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2要 闻２０２４年５月２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程安琪 李姝睿 实习编辑/郭澍东

多 瑙 河 畔 ，河 钢 集 团 塞 尔 维 亚 斯

梅 戴 雷 沃 钢 厂 办 公 楼 外 ，盛 开 的 南 欧

紫 荆 花 在 和 煦 春 风 中 轻 轻 摇 曳 ，让 这

座 百 年 钢 厂 变 得 色 彩 丰 富 起 来 。“ 看 ，

从来没有想到钢厂可以这么美！”钢厂

首 席 运 营 官 弗 拉 丹·米 哈 伊 洛 维 奇 向

记者介绍。

工厂外墙上刷着标语——“塞尔维

亚的骄傲”，展现了这座百年钢厂在塞尔

维亚的重要地位。上世纪末，钢厂经营

遭遇凛冬，一度濒临倒闭，后来，中塞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为钢厂带来春天。

“诚恳、严肃地兑现承诺”

2016 年上半年，中国河钢集团收购

斯梅戴雷沃钢厂，成立了河钢塞尔维亚

有限公司。

同 年 6 月 19 日 ，习 近 平 主 席 参 观

河 钢 集 团 塞 尔 维 亚 斯 梅 戴 雷 沃 钢 厂 。

习近平主席抵达时，塞尔维亚时任总统

尼科利奇、时任总理武契奇热情迎接。

钢厂工人和家属、当地市民数千人夹道

欢迎。

两国领导人共同参观钢厂。高大

宽敞的热轧车间内，机器轰鸣，热汽蒸

腾 ，生 产 线 上 各 种 轧 钢 锻 材 不 时 呼 啸

而 过 。 习 近 平 主 席 不 时 驻 足 参 观 产

品 ，并 登 上 中 控 室 ，详 细 询 问 工 艺 环

节，了解生产情况。随后，习近平主席

在 塞 方 领 导 人 陪 同 下 ，到 员 工 食 堂 同

工人交流互动。

当时，米哈伊洛维奇作为向导陪同

习近平主席参观。“我们一起去看热轧

厂，我向他介绍了工厂主要技术特点，

之 后 我 们 还 一 起 喝 了 茶 。”时 隔 近 8

年 ，米 哈 伊 洛 维 奇 对 当 天 的 场 景 记 忆

犹新。

“斯梅戴雷沃钢厂所有人都非常振

奋！”他回忆说。习近平主席非常关心工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还问起大家对未来

的规划和憧憬。“我回答道，主席先生，我

向您保证，我们会用全部知识、技术，为

工厂项目成功而努力工作。”

“我们不需要拍胸脯、夸海口，而是

要诚恳、严肃地兑现承诺。言必信、行必

果。我们承诺的事情，包括引进先进技

术、开拓更广阔市场、保障当地就业、惠

及广大民生，一定要做到。”米哈伊洛维

奇说，对习近平主席这番话，工人们报以

热烈掌声。

“这些承诺都已经成为现实。”米哈

伊洛维奇说，“我们也实现了对习主席

的承诺，把钢厂建设得越来越好。”

而今，百年钢厂重新成为“塞尔维亚

的骄傲”。2023 年 10 月，来华出席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现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演讲时自豪

地表示，钢厂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出

口企业。

“起死回生是个成功的典范”

斯 梅 戴 雷 沃 钢 厂 成 立 于 1913 年 。

鼎盛时期，钢厂为斯梅戴雷沃市贡献了

40%的财政收入，带动 1600 余家当地供

货商。许多家庭几代人都在钢厂工作。

上世纪末，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加上管理等因素，钢厂陷入困境，多方寻

求出路未果。一家外国公司一度接手钢

厂，由于无法扭转局面，数年后又将钢厂

以一美元价格回售给塞尔维亚政府。武

契奇曾回忆说：“一个个希望变成失望，

最后是中国的合作伙伴给我们带来了真

正的希望。”

河钢集团与塞尔维亚政府于 2016

年 4 月签署收购协议成立河钢塞钢。通

过技术改造、优化管理、拓展市场等措

施，仅半年时间让企业扭亏为盈，成为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

2018 年 9 月，武契奇作为塞尔维亚

总统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同

习近平主席会见时，武契奇说：“斯梅戴

雷沃钢厂起死回生是个成功的典范。它

有力地证明‘一带一路’倡议给塞尔维亚

带来的是就业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

在热轧厂生产车间，烧得通红的钢

材在传送带上从车间一头运送到另一

头。二楼控制室里，技术人员通过监视

器和电脑软件控制着生产进程。他们告

诉记者，在河钢进驻之前，企业不少设备

陈旧，工艺流程落后。中国企业引入了

新技术新设备，让工人们接触到现代化

的生产流程。

钢厂 2022 年投产的烧结厂通过改

造现有设施和建设新设施，减少了能源

和 附 加 材 料 消 耗 ，有 效 提 升 了 环 保 水

平。2023 年，斯梅戴雷沃钢厂区域空气

中可吸入颗粒物 PM10 浓度比欧盟标准

更低。

“中国是塞尔维亚真正
的朋友”

2023 年 10 月 17 日 ，习近平主席在

同武契奇会见时强调，双方要共同建设好、

运营好匈塞铁路，发挥好河钢斯梅戴雷沃

钢厂等项目的经济社会效益，扎实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合作，同时积极发

掘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合作新增长点。

河钢塞钢的快速发展，给它所在的多

瑙河小城注入了活力。厂方认真履行社

会责任，支持当地修建道路、供水系统，捐

资助学，还积极参加城市各类文化活动。

“中国是塞尔维亚真正的朋友！”斯

梅戴雷沃前市长约万·贝茨说，中国企业

在这座城市最困难的时候，让斯梅戴雷

沃钢厂重焕生机。

在斯梅戴雷沃钢厂办公楼入口处，

摆放着一摞厂办期刊。每一期封底都是

一幅钢厂子弟或当地小学生的画作。在

孩子们眼中，钢厂色彩斑斓：郁郁葱葱的

山脚下，色彩鲜亮的火车头在厂区内穿

梭，喷出“小爱心”；孩子们手持气球，站

在钢厂援建的学校前，脚下开满鲜花；塞

中两国员工肩并肩站在一起，两国国旗

和两种文字的“谢谢”排列在一起。

走出寒冬的百年钢厂，正希冀着一

个又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通过不断深

化的务实合作，中塞铁杆友谊也在续写

更多春意盎然的故事。

（新华社塞尔维亚斯梅戴雷沃5月 1

日电 记者宿亮、石中玉、张远）

百年钢厂，又是春好时
天山深处，一高一低的两个水库

静卧于山体两侧，周边电塔林立，银线

飞架。两座水库间的地下厂房内，发

电机不断发出运转声。这里是国网新

源新疆阜康抽水蓄能电站，其 1 号发

电机组去年 11 月 25 日成功投产发电，

是我国西北地区首座投运的抽水蓄能

机组。

地下厂房规模宏大，安装了 4 台

抽水蓄能发电机组，总重量超过 4000

吨，特种钢焊接成的压力钢管超过 1.4

亿吨。巡检、维护这庞大复杂电站设

备的，是国网新源新疆阜康抽水蓄能

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机电部）的 20

个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 28 岁，从电

站 2017 年建设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一直坚守在这里。

张和平来自山东菏泽，大学毕业

后就到公司工作，如今是设备管理部

（机电部）副主任。

刚到这里时，水、电、路、网等基本

生活设施都没有，条件艰苦。“这个工

作可以让自己有所建树，能实现个人

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参与建设西

北地区首座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为

国家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作贡献，很光

荣。”他说。

张和平和其他年轻同事不仅要面

对理论知识和实践工作相衔接的难

题，还要不断解决专业、管理等各方面

遇到的新问题。

“那时，办公室深夜灯火通明，大

伙共同研究一个个技术难题，争得面

红耳赤，忘了时间。”这是机械班班长

何文波记忆中最难忘的画面。

24 岁的于宜禾是设备管理部（机

电部）4 名女成员之一，今年是她工作

的第三年。在她看来，女性在艰苦地

区工作面临更大挑战，但与充满青春

活力的战友们亲历一个个重要工程节

点，很有意义，“长时间工作的确很累，

但只要电站正常运转，为能源保障出

一份力，我们就高兴。”

在团队成员努力下，1、2 号机组

先后实现正常发电。4 月 23 日，3 号机

组成功完成抽水发电双工况并网试

验，距离 4 台机组今年 8 月全部并网发

电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采用机械自动焊接、弯管机预弯

制作等工艺，将钢板利用率由 70%提

高到 90%以上；机组发电工况满负荷

运行时，各轴承最大摆度 0.056 毫米，

优于国标优良级的 0.2 毫米标准……

这些年，他们与科研、设计、施工单位

密切配合、展开联合攻关，所获得的技

术创新成果为同类型电站建设提供了

宝贵经验。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支年轻团

队先后获得“国网新源集团先进集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人先锋号”等荣

誉称号。接下来，团队面临的最大挑

战，是保障 3 号、4 号机组顺利投产。

“我们还年轻，要进一步提升技

能，更好服务电站建设。”张和平说。

（新华社乌鲁木齐 5 月 1 日电

记者杜刚、周生斌、陈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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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重庆红岩村。“95 后”讲解员

王佩雯引导游客，沿着一条石板路，从红

岩革命纪念馆走向饶国模故居。

路口一株黄葛树，参天而立，正是

90 多 年 前 ，王 佩 雯 的 高 祖 母 饶 国 模 所

植。黄叶随风飘落，铺满了石板路，新叶

刚挂上枝头。

这片嘉陵江畔的坡地原名红岩嘴，

因地质属于丹霞地貌、岩石呈红色得名

“红岩”。20 世纪 30 年代，黄花岗七十二

烈士之一饶国梁的胞妹饶国模，在此开

办农场。1939 年，这位开明进步的老太

太将红岩村的土地、房屋提供给中共中

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从那时起，红岩就不再只是一个地

理概念，而成为一个精神地标，与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相连。

从饶国模故居再向前走一段路，就

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

处旧址。旧址门前，一张拍摄于 1940 年

的照片，令人不禁驻足细看。

照片中的重庆刚刚经历了日军数小

时的密集大轰炸，一颗炸弹就落在办事

处前不远处。空袭警报解除后，周恩来

和邓颖超站在被震坏的楼前。

“当时，周恩来鼓励大家说，日寇企

图用轰炸来摧毁我们的抗战意志、迫使

我们屈服投降，但我们是炸不走的。说

完，他特意让办事处工作人员拍下了这

张珍贵的照片。”讲解员的解说，让游客

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周恩来、董必

武、叶剑英、邓颖超、秦邦宪等老一辈革

命家曾先后在红岩村办公和住宿，积极

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

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建立，作出了卓越贡

献，在迷雾笼罩的重庆，燃起一盏明灯。

抗战胜利后，在重要历史转折关头，

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率领中共代表

团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开展和平谈判，

在红岩村住宿 40 多个日夜。毛泽东在

此重新手书了《沁园春·雪》，“数风流人

物”，尽显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和气魄。

如今，走进经过全面保护修缮的旧

址，一张木桌，一把藤椅，简朴肃穆，凝固

了时光，也让这段历史继续照亮前路，永

放光芒。

在重庆，“红岩”还是歌乐山红岩英

烈一曲临难不苟的壮歌。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歌剧《江姐》中一曲《红梅赞》家喻户晓，

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也成为

一代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48 年 6 月，由于叛徒出卖，地下党

员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

洞监狱。面对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

她始终坚贞不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1949 年重庆

解放前夕，满怀对新中国的无限向往，江

竹筠等革命志士壮烈牺牲。

如今，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所

辖红色景区，年均接待游客量超千万人

次。歌乐山烈士陵园，苍松翠柏掩映，前

来祭奠、献花的市民和游人常年不断。相

距不远的渣滓洞、白公馆看守所旧址，推

出了沉浸式史诗剧《红岩红》和情景式体

验剧《黎明之前》，身临其境的场景，让书

本上的红岩革命故事“活了起来”。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党委书

记朱军说，重庆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红

岩精神植根于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

荣的革命传统，植根于伟大建党精神，是

最具辨识度的重庆人文精神标识，“传承

弘扬红岩精神，就是不忘昨天的苦难辉

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在红岩村，在自己高祖母和奶奶住

过的老屋里，每每对游客讲起红岩的历

史，讲起小时候听长辈讲的往事，王佩雯

总觉得自己与高祖母产生了某种交集，

仿佛回家的感觉。

在红岩村旅游旺季，王佩雯从每天

早上 9 点开始讲解，一直讲到傍晚关门，

中午几乎没有时间休息。经常有游客问

她，现在有没有红岩历史人物的后人在

这里工作。王佩雯会指指自己。“游客们

会惊讶，更多的是开心，因为这也是一种

红岩精神的代代传承。”她说。

（新华社重庆 5月 1 日电 记者周

文冲）

红岩，重庆的精神地标

新华社北京 5月 1 日电 （记者姜

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 3 月末，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

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 亿人、2.4 亿

人、2.9 亿人，同比分别增加 1434 万人、

449 万人、558 万人。

面对复杂的外部发展环境，今年以

来，人社部门着力兜牢民生底线。一季

度，各地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帮

扶政策，共为 821 万低保对象、返贫致贫

人口、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代缴保费；

发放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

价格临时补贴等失业保险待遇 282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运行平稳。1 至 3 月，

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基金

总收入 2.2 万亿元、总支出 1.8 万亿元，3

月末累计结余 8.6 万亿元。社保基金监

督管理和投资运营不断加强。截至 3 月

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规

模 1.9 万亿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研究完善个人养老金制度

配套政策，做好全面推开前的准备。新就

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方面，

截至 3月底，参保人员达 801.7万人，接下

来将总结经验，研究扩大实施范围。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亿人

新华社北京 5月 1 日电 （记者宋

晨）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截至

2023 年 底 ，我 国 发 明 专 利 有 效 量 为

499.06 万件；有效注册商标量为 4614.64

万件；著作权年登记总量为 892.39 万件；

累计批准保护地理标志产品 2508 个。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二〇二

三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从

保护成效、制度建设、审批登记、文化建

设、国际合作等五方面介绍了 2023 年度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进展和成效。

白皮书显示，2023 年，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高到 82.04 分，再

创 历 史 新 高 。 制 度 建 设 方 面 ，知 识 产

权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全年制定、

修改出台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章约

20 部 ，知 识 产 权 审 批 登 记 数 量 总 体 保

持增长。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 1998 年起，我国连续 20 余年发布年度

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已成为展现

我国政府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坚定立场、

帮助国内外各界了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状况的权威材料。

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已接近 500 万件

据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记者高

敬）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菲日前介

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将从五方面发

力，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他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

全球规模最大、要素齐全、布局科学合理

的监测网络体系，目前国家直接监测的

站点达到 3.3 万个，监测质效有效提升，

技术能力不断增强，监管力度持续加大，

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据介绍，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

监测体系，生态环境部将抓好以下五方

面重点工作：

一是加快构建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

应的监测体系。二是提升精准分析和预

测能力。三是提升从山顶到海洋一体化

监测能力。四是提升监测科技支撑能

力。五是提升监测监管能力。

五方面发力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五一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尽享

多姿多彩的假日美好时光。

上图：5 月 1 日，游客在贵州省安

顺市黄果树瀑布景区游览。

左图：5 月 1 日清晨，天津市滨海

新区东疆亲海公园，游客在观赏海上

日出。

新华社发

多彩五一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