责人介
绍，上半年新疆外贸实现高开稳走，
外贸进出口总值915.1亿元，同比增
长39.1%。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
的文化科教中心、区域医疗中心正
在加紧建设。目前，新疆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共有7个，包括交通运输、
建筑工程、电气自动化等专业。在
新疆，还先后设立了中俄哈蒙阿尔
泰区域高校校长联合会、新西伯利
亚—新疆俄语中心、中国中亚国家
大学生文化交流基地等国际交流
平台。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
方略，新疆各族儿女凝心聚力、踔厉
奋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谱写
建设美好新疆的新篇章。

据新华社电

新疆：新时代新征程上
奋力建设美好新疆

新华社记者 黎大东 曹志恒 于 涛

“宣医生，医院有个输尿管结石患者
急需手术，您能过来主刀吗？”接到日喀则
市人民医院电话，宣寒青赶到医院很快完
成了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一台手
术，拉开了他援藏工作的序幕。

这是日前发生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
市的故事。作为上海市第八批“组团式”
援藏医疗队队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仁济医院泌尿科副主任医师宣寒青，在
上一任泌尿科援藏专家的基础上，对日喀
则市人民医院泌尿科开始新一轮的“包科
对口支援”。

这种“以院包科”和人才“组团式”选
派模式，起于 2015 年的医疗人才“组团

式”援藏。它一改过去医疗援藏短期分散
的情况，通过持续不断的医疗人才接力，
形成团队优势、发挥整体效应，为雪域高
原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医疗队伍、培育一批
实力强劲的医院，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得到优质医疗服务。

3年援藏期间，北京友谊医院援藏干
部、北京市第七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
长孙树学协调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增加骨
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神经外科、普外
科5个“以院包科”科室，让拉萨市人民医
院“以院包科”科室增至9个。

新模式带来了新变化。基于学科建
设和医疗人才支撑，拉萨市人民医院开展

了很多新技术和新项目，其中儿童髋关节
畸形矫治、经尿道铥激光前列腺剜除术等
30多项技术填补了自治区技术空白。一
大批本地医生在援藏专家“传帮带”作用
下开始独当一面，已独立开展急性心梗支
架植入术等大量三四级手术。

通过陕西省援藏医生的“传帮带”，阿
里地区普兰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尼玛
次仁基本掌握了阑尾切除术、乳房良性肿
瘤切除术等常见外科手术。

“以前医疗援藏比较零散，每个医院
也就四五个援藏医生，在人才培养和学科
建设方面难以形成合力。”西藏自治区卫
健委对口支援办主任匡雪莲表示，医疗人

才“组团式”援藏疏通了援藏省市与西藏
的医疗联系，通过周期性的持续援助，提
高了医疗队伍素质和科研能力。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上半年，来自
祖国各地的7批次、1300余名“组团式”援
藏医疗人才，通过“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
干、师傅带徒弟”模式，为西藏培养了不同
层次医疗骨干2400余名。与此同时，西藏
各级医院选派1800名本地医务人员赴对
口支援省市和单位学习进修。“引进来育
种”和“走出去取经”两种模式双管齐下，
助力雪域高原医疗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截至2021年底，西藏已实现400多种
“大病”不出自治区、2400 多种“中病”不
出地市就能治疗，全区人均预期寿命从
2015年的68.2岁提高至72.19岁。

7年不懈努力，“组团式”援藏医疗专
家和资源从最初在“1+7”医院派驻，发展
到如今向13家县级人民医院延伸。内地
省市优质资源逐级下沉到西藏基层的格
局基本形成。

据新华社拉萨8月14日电

400多种“大病”不出自治区、2400多种“中病”不出地市就能治疗

“组团式”援藏助圆雪域百姓健康梦
新华社记者 李 键

据新华社西安8月14日电（记
者雷肖霄、张思洁）第六届丝绸之路
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
资贸易洽谈会 14 日在陕西省西安
市开幕，来自韩国、泰国、新加坡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嘉宾和
客商以及国内 20 多个省份的客商
将 通 过 线 上 和 线 下 结 合 的 方 式
参会。

出席开幕式的商务部党组成
员、部长助理李飞介绍，“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近9年来，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迈上新台阶，
投资合作取得新进展，多双边及区
域合作实现新突破。2013年至2021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累计货物贸易
额近 11 万亿美元，双向投资超过

2300亿美元，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近7300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中
国在 24 个沿线国家建设 79 家境外
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430亿美元，
为当地创造34.6万个就业岗位。今
年 1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生效实施，辐射“一带一
路”的自贸区网络加速构建。

本届丝博会创新设置了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专题
展 区 ，并 将 举 办 2022 中 国（陕
西）——RCEP 区域经贸合作圆桌
会，进一步拓宽 RCEP 各成员国间
的合作空间。丝博会举行期间，与
会人士还将围绕智能制造、知识产
权保护、商事法律合作等多领域展
开深入洽谈和交流。

2013年至2021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货物贸易额近11万亿美元

牢记嘱托建新功
2016年 2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江西的南昌大学，考察了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这个实验室
由江风益教授牵头研究的“硅衬底蓝色发
光二极管”项目，获得2015年度国家技术
发明奖一等奖。

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实验室研究成果
介绍，察看芯片制作流程，了解实验室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并
参观了南昌光谷展厅，肯定他们攻科研难
题和抓成果转化决心大、目标高、工作实、
成效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核心技
术的过程很艰难，但这条道路必须走。

早上8点，记者到国家硅基LED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采访江风益。这个研究中
心位于南昌高新区，3 层楼里有装备制
造、材料生长、芯片制备等6个实验室。

59 岁的江风益是中科院院士、南昌
大学副校长，可他更愿意别人叫他“江老
师”——他喜欢这个称呼。

我们叫了一声“江老师”。他招手示
意我们在旁边坐下：“你们等等。这会
儿我们黄光 LED 的实验正遇到一个难
题呢。”

发光二极管，英文简称 LED，是一种

常用的发光器件。黄光 LED，是江风益
这几年主攻的关键核心技术。它无需稀
土荧光粉、无蓝光危害，被视为可能取代
当前“蓝光 LED+稀土荧光粉”的人造照
明光源。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转遍实验室，我们又跟着江老师走进三楼
办公室。

脱下防尘服的江老师，白衬衫被汗湿
透了。“现在科研条件多好啊！”他指指窗
外，“我们从南昌大学校园里搬到高新区，
这个实验楼有近 9000 平方米。刚起步
时，实验室只有60平方米，借了60万元买
设备，就开始研究蓝光LED。”

拉上窗帘，打开屋里的灯，话匣子就
从这满屋的“光”开启。

“这个天花板吊灯就是我这里研制
的，以人眼比较舒适的红、黄光为主。”江
老师“开课”了：从煤油灯、白炽灯、荧光灯
到蓝光 LED，以前一次次照明技术都是
由国外定义。

“比如，煤油灯叫洋油灯，就是因为当
时灯油是进口的。LED 照明技术也是在
国外获得突破，但我们不能一直点洋
LED灯！”

今天广泛应用的蓝光 LED，在本世

纪初核心专利还被国外垄断。这深深刺
痛了江风益。

他决心另辟蹊径，选择在硅衬底上长
材料做芯片。这一过程工序繁多，仅材料
结构就有 70多层、生长程序有 100多步，
涉及2000多个参数。

这条“追光”之路，江风益走了 19
年。他成功研制出硅衬底蓝光 LED 材
料与芯片技术，让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
拥 有 蓝 光 LED 技 术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国家。

2011 年，江风益在主攻蓝光 LED 的
同时，已把目光投向了黄光 LED。但在
国内外科研人员面前，有一个“黄光鸿
沟”——黄光光效大幅低于蓝光，光效难
以突破10%。

拉开抽屉，江风益拿出厚厚一摞日记
本，里面记的是每一天的科研进展。

翻开最上面的日记本，在一页“9.4%”
的数字下面，江风益重重画了几道线：“这
是一道坎。”

当时，实验室有4台金属有机化学气
相沉积设备。江风益拿出 3 台做蓝光，1
台做黄光。“投入很大、前途未知，我步子
不敢迈得太快。”但这台机器上做出的黄
光光效，就停在了9.4%。

日记本里，多是一天一页的科研数
据。但2016年2月3日那一天，江风益写
了密密麻麻 5 页。他记下的是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时的情景与嘱托。

“我们决定拿出 3 台设备做黄光，
干起来！”江风益站起来，给我们翻柜子
里的文件，“你们看，国家的支持多起来
了，省里、市里的扶持政策也有了，赶
上这样的好时候，我们有什么借口不
努力呢？”

江风益和团队“钉”在了实验室。饿
了，在实验室吃盒饭；累了，找地方打个
盹。“曾经最长有一星期没出过大楼。”他
指着屋里那张床说。

2016 年 5 月 5 日，接近百天的攻关
后，江风益一早来到实验室。大家都盯着
屏幕，新设备制造的芯片和器件测试结果
出来了——17.2%！

“12%的时候我心里还没底，到了
17%，说明这条路可行。”

2016年10月26日21.4%、2018年7月
16日24.3%、2020年11月25日27.9%……
黄光光效一次次突破，不断刷新世界
纪录。

江风益的“追光”之路还在延续。这
两年，他们不断提升黄光光效，也加快了
成果转化。站起来向窗外看，老江指着
不远处的艾溪湖公园金黄色景观灯说：

“那就是我们的金黄光 LED，已经实现了
量产。”

天黑了，我们起身告别。江风益透露
了一个好消息：“我们在黄光上又有大突
破，在特定工作点最高光效达50%以上！”

据新华社南昌8月14日电

掌握核心技术，这条道路必须走
新华社记者 郭 强 余贤红

3∶0战胜日本队

中国男排时隔十年再夺亚洲杯冠军
新华社泰国佛统8月14日电（记者林

昊）14日在泰国佛统举行的 2022年男排亚
洲杯决赛中，中国男排 3∶0战胜日本队，以
全胜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队继2012年后
第二次夺得亚洲杯冠军。

两队曾在今年 6月的世界男排联赛巴
西利亚站中交手，当时中国队1∶3落败。本
次亚洲杯日本队并未派出全部主力阵容，
并曾在复赛阶段失利，而中国队在决赛前
保持全胜。

首局，中国队在10∶13落后的情况下打
出一个得分高潮，以17∶15反超。日本队扳
平比分后，主攻俞元泰连续两记发球直接
得分帮助中国队取得领先。之后中国队顺
势以25∶20拿下首局。

第二局，中国队开局后进攻受阻，被日
本队拉开比分。老将戴卿尧替补登场后连
续用强力发球破坏日本队一传，帮助中国队
扳成17∶17。此后，双方均多次发球失误，发
挥更稳定的中国队以25∶23赢下第二局。

第三局，双方比分一直僵持到 19∶19，
日本队发球失误，中国队凭借拦网得分以
21∶19 领先。战至 24∶22，中国队凭借俞元
泰的强攻以25∶22胜出。

中国男排主教练吴胜赛后表示，中国
队对日本队比较了解，球员们基本上执行
了准备会上布置的技战术要求，“所以应该
说从第一局开始到第二、三局，大家都打得
不错”。

在赛会各单项奖中，张景胤获得最有
价值球员和最佳主攻称号，彭世坤和张哲
嘉获得最佳副攻称号。

张景胤表示，球队从之前在塞尔维亚
集训到来泰国参赛，在非常疲惫的情况下
依然能拿到亚洲杯的冠军，离不开整个团
队的努力。

“我能拿到这两个奖项，也是基于团队
对我的支持。从小组赛开始自己状态也不
是很好，慢慢找到状态离不开队友们的支
持和鼓励。”张景胤说。

亚洲杯后，中国队将继续备战世锦赛。

▲8月 14日，中国
队球员张景胤（左一）
在比赛中扣球。

◀8月 14日，中国
队在颁奖仪式上。

当日，在泰国佛统
举行的 2022 年男排亚
洲杯决赛中，中国男排
以 3 比 0 击败日本队，
时隔十年再度夺得亚
洲杯冠军。
新华社记者 王 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