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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29日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
促进社区养老和家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措施，决定对养老、托幼、
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加大税费优惠政策支持

■栗战书29日在京会见尼日尔总统伊素福
■汪洋 29日在京会见新党主席、新中华儿女学会荣誉理事

长郁慕明率领的台湾各界人士代表团
■汪洋 29日在京会见以姚志胜为团长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香港总会参访团全体成员
■尼日尔总统伊素福 29日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

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均据新华社）

清晨，位于鲁南的临沂商城早早醒
来。一辆辆满载货物的汽车，急匆匆奔
向这里。
“以前，这里是农田和村庄，如今已发

展成为山东省临沂市的经济中枢，是全国
规模最大的市场集群。”临沂市领导介绍，
临沂商城拥有专业批发市场131处，商铺
和摊位6.63万个，经营人员20.19万，商品
辐射全国各地，远销 1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庞大的市场离不开强大的管理体系，
商城民兵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

（一）

“改革开放后，沿海城市释放了巨
大的生产力，他们在寻找市场过程中
瞄准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临沂，把商
品源源不断地运输过来，市场从那时
起就开始孕育。”临沂市商城管委会主
任李宗涛说。

在商城的快速发展中，薄弱的市场
管理曾是一块“绊脚石”。兰山区人武部
老职工张庆习回忆，过去由于市场自身
管理力量不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问
题时有发生。

1999年初，临沂市政府公开征集对
策。临沂军分区督导兰山区人武部想办
法，看民兵能不能在市场管理中发挥作
用。进摊入户、座谈交流、实地论证……
20多天后，兰山区人武部提出“围绕商城
建民兵组织、建好民兵组织兴商城”的思
路，决定在商城建立民兵组织，组织民兵
参与商城建设和管理，同步解决商城管理
人员不足和基层武装工作难落实的问题。
“这不能靠臆想，要靠实践，商城是闯

出来的，商城民兵建设也要闯出来。”进一

步统一思想后，他们以社区工作人员、市
场管理服务人员和市场经营户为主体，按
照党员优先、退役军人优先、高学历者优
先等“六优先”原则确定编组对象。

兰山区人武部领导告诉记者，随着
民兵巡逻队组建、执勤点设置，商城秩序
逐渐好转。建成 3年时间，商城民兵协
调处理各类纠纷 1000多起，配合工商部
门打掉制假贩假窝点 140 多个，临沂商
城被评为“全国诚信经营示范市场”。

（二）

行驶在临沂市的双岭高架上，可以
饱览商城的繁华。物流园车水马龙，商
铺鳞次栉比，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道路把
商城分成一个个“小格子”。在这些“小
格子”里，都能找到民兵的身影。

2012年，是临沂商城发展的一个重
大转折点。当年全国两会上，临沂商城
国际化发展规划得到国家认可。之后，
各部委陆续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山东
省政府紧跟着启动临沂商城国际贸易综
合改革试点。

临沂商城的改革为民兵建设带来机
遇。他们学习借鉴社会管理中的网格化
管理经验，按市场经营门类和功能区划，
将全部市场分为 20个一级网格；按照每
个网格内市场和社区数量，又进一步划
分成数量不等的二级网格；然后再根据
每个市场和社区规模、范围，划分成若干
个三级网格，对商城民兵实施楼宇化编
组和网格化管理。
“这种编组和管理模式，不仅明确了

责任区划，也提升了民兵使用调度的效
率。”兰山街道武装部的工作人员介绍，

每一级、每一个网格都明确了民兵数量、
职能任务和隶属关系，形成了严密的民
兵组织体系和市场防控体系。

目前，兰山区已在商城建立 4个民
兵执勤大队、32个中队、166 个执勤点，
拥有消防、防化、运输、抢险 12支民兵专
业应急分队。

（三）

2012年，临沂市货物周转量达 958.4
亿吨公里，航空货邮量 4098吨；2015年，
临沂商城制订市场、物流、仓储、加工、服
务“五位一体”发展目标……党的十八大
以来，临沂商城的发展不断加速，这对商
城民兵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商城发展有多快，商城民兵的专业

能力提升就得有多快。”临沂军分区领导
说。有一年，化工批发市场的商户在卸
氨水时，两个氨水桶不小心跌落破裂，因
为不懂专业处置方式，现场的民兵一时
束手无策。在一名曾当过防化兵的商户
帮助下，才妥善处理了泄漏的氨水。

此事虽未造成太大影响，却引起军
分区领导的反思：“商城物品种类繁多，
北侧还紧靠沂河，民兵必须具备全面过
硬的专业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险
情。”他们制订训练计划，利用班前岗后、
执勤间隙组织日常训练，还邀请专业人
员指导强化消防灭火、防化洗消、抗洪抢
险等专业训练。

如今，商城民兵“一专多能”的本领
越来越强。在临沂市争创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等大型活动中，民兵队
伍从未缺席；蒙山森林防火，商城民兵始
终是随时待命的突击队……

从马路边的“小地摊”到全国规模最大的市场集群，山东省临沂商城
不断创新发展，民兵建设也一路提质增效—

“一专多能”为商城保驾护航
■刘晓明 本报记者 朱宏博 通讯员 刘永亮

本报南宁 5月 29日电 冯强、记
者陈典宏报道：5月 25 日以来，广西多
地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强降雨过
程，导致南宁、桂林、崇左、柳州、河池
等 9市 30 县区出现洪涝灾情。截至 29
日 15 时，全区共有 354785 人受灾。灾
情发生后，广西军区迅速启动抗洪抢
险应急预案，组织官兵和民兵应急分
队迅速赶赴救灾一线，参与抢险救援
行动。

27日 8时许，百色市德保县巴龙水
库水位上涨，洪水下泄，造成燕峒乡巴龙

村 5个屯大部被淹，500余人被困。德保
县人武部领导带领民兵应急分队分赴各
个受灾点，协助地方转移安置群众 340
余人。至 28日中午，巴龙村安全风险解
除后，该人武部又集中力量帮助受灾群
众恢复生产生活。

28日，持续的大暴雨造成崇左市大
新县、天等县多条道路被淹，部分乡镇道
路出现塌方，群众出行受到影响。接到
情况通报后，崇左军分区领导带领工作
组迅速赶往灾情较重的乡镇，现场指挥
组织转移被困群众。14时许，大新县人

武部组织基干民兵 30人，携带冲锋舟、
救生衣，前往该县全茗镇抢险救灾，成功
转移受灾群众 5人。19时 30分许，大新
县向水河桃城镇鸳鸯桥附近突发险情，
河堤被冲开 3米多宽的决口，70名民兵
携带救生衣，火速赶往现场封堵决口。
经过 7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险情基本
排除。

根据气象预报，未来几天，广西部分
地区仍有强降雨，广西军区官兵和民兵
应急分队正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投入抢
险救援。

广西强降雨已造成35万多人受灾

广西军区官兵和民兵应急分队投入抢险救援

面对风险挑战，办好自己的事情就
是最有力的应对。

放眼今日之中国，创新发展的热潮
方兴未艾。接续换挡的发展动能、迭代
成长的科技变革、蓬勃兴旺的创业创新，
展现“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十足韧性，尽
显“天工人巧日争新”的充沛活力。

创新中国，释放发展

的源源动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也是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从“东方红”卫星到“天宫”游太空，
从国产航母下水到“蛟龙”深海探秘，经
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不懈努力，中国创新实力持续跃升。

今日中国，已经步入科技创新的快速
轨道，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大国。
“日日开花日日新。”单以今年 5月

份作为切口看，非洲猪瘟疫苗研制取得
阶段性成果，又一颗北斗二号卫星成功
发射，嫦娥四号新发现证实月幔成分，
“重型燃气轮机”自主研制取得突破……
中国科技创新可谓日新月异、硕果累累。

今日中国，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层出不穷，创新已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
展的强大动能。

当信息技术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和中等收入群体相结合，由此产生的共

享经济、平台经济兴起之快、规模之大、
影响之深，令世界瞩目。2018 年，中国
数字经济总量超过 31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4.8%。

今日中国，创新已成为企业发展壮
大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研发队伍，
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 8 年居世界首
位。在 18.1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与 13万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基础上，还造就了
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
跨国公司。

创新发展的中国，活力尽显，后劲充
足。这，正是“中国号”巨轮无惧风高浪
急的底气所在。

活力中国，谱写“第一

动力”乐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置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突出位置，加强顶层设计，不断推进理
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
新。今日之中国，创新已蔚然成风。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研发经
费投入近2万亿元，投入强度为2.18%，已
经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

这活力，源于持续增强的企业内生
动力。

上交所数据显示，2018 年，沪市实
体类公司研发投入 3900亿元，同比增长

21%；中企联数据表明，去年中国企业
500 强研发投入较 2010 年增长了 1.66
倍。数据背后，我国企业对研发创新的
重视清晰可见。

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在
时代变革中，中国企业更具忧患意识，生
存壮大中一个共识更加凝聚：抓创新就
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这活力，源于充分激发的创业创新
热情。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近日刊登的文
章观察到，受政策激励的影响，中国迎来
了创业热潮。每天平均新登记注册的企
业数从 2013年的 6900家增至 2018年的
1.84 万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塑
造中国发展新优势。”

机遇中国，主动作为

迈向新境界

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
没有中国的明天。因创新而变的中国，
尤需厚植创新土壤。

在抢抓机遇中释放创新活力——
几天前，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

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经过近三年的技
术攻关，课题团队成功突破高速磁浮系列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核心技术、加强原始
创新，是决定未来中国创新走向的‘关键
之举’。”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

在改革中激发创新活力——

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
动能，关键是向改革要动力。四川省选
择部分高校试点，赋予科研人员一定比
例的职务发明所有权，通过“先确权，后
转化”，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河南洛阳
轴承研究所占股注册公司快速推进知识
产权产业化，累计转让、许可专利及相关
技术99件，收入超过 1亿元。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
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创造平

等竞争的良好环境，鼓励企业加大科技
研发投入，面向未来，更要通过改革创新
的办法疏通堵点、疏解痛点、攻克难点，
为创新松绑、为创业加油、为创造助力。

在开放中培育创新活力——
参会国家从 29个增加到 59个，参会

世界 500 强企业从 15 个增加到 39 个，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近日
举行，全球大数据业界精英会聚贵阳，共
商产业发展与合作机遇。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这些年来，中国始终坚持以全球视

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不仅推动自身
进步，更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

共赢折射创新之道。中国人民深谙
创新不是“闭门造车”，始终秉持聚四海
之气、借八方之力的理念。
“集成电路产业是高度国际化的产

业，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发展。”工信部
副部长王志军说，我国将对内外资一视同
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全球集成电路产
业界共同分享中国市场带来的发展机遇。

洞察大变局，方成大格局。形势越
复杂，定力越可贵。

今日之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汇聚亿
万人民的聪明才智，必将以“众人拾柴火
焰高”的磅礴力量，打造一个活力无限的
创新中国。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记者

陈炜伟、姜琳）

天工人巧日争新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茫茫秦
岭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泌尿外
科主任王禾已和同事们坐上了从西安
开往安康市旬阳县的火车。

得知王禾又要来开展公益手术的
消息，旬阳县城关镇贫困户李强很是
激动。李强的父亲患前列腺癌多年，
病情比较复杂。“如果错过手术最佳
期，以后治疗就更困难了。”了解到情
况后，王禾立即安排为老人手术。5
个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旬阳是革命老区，贺龙等老一辈
革命家曾在这里战斗过。 30 多年
前，王禾的父亲、原西安交大一附院
泌尿外科主任王文楷教授，曾多次
带队到旬阳县开展对口帮扶。在父
亲的耳濡目染下，王禾对这座陕南
小城有着天然的亲切感。2001 年，

唐都医院与旬阳县医院建立对口帮
扶关系后，王禾多次到当地开展医
疗服务。仅去年 6月以来，他就在旬
阳县医院接诊 400 余人次，开展各类
手术 50多例。

受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陕南地
区结石病患者比较多。因此，王禾将
治疗结石的输尿管软镜技术作为帮带
重点。无论是出门诊，还是做手术，只
要有机会，他就手把手为当地医生作
示范指导。在他的帮带下，当地很多
医生掌握了输尿管软镜激光碎石术、
肾脏肿瘤根治术等，医疗水平得到大
幅提升。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王禾说，他还要在
这片红色热土上继续战斗，为老区群
众的健康幸福作出新的贡献。

爱洒陕南红土地
■唐轩儿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专业技术 1
级退休干部、解放军总医院原专家组主
任医师、教授王继芳同志，因病于2019
年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王继芳同志系河北肃宁人，1937
年 2月出生，1962年 8月入伍，1979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医师、医
疗队队长、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
教授、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解放
军总医院骨科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王继芳同志逝世
本报讯 河北省军区正师职离休

老红军、原沈阳军区第 742 仓库主任
郭贵林同志，因病于 2019年 1月 14日
在保定逝世，享年97岁。

郭贵林同志系山西原平人，1922年
8月出生，1937年 3月入伍，1939年 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川西军区后勤
部军需部被装科科长，总后勤部满洲里
基地转运站供给科科长，总后勤部白城
办事处军需处处长、管理处处长等职。

郭贵林同志逝世

上图：在六一国际儿

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武警

青海总队黄南支队官兵

来到青海省泽库县麦秀

镇寄宿制中心完小，开展

“情系高原、助飞梦想”爱

心慰问活动。图为 5月

29日，秀拉加（右一）小朋

友为大家拍照留念。

刘 倩摄

右图：5月28日，江西

省上高县人武部组织开

展“优秀退伍老兵进校

园”活动。图为曾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的 92岁老

兵罗云（中）为同学们讲

述战斗故事。

欧阳文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