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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
刘红霞）海关总署 8日发布数据，今年前
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延续外贸平稳
发展态势。

约20万亿元大盘子中，出口10.95万
亿元，增长 6.1%；进口 9.18万亿元，增长

0.8%；贸易顺差1.77万亿元，扩大46%。
8 月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72 万

亿元，增长 0.1%。其中，出口 1.48 万亿
元，增长 2.6%；进口 1.24 万亿元，下降
2.6%；贸易顺差 2396亿元，扩大 41.8%。

从贸易类型看，前8个月，我国一般贸
易进出口12.03万亿元，增长5.4%，占我国

外贸总值的59.8%，比去年同期提升1个百
分点。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2.31万亿
元，增长9.9%，占11.5%。其中，出口7679.7
亿元，增长14%；进口1.55万亿元，增长8%。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对欧盟、东盟和
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

我国前8个月外贸增长3.6%延续稳势

初秋的东北黑土地上，到处洋溢着
对丰收的期盼。

辽宁辽阳，这座千年古城依旧热火朝
天地加快发展。辽阳人心里始终不会忘
记这一个日子，2018年 9月 27日。那天，
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使人们深受鼓舞。

无论是在辽阳石化，还是辽宁忠旺，
工人们对总书记到来时的情景念念不
忘，更是将总书记的嘱托牢记在心。坚
持“两个毫不动摇”，在迈向新征程的道
路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
中，携手前行。

决心：要担起“种子

队”的重任

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是 20 世纪
70年代国家建设的四大化纤基地之一，
是一家千万吨级的大型炼化基地。作为
新中国第一家生产出“的确良”原料的企
业，它的建立投产让中国人从“人均三尺
布”一步跃入“人均七尺布”。

然而，就这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却
曾经连续 12年亏损，把人心亏散了、信
心亏没了。2017年，在干部员工的一起
努力下，企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
为中心，什么有效益就生产什么、怎么有
效益就怎么干，通过调结构、抓创新，一
举扭亏为盈。然而，用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白雪峰的话说，虽然扭亏为盈，“但
总感觉还是有些底气不足。”

2018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辽阳石化，并亲切地对在场的干部员工说
道，“当年你们织出了中国第一块‘的确
良’。几十年历经风雨，一路前行，一些新
产品达到了世界级水平，填补了空白。希
望你们再接再厉，一以贯之，砥砺前行，作
为共和国的‘种子队’，打出更好的成绩！”

总书记的鼓励为辽阳石化人注入了
强大的精神动力。“现在不少地方都在上
石化项目，大连的、浙江舟山的，我们面
临很大的竞争压力……”很难想象，这样
的行业分析的语言出自油化厂三联合车
间白班班长李南。事实上，不仅是李南，
整个辽阳石化，每一位员工都是想主人
事、干主人活、尽主人责，各方面工作都
发生了新的变化。

2018 年，辽阳石化销售收入达到
445亿元，同比增长了 47%，接近 2016年
的三倍，拉动辽阳市 GDP增长 1.5 个百
分点；全年实现利税83亿元。

2019年上半年，辽阳石化迎来建厂
以来内容最多、范围最广、深度最深的一
次大检修，企业有效生产时间只有 5个
月。可就这样，企业的原油加工量、商品
产量、销售收入都同比增长了 20%以上，
上缴税费52.5亿元，同比增长了76%。

白雪峰感慨地说，辽阳石化人牢记
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政治站位更高了，
心胸也就更开阔了。”

安心：这是给民营企

业的“定心丸”

空旷的厂房里，没有飞溅的火花，没
有机器的轰鸣。在工人们娴熟操作下，
自动化生产设备井然有序地运行着。

2018年 9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离开辽阳石化后，来到亚洲最大的工业铝
挤压产品研发制造商——辽宁忠旺集团。

记者来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轨
道车体制造车间，看到生产线依旧忙
碌。工人米东回忆起当时情景仍十分激
动，“总书记非常认真地看我工作，还询
问了很多技术细节，他一直看到产品完
成才离开，让我非常感动。”

在忠旺，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开
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关心和支持民营企
业。我们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出台的很多改革举措都是围绕怎么进
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党的十九大强调继
续贯彻落实好这些举措，这一点民营企
业要增强信心。”
“总书记来之后，给忠旺，包括中国所

有的民营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打了一
剂‘强心针’，也给大家带来干劲和鼓舞。”
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路长青回忆
起当时总书记视察时的讲话，感慨万千。

过去一年来，忠旺牢牢记住总书记
的嘱托，发扬企业家精神，心无旁骛发展
主业，做更多一流的产品，发展一流的产
业，在多个领域均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不久前，辽宁忠旺集团在香港的上
市公司中国忠旺公布了半年报，今年上

半年，公司销量增长 63.7%，总收益增长
38.3%，纯利润增长 15.7%，公司各项经
营指标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这在一
个制造企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公司各项
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新高。”路长青介绍。
“今年上半年公司新招收 7000多名

员工，而且大多数都是技术工人，预计未
来一年还将继续招收这么多数量的员
工。”对于未来，忠旺信心满满，用路长青
的话说，用工指标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信 心 ：携 手 踏 上 新

征程

辽阳只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8年 9月
东北之行其中一站。但这无论是对被视
察的两家企业，还是对整个东北地区，乃
至全国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辽阳石化，总书记坚定地说：“我
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
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
做法是错误的、片面的。任何怀疑、唱衰
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特
别是我们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同志，一定
要坚定信心。”

在辽宁忠旺集团，习近平总书记回
忆起他在浙江工作的经历。他强调，民
营企业要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
精神，抓住主业，心无旁骛，力争做出更
多的一流产品，发展一流的产业。

在辽宁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重
申了“两个毫不动摇”的重大方针，一番
话力拨千斤：“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
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
护民营经济发展。”

牢记嘱托，不忘初心。白雪峰说，我
们能做好国企改革，让国有企业发展得
更好。
“我能感受到，我身边的民营企业

家，听了总书记讲话之后都信心倍增。”
路长青说，现在不用考虑别的了，把心放
在做好自己的企业上，这对民营经济的
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刘

开雄、王炳坤）

辽阳：国企民企携手迈向新征程

本报成都9月8日电 8 日 6 时 42
分，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发生 5.4 级地
震。灾情发生后，四川省军区、武警四川
总队等救援力量迅速驰援灾区，配合地
方政府展开紧急救援工作。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军区迅速召开
任务部署会，命令内江军分区组织民兵
携带生命探测仪、液压扩张器等救援工
具，作为第一梯队奔赴地震灾区，省军区
派出的先遣指挥组于当日 9时 20分赶赴
灾区实施靠前指挥。内江市市中区、东
兴区、威远县和资中县集结民兵应急连
和各乡镇民兵应急排 800 余人，开展灾

情排查、转移群众等救援工作，其余区县
民兵应急连集结待命。

武警四川总队迅速启动抢险救援应
急预案，派出就近的武警威远中队应急
班前往震中龙会镇，灾情勘察，疏通道
路，并组织官兵对受损房屋进行险情排
查。10时 20分，武警内江支队机动中队
70名官兵，携带救援器材，抵达受灾较
重的全安镇展开救援。记者在现场看
到，部分老旧房屋出现破损、垮塌等情
况，救援官兵在巡逻排险的同时，配合当
地政府全力转移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安
置受灾群众。

截至 8日 17时，四川省军区共出动
官兵、民兵 1000 余人，协助转移安置群
众 300 余人，搭建帐篷 16 顶，疏通道路
2.1 公里，排除险情 30余处。8日晚，武
警部队派出医疗和巡逻分队，进一步排
查震区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目前，因地震供电中断的 2.4万余户
居民已全部恢复供电。灾区社会稳定，
相关灾情核查、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置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
（综合特约记者孙绍建，通讯员刘先

超、连轶、高瑞、刘彰等来稿）

四川威远县发生5.4级地震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紧急展开救援

记者手记

9月3日，新疆军区某汽车运输团官兵走进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县九年一贯制学校，为该校二年级一班的藏族学生

送去学习和生活用品。据了解，每年开学季该团都会组织人员来到这里，虽然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爱心接力从未间断。

本报记者王佳、通讯员郑强龙摄影报道

在 2018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

况下，社会上有些人将公有制经济和非

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鼓吹所谓的“国进

民退”“国退民进”。

总书记2018年的辽阳之行就是用实

际行动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的重大方

针，不仅是对那些错误观点的强有力回

击，更是给全国的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要看到，正是因为公有制经济和非

公有制经济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这才有了今天中国经济的辉煌。

彼之所得并非吾之所失。放眼未

来，中国经济体量之大，中国经济潜力之

足，不仅容得下，更是离不开这两种经济

形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推动。

坚定不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中

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指导着

当下的经济工作，更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刘
开雄、王炳坤）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经验更是方向

1952年 7月 1日，西南军区司令员
贺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车典礼
上将红绸彩带用力一剪，标志着“蜀道
难”的历史从此改变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国

从清末即开始在四川筹建铁路，民国
时期也曾几次筹划，但延宕至新中国
成立，川渝大地还是没有一寸铁轨。

1950 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不
久，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同年 6
月，3 万多解放军官兵带着未尽的硝
烟，投入了筑路的战斗。随后，铁路沿
线的农民也纷纷加入筑路大军。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是
没有枕木。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几十个
县发动了献卖木料的运动。成渝铁路

所需要的钢轨和配件，国营某钢铁厂制
造出来了。道钉、道岔和某些机器，重
庆 400 多家私营钢铁厂承担起来了。
十万劳动大军所需要的工具，重庆相关
工厂的职工包做了。过去铁路上用的
从美国买来的火药，西南的工厂自己能
够制造了。完全用本国的器材修筑铁
路，在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当地工农业
的发展。许多停工半停工的工厂恢复了
生产，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贫苦农民通

过献卖木料、参加筑路增加了收入。这
使沿线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铁路，筑路
民工更加尽心地为铁路服务。民工提出
口号：“保证火车不在我做的路基上出事
故！”沿线农民组织起护路队，许多妇女
深更半夜还在线路上护守巡逻。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形成了新的
交通系统，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促
进了工商业的繁荣，为西南的工业化
建设铺平了道路。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蜀 道 之 难 大 改 观

谷文昌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镇郭家庄村南
湾自然村，背靠大山，面临露水河，谷文昌
故居就坐落在村中南部的一片民房中。

谷文昌，原名谷成栓，1915 年出生
于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南湾村一户贫
农家庭。1943 年他参加村农民抗日救
国会，不久担任村农会主席。1944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任抗日民主政
府林北县第七区区长，3年后任区委书
记。1949 年被编入南下干部长江支队
第五大队三中队五小队，任小队长。

1950年，谷文昌随军渡海解放福建
省东山县，先后担任东山县城关区委书

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长。1955 年起
任东山县委书记。

昔日东山，风沙肆虐，旱涝为害，一
片荒凉。在全岛 1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森林覆盖率仅为 0.12%。民间流传着这
样的民谣：“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
一年四季里，季季都有灾。”面对生活贫
困的群众，谷文昌下定决心，率领群众战
胜风沙，根治旱涝，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由于风沙、低温等种种自然灾害，东
山植树造林的尝试一次次失败。谷文昌
毫不气馁，和县委的同志一道认真总结
经验教训，重新制订方案。“不制服风沙，
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为了找到适宜沿海
种植的树种，东山县委组成了由领导干
部、林业技术员、老农三结合的实验小
组，谷文昌亲任组长。他们在飞沙滩上，
“旬旬种树”，定时观察气候、湿度、风向、
风力对新种木麻黄回青、成活的影响，终
于摸清了规律，总结出了种植木麻黄的
技术要点。14个春秋的拼搏奋战，谷文
昌和县委一班人带领全县军民植树造林
防治风沙，打水井、建水库抗旱排涝，修
公路、筑海堤、建海港、造盐田……从根
本上改变了东山旧貌，把一个荒岛变成
了宝岛。

谷文昌经常深入基层田间，东山县
的村村寨寨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经常
卷起裤腿与百姓一起犁田、打石头，干得
一身泥水满身汗。干部群众找他反映问
题，哪怕是三更半夜他都不烦。他严于
律己，不谋私利，1964年，他调任省林业
厅副厅长，只带走两只皮箱、几麻袋杂
物。群众送他一张木麻黄饭桌，他硬是
退了回去。

1981年 1月 30日，谷文昌在漳州因
病去世，享年 66岁。在广大干部群众的
强烈要求下，1986 年，东山县委决定将
谷文昌的骨灰安葬在当年他亲手建起的
赤山林场。1999年，东山县各界捐资修
建了谷文昌事迹展览馆及谷文昌公园。
2004年 2月，谷文昌纪念馆建成，被命名
为“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福
建省首批党史教育基地”。每逢清明、春
节等尊老敬宗的传统节日，当地许多群
众都“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深切怀念这
位为东山人民造福的共产党人。

作为谷文昌的故乡，林州市也积极
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党员干部，唱响红
色主旋律。谷文昌精神已成为林州党员
干部心头的“塔台灯”，知行的“压舱石”。

（新华社记者王烁）

谷文昌：“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战舰是流动的国土，城市是水兵的故
乡。9月 5日至 6日，军地联合举办的“我
的家乡我的舰”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建省泉
州市举行。记者在多个现场见证了泉州
市民和泉州舰官兵血脉相连的鱼水深情。

泉州市和泉州舰的渊源由来已久。54
年前，泉州市崇武镇以东海面炮火连天，泉
州舰前身——“海上猛虎艇”一战成名。
“我的第一任职岗位是在一艘老型

驱护舰上，当时舰艇的吨位性能、武器装
备的信息化程度，都落后于世界海军强
国，所以特别期待有朝一日能驾驭先进
舰艇展现中国军人的风采。”5日上午，在
闽南理工学院礼堂，泉州舰舰长沈闵锋
向500多名泉州市民、高校师生和役前新

兵代表讲述了他与泉州舰的成长故事。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在“壮丽 70

年”海军建设成就图片展现场，沈闵锋自
豪地向泉州市民介绍，从以前出海家门
口“打转转”，到现在全世界“跑圈圈”；从
日常战备巡逻，到亚丁湾护航、海外撤离
同胞，中国军舰留下的每道航迹，都见证
着人民海军加快转型建设的坚实步伐。

新一代“海上猛虎艇”泉州舰是泉州
人的骄傲，泉州人牵挂着泉州舰官兵，也牵
挂着所有驻泉州的官兵。在泉州市永宁镇
沙堤村“拥军大妈荣誉室”，一件件展品讲
述着“拥军大妈缝补队队长”黄春玲的拥军
故事。多年来，她带着十几位“拥军大妈缝
补队”姐妹，坚持为驻泉州官兵缝补破损衣

服。黄春玲动情地告诉记者：“虽然现在需
要缝补的衣服少了，但我们一定会把泉州
拥军的光荣传统传承下去。”

军港码头，军旗猎猎。6日上午，泉
州市组织部分市民、高校师生和拥军模
范代表来到泉州舰所在支队参观交流。
来自泉州海洋职业学院的应征青年刘浩
男刚刚收到入伍通知书，再过几天，他就
将奔赴海军某部服役。在座谈会上，他
坚定地说：“这次活动让我真正体会到了
‘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
这和‘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闽南文化
高度契合，我一定要在部队刻苦训练，希
望将来能够从泉州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起
点出发，带着人民的期望去远航！”

“带着人民的期望去远航！”
—“我的家乡我的舰”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泉州舰侧记

■周小舟 本报记者 陈国全 中国国防报记者 方 帅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8日在河南郑州隆重开
幕，汪洋出席开幕式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