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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湖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日，教育

部和国家语委发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
报告》， 盘点了2015年的热词和流行语。
被多数人以“好玩儿”的心态迅速吸收、使
用的网言网语，对于汉语来说是新创意还
是污染源？ 汉语需不需要被“保卫”？

2015年《中国青年报》一个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1601名受访者中64.2%认
为当下网络流行语入侵汉语现象严重，
46%的受访者担心会污染汉语， 他们希
望通过抵制等方式来“保卫”汉语。

“保卫”汉语，非得靠这种“驱除”方
式？我对汉语有着足够的自信，因为我相
信， 经过大浪淘沙和岁月积淀的语言才
是有生命力的。

汉字和汉语的演变是自然选择的过

程。从事传媒语言研究的中国传媒大学的侯
敏教授， 曾对2006到2010年出现的2976
个新词语在2011年的使用状况进行了分
析。 其中，有170个词语高频使用，占总数的
5.71%，而有三分之一词汇已经彻底被遗忘。
所以，当“新词语有多强的生命力”还是个问
题时，人们大可不必紧张汉语会被污染。

汉语的发展也是“有容乃大”和反映
社会现实的过程。 比如，我们熟悉的《诗
经》，其中不少都是官方采集来的各地民
谣；新文化运动之后，更多的新词汇进入
了字典。可见，民间对汉语的介入和改造
从古至今就没停止过。如果从纯粹的“保
卫”角度出发，拒绝时代流行元素，或许
就没有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篇章， 今天的
汉语也就没这么丰富多彩了。

此外， 以开放的姿态包容和吸收流
行语、外来词，也是汉语繁荣自身词库、
增强表现力的需要。 世界的， 也是民族
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词” 是可
以很好地丰富汉语词库的， 那为何原本
就属于汉语的土生土长的流行语和网络

语言却成了“污染源”？
流行语之所以被广泛使用， 说明人

们有需求，此时，抵制汉语“污染源”可能
成为横亘在人们参与语言淘沙过程的一

道沟渠。 其实，面对所谓的“冲击”，历经
数千年积淀的汉语，理当拥有“任尔东西
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自信。

当然，如今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甚至
低俗粗鄙的词汇在污染着孩子们， 对此
我们确实得有些长远打算。在古代，文人
很注重对语言和文字的千锤百炼， 甚至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现在很多人
已经失去了这种对文字的敬畏。 如何让
人们回归对语言和文字的敬畏， 才是保
卫汉语的应有之道。

“一个项目盖 400多个章”的正常与反常
□本报评论员 林 琳

开发建设一个住宅项目需要盖多少个

章？ 北京一房地产开发公司相关负责人向
《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房地产企业的一举
一动都要向政府打报告， 一个项目做起来，
要盖 400 多个章。 土地、规划、开工许可、预
售、验收，要有十几个章，这都是大章，具体
的还有消防、绿化、地下水、南方的白蚁，连
避雷针都要验收……

一个项目盖 400 多个章，多还是少？ 正
常还是不正常？

从常识上来说，开发建设一个房地产项

目，开工之前肯定要盖一批章，施工建设过
程中要盖一批章，竣工、验收、交付，每一个
环节都不可避免地还要盖一批章。若论重要
性，之于一幢楼房的安全、住户的安康，哪一
个章是可以省略的？ 说避雷针要验收，有人
觉得搞笑，但不装避雷针或者避雷针质量不
过关，这样的房子谁会买、谁敢住？ 南方省
份，每一个项目开工前都得跟白蚁防治办公
室签一份合同，才能拿到一份实施房屋白蚁
预防的证明文件，这个章能省吗？须知，白蚁
分泌出来的蚁酸能够腐蚀建筑木材甚至钢

筋，造成房屋倒塌。
既要保障房屋符合各种建筑质量标准，

能够抵御各种恶劣天气、灾害，给人们一个
温暖、放心的家，同时还要符合城市规划，地
下水、消防、绿化、管网等每一个细节都要合
格合规，400 多个章意味着 400 多道审核。

若真是把其中一些证明、审核取消了，全凭
商家自觉，结果恐怕只能“呵呵”了。

应该厘清的是，房地产开发周期长，涉
及金额大、环节多，政策管控严，不能把它
跟“证明我妈是我妈”那种单一的证明做简
单的比较， 而要认识到其涉及的公众生命
财产安全乃至城市安全的重要性、 特殊性
和专业性。

不少人看罢此番新闻，迅速被夺人眼球
的“400 多个章”吓到了，一言不合就“攻击”
相关部门———“有利可图的事情， 各个部门
都想吃一块，都想利用盖章来卡。 无利可图
的事情，各个部门都不管”；“这是权力经济，
不是市场经济”……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质疑，是因为个别地
方和部门确实被爆出过一些以权谋利，用盖
章、证明“吃拿卡要”的事情；是因为有人把

房屋开发建设中的审批证明当成了普通的

审批事项，认为它和媒体此前披露的“公章
开会”和“审批长征”一样，都应该被大刀阔
斧地裁减； 是因为把这 400 多个章都跑下
来，可能需要“疏通”不少部门和人员，人们
担心这些“跑章”的成本都成为盖房子的隐
形成本，最终加诸房价上。

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上述质疑之声值
得深思。简政放权不意味着什么事政府都不
管了、都交给市场去调节，那些事关百姓生
命、公共安全的领域不仅不能放，而且必须
加强监管。

这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该
审批审核的事项必须严格严肃地落实，同时
要查清其中是否有精简的空间，比如有些事
项的证明和审批能否合并，是不是非得一个
办公室就管一件事、一个章？第二，应该提高

审批审核的效能。人们之所以对“公章创收”
诟病颇多， 是因为有时验收审核时都合格、
通过了，事后照样出事。以房地产开发为例，
400 多个章都盖了， 有的房子未必固若金
汤，有的依然偷工减料；一些地方，可能证照
尚未办齐，房子却已破土动工。

放权并不意味着一些人从此无事可做，
而是应该把相关人员、资源投入到更重要和
必需的审批、监管中，保证每一个章都“货真
价实”、名副其实，而不是走过场、成摆设甚
至暗藏权钱交易。

400 多个公章引发的争论和质疑其实
不局限于房地产领域，它的更大意义在于纠
正人们对简政放权的某种片面和极端理解，
哪些可以放、哪些不能减、哪些还有待加强，
如何放管结合、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这才
是相关部门应该注意和改进的问题。

“后妈”
据《现代快报》报道，日前，江苏泰州一名8岁女孩悄悄拨打

110报警称，妈妈打她，还把她书包扔进了河里，请警察把妈妈
抓走。 民警以为孩子遭遇家庭暴力，赶到孩子家却发现，她是因
为无法忍受妈妈的严格管教才报了假警。

这其实体现了家庭教育的“度”的问题———难度和尺度。 难
度在于教育是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过程， 严厉的说教或许当
下管用，着眼长远却未必奏效；而尺度在于说轻了不听，管严了
叛逆，甚至可能影响心理健康。 其实，教育子女不必事事高标准
严要求，哪些需要严格要求，哪些是孩子天性，家长应该有个谱。
当孩子觉得亲妈是后妈时，难
免产生对抗心理。所以，家庭教
育要讲究方法，不可操之过急。

□李法明/图 吴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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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7日起， 深圳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启动 “绿航星
际”4人180天受控生态生保系统集成试验，旨在为人类深空
探测和星际驻留做准备，也被称为“太空180”试验。 试验期
内所需要的氧气、水和70%的食物等环境条件与物资，都要
通过舱内多个功能单元的协同配合来实现自给自足。

志愿者们与电影《火星救援》中滞留在火星的植物学家
马克一样，都脱离了地球生态系统。 马克一面制造氧气，一
面发挥专业特长在火星种土豆。而本次入舱的4位志愿者中
也有植物专家，他们也将尝试在太空环境中培养土豆。

面对这条“未来感”十足的新闻，我在想，是什么让科技
改变了生活？又是什么让人们孜孜以求地追逐未知世界？是
异想天开，是敢想敢创造。

把“梦想照进现实”的案例已不新鲜。往远了说，1870年，
在“科幻小说”这个词还没诞生时，凡尔纳就写出了《海底两
万里》这部极具预见性的作品。所描述的核潜艇战、水肺潜水
在当时的读者看来完全是异想天开，现在却已是现实。

往近了说，2005年的电影《银河系漫游指南》里，3D打
印的食物帮助男主角解决了在太空吃饭的问题。 而这一设
想在“太空180”中也得到了实现：把面粉和水注入打印机，
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还吃得下”的月饼就被“打印”出来了。

无论是近二百年前的凡尔纳，还是十多年前《银河系漫
游指南》的编剧，都是异想天开的“智多星”。在他们的身上，
充满了对科技的想象和对未知的向往， 而这恰恰是促进时
代发展、便利人类生活的先决条件。

人类从诞生在这颗星球上起，就靠好奇、实践与思考来探索所处的环境、制造并使用劳动
工具，从而让视野更开阔、让生存更容易，更让人类不断迈出跨越性的步伐，走向文明。

随着人类将求知欲变现、又将知识转化为科技的脚步越来越快，社会进步的速度也越来越
快：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原始人类走了2000多年；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
花了200年时间；而手机从单纯的大众通讯工具到功能贯穿衣食住行，只用了短短十多年。近几
年，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引力波的发现，低调奢华有内涵如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一大批“黑科
技”正在改变现代人的认知和生活。

诚然，高科技对人类的“异化”不断遭到吐槽，有时候，一些年轻人也会产生“这个世界已经
足够复杂、足够先进”的倦怠感。 但看着“太空180”试验的4位志愿者欢天喜地走进循环舱的画
面，我突然想到，相对于我们想要探索的浩瀚宇宙，人类社会又是何
其原始与单纯？面对宇宙中深邃的未知，我们又何尝不应像当年的凡
尔纳一样，时刻保持欲求不满的态度？

当科技搭上求知欲，我们的生活和未来，还有什么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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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汉语应当
回归对语言的敬畏

□王聃
从6月26日起， 上海市不再实行70周岁

以上沪籍老年人免费交通制度，原持有敬老
卡的沪籍老年人，乘坐公交和轨道交通线路
都需买票或投币上车。 （见6月26日《新闻晨
报》）

虽然是“取消免费”，但更像一次调整。早
在4月份，上海市就发布了关于老年综合津贴
的相关通知，明确了不再免费坐车、提供老年
综合津贴等问题。原先，年满70周岁的沪籍老
人可以免费乘车， 如今更改为年满65周岁的
上海户籍老人， 按照年龄段每人每月可享受

75元到600元的涵盖高龄营养、交通出行等方
面需求的综合津贴。换而言之，此前免费乘车
的老人福利， 被直接折现为看得见的津贴发
放给老人群体。

将宽泛的 “乘车免费” 替换为 “综合津
贴”，其意义是多重的。其一，老人可以自己来
选择和决定这项福利的使用方式， 给出行以
更大自由度；其二，可以不同程度解决老人乘
车难的问题。 比如，上下班高峰期，不少公交
车司机为规避风险，常常拒绝老年人上车。如
今，老人有了诸如打车、不必要的时候不坐车
等更多选择。

以往谈及老年人福利，“免费” 往往是高

频词，但上海市将“乘车免费”改为“综合津
贴”之举，无疑证明了一个常识：不是所有的
免费都最能体现公平。重要的是，要让福利能
够抵达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公民， 同时为他们
提供更多样的福利享受方式。倘若能够这样，
即便取消了曾经的免费政策， 其福利含金量
亦并未打折。

关于老年人免费交通制度， 期待上海的
所作所为被更多城市看见。如果说，老年人免
费交通制度是一项惠及高龄群体的善政，那
么它亦当随时代和具体形势而变。譬如，人口
是流动的， 如何让非沪籍老年人也能享受一
些福利，上海职能部门当做仔细的思量。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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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免费不是唯一通道

宗旨决定未来
———《为人民服务》演讲地回访记新华社记者 付瑞霞 梁爱平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６月２３日下午，延安
枣园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白皓云带领着３０多
名吉林游客，参观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
服务》演讲地旧址，重温这篇光辉著作。

１９４４年９月８日， 毛泽东就是在这里同中
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的千余名官
兵一起，为张思德召开追悼会，并作了题为
《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如今这里已被辟为“为人民服务”广场，也
叫张思德广场。毛泽东当年演讲站过的土台子
已改为石板砌成的平台，张思德身背木材的石
雕全身像屹立其上， 雕像两面矗立着镌刻有
《为人民服务》 全文和描绘张思德光辉一生的
巨幅石雕。 广场中轴线上嵌着２９颗红星，代表

他年仅２９岁便为革命奉献一生的生命历程。
１９３３年，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解放

了张思德的故乡———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
也就是现在的思德乡。 当地青年纷纷报名参
军，张思德便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位。

“张思德参加革命后， 在战斗中屡立战
功，被战士们亲切地誉为‘小老虎’。 ”延安市
委理论讲师团团长安振华说，张思德在其短
暂的一生中，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把党
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随部队长征到达陕北后， 张思德经常抽
时间到驻地附近老百姓家中帮他们收割庄
稼、修路、挑水。 一次，一只狼叼走了一个小
孩，他提枪就追出门外，为了防止开枪伤了

孩子，他就赶上去一把抓住狼尾巴，打死了
恶狼，救回了孩子。 还有一次，外出值勤途
中，他看到一个老大娘背着一大捆柴，非常
吃力，就立即上前帮大娘把柴背回家。 此后，
他就把大娘当作自己的亲娘， 常去看望，帮
大娘种庄稼、做家务。

１９４４年初，张思德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
大生产运动号召，主动到安塞县石硖峪办生产
农场，担任副队长。当年９月５日，张思德和战友
决定再新挖几个窑，多烧些木炭。 中午时分，
由于土质松软加上雨水渗透， 即将挖成的窑
洞突然塌方。 危难之际，张思德奋力将身边的
战友推出窑外，自己却被压在窑内，不幸牺牲。

革命的成功， 不仅需要有人在枪林弹雨

中冒死冲锋，也需要有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默
默奉献。张思德就是这样一个无私的奉献者。
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
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高度
赞扬了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崇高
思想境界和革命精神。

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
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这句
话被写入了党章。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
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为人民服务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现
实的指导意义，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中，尤其需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价值
导向。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院长高尚斌
教授认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由“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

（新华社西安６月２７日电）

（上接第1版）笑语盈盈，掌声阵阵，中乌民心
更近更亲。

典雅的库克萨莱国宾馆新闻厅座无虚
席。 ６月２２日中午，习近平主席同卡里莫夫总
统共同签署两国联合声明。 从２０１２年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到２０１３年签署 《中乌友好合作条
约》，再到此次宣布建立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习近平主席此访“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水
到渠成、瓜熟蒂落。

“我和卡里莫夫总统一致认为，中乌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 两国各领域合作面临
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主席说。

卡里莫夫总统表示：“习主席为发展乌中
关系作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 我能够真切地
感受到他对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
民的深情厚谊。 ”

利相融，致力发展繁荣

６月２２日１５时５０分，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
议立法院。穿过厚重的木门，习近平主席步入
有着浓郁民族特色的全会厅。２００余位乌兹别
克斯坦议员、政府官员起立，用长达２分钟的
掌声表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欢迎。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首访中亚，提出共同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３年后，再次来到
丝路古国乌兹别克斯坦， 习近平主席发表了
《携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的重要演讲。

３０分钟演讲，１０余次热烈掌声！
谈到“一带一路”早期收获，习近平主席

用了３个短语：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
在合作中成长———

７０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 中方
同３０多个国家签署共建协议， 亚投行正式运
营，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顺
利组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深入人心，中国的朋
友圈越来越广。

谈到“一带一路”未来目标方向，习近平
主席同样用了３个短语：落地生根、深耕细作、
持久发展———

构建“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一
带一路”新型合作模式，打造“一带一路”多元
合作平台；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
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
方向明确，路径清晰，前景壮阔，鼓舞人心。

会场内，议员和部长们听着记着。来自布
哈拉选区的议员朱达耶夫说：“习主席是一位
睿智博学的大国领导人， 他提出的 ‘一带一
路’倡议给中亚各国带来了发展新机遇。 ”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吉乌铁路，棉花
加工合作，轮胎厂、聚氯乙烯厂、碱厂项目，落户
中乌工业园的瓷砖、智能手机、制革、制鞋项目
……乌兹别克斯坦，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３年
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率先取得一系列
重要早期收获，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典范。

此次访问，两国元首再次确认将共建“一

带一路”作为中乌务实合作主线。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们一致认为，

巩固世代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是中乌两国共
同的选择，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

卡里莫夫总统即兴讲话， 感谢中国为乌
兹别克斯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表示习
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是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的
真正朋友。

“一带一路”，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
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 总结过
去，规划未来。习近平主席此时发表重要演讲
为“一带一路”指引前行的方向。

“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不是一
枝独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主席反
复强调， 必须加强同沿线国家自身发展战略
和规划的对接。

６月２３日１７时，习近平主席主持中俄蒙元
首第三次会晤。三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围绕
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俄方发展战略特
别是跨欧亚大通道建设、蒙方“草原之路”倡
议对接这条主线，积极推进全面合作。三方签
署《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为“一带
一路”建设再添动力。

心相交，开创国际合作典范

６月２４日１０时０８分，库克萨莱国宾馆。 中
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６位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元首集体合影。 镜头定格了上合组织发
展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

１５年前， 顺应冷战后人类要求和平与发
展的历史潮流，上合组织应运而生。

１５年来，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
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
合组织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成为当代
国际关系中保障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有
效因素，开创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关
系新模式。

世界格局深刻演变，全球经济复苏缓慢，
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 新形势新机遇新挑
战，上合组织站在发展进程的重要节点，各方
期待中国智慧、中国倡议。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塔什干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国

家领导人共谋上合组织发展大计， 指明上合
组织下一步行动方向———

“弘扬‘上海精神’，坚持本组织发展之本。 ”
“坚持安全为先，巩固本组织发展之基。”
“扩大务实合作，拓展本组织发展之路。”
“夯实人文基础，建设本组织发展之桥。”
“坚持开放包容，壮大本组织合作队伍。”
数份文件，举足轻重———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五周年塔什干宣

言》，回望历史，评估上合组织１５年发展成果、

重申 “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至２０２５年
发展战略〉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落实行动计划 》，面
向未来，为组织发展规划行动路径；关于印巴
加入上合组织义务备忘录， 展现活力， 上合
“迎新”迈出关键一步……

多项共识，旗帜鲜明———
致力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并巩固平等互

信的关系；重申支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
议；一致同意应在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
内的国际法原则基础上维护海洋法律秩序。 所
有有关争议应当由当事方通过友好谈判和协
商和平解决，反对国际化和外国势力干涉；密切
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和现代信息技术犯罪……

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先后同巴基斯坦
总统侯赛因、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
多夫、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塔吉克斯
坦总统拉赫蒙、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
京、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阿富汗总
统加尼、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
坦总统阿坦巴耶夫举行会谈。 １０场双边会见
密集紧凑， 聚焦和平与发展， 共话友谊与合
作，描绘上合组织发展新蓝图。

站在布哈拉波依卡扬广场，习近平主席眺
望气势恢宏的历史建筑群。 两千多年前，丝绸
之路贯通东西、联结中欧，沿线国家互通有无、
兴盛繁华。 历史交汇、现实交融。 今天，中国人
民正在同欧亚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创造和平富
庶的美好生活。 （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７日电）

（上接第1版）他说，老家的亲友们都知道自己
在为大桥工作，感觉“很骄傲”。

“这是世界一流工程！”谈起大桥，东人工
岛46岁的钢筋工陈保怀也很自豪。“工程就像
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成员”，每一个“家庭成
员”都有责任为“家”拼搏。 他认为，施工虽然
有压力，但更带来了成就感。

在乔晓辰看来， 岛隧工程对建设者的价
值无法简单地用物质来衡量，“小到工艺革
新，大到工程创新，在这里，能看到别的工程
上看不到的东西，学习快，进步也快。 ”

为了工程，一工区常务副经理孟凡利6年春
节都在建设现场；从云南大山中走出来的张怡
戈每年有300天以上的时间坚守在岛上；很多工
人两三个月、甚至半年都不下岛；更有年轻人连
续3年春节留在一线，婚期一拖再拖……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 工程人员进行了
填砂造陆、岛上临时建筑的搭建、隧道暗埋段
与敞开段施工等工程。渐渐地，岛上有了稳定
的手机通讯信号和WiFi， 有了淋浴房和篮球
场，也有了在海风中摇曳的鲜花。 “刚来时候
的一片大海，一步一步地建成了现在的陆地，
这份由工作带来的荣誉感逐渐在加深。 ”现
在，30岁的刘宇光已经从一名青涩学子成长
为能独立负责工作的Ⅱ工区工程部部长。

目前， 东、 西人工岛的施工作业还在进
行。 东人工岛岛隧结合部的钢圆筒已经被拆
除， 静待着首节曲线段E33沉管的海底对接。
港珠澳大桥建成后， 两座离岸人工岛将成为
伶仃洋上最耀眼的明珠。

闲暇时，很多人用手机拍下了岛上的点滴变
化，他们将照片传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分享着成
岛、建岛的故事。 “到明年，我们的人工岛就会很
漂亮了！ ”张怡戈的言语中充满了期待与自豪。

“一带一路”：在合作中成长

盐城特大风雹灾害发生后，军民携手抢险。
图为6月27日武警水电部队第五支队配合盐城
供电公司进行电网抢修。 本报记者王伟伟 摄

军民携手恢复灾区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