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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经过细致学习和科技
人员的指导，苗木的存活率一点一
点增加了。

接续植树 绿染拉萨

13 年转瞬即逝。截至今年年
初，南山公园共实施2012年南山山
体造林绿化、2013年南山山体造林
绿化试点项目、拉萨市山地造林环
境调控技术与耐旱树种筛选研究等
工程项目，造林绿化面积达 3521.7
亩，成活率达85%以上，栽植雪松、
云杉、油松、白皮松等各类苗木100
余种超百万余株。

经测算，南山造林绿化成林面
积每年在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固碳
释氧、净化空气等方面综合价值超
过 410 万元……从最初的贫瘠，到
如今满山青绿。现在的南山公园，
各种树木错落有致、郁郁葱葱，小桥
下流水潺潺，游人三五成群，一片生
机盎然。市民游客热衷来此打卡，
一张张“小小南山，轻松拿下”的打
卡照是网友的戏谑，更是南山生态
环境越来越好的见证。

13年间，来南山公园游玩的人
越来越多，峰值期日入园量能达 2
万余人。现在，扎西曲培手机里几
乎都是南山公园的照片，有他和游
客的合影，有他为游客拍的结婚照，
有下雪时南山镜湖前聚齐的摄影
师，有林间蹦跶的各种小动物，还有
他亲切地叫着“树二代”的新苗……

在这些照片和视频中，可以感受到
时间的流转、时代的变迁，感受到拉
萨人为了种活一棵树背后的韧性和
心中的信仰。

南山公园的点点滴滴变化，深
深地烙印在扎西曲培的心中。当他
一个人走在这条孤独巡山道时，他
会憧憬很多：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
全部完工后的南山是怎样，拉萨是
怎样？几年前喂过的野生小狐狸应
该长很大了……

如所有人所见，南山绿了，拉萨
绿了。除了一棵树一棵树地不停栽
种，还有他们最为坚强的后盾：

纳金山一号片区，工人们争分
夺秒提前完成供电保障工程，为浇
灌树苗提供充足电力；

夺底沟一号片区，由于山上大
部分都是石子、沙子，上半部分地势
陡峭，只能使用无人机运输客土；

曲水县茶巴朗村片区，有一条
只有骡子才能上去的路，由几十匹
骡子组成的骡队，在曲水县茶巴朗
村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

达孜区白纳片区，一级泵站施
工现场，几台挖掘机正挥动长臂，修
建绿化提水配套工程，他们只有一
个信念“一定要把水引到山上！”

……
同心山成玉，协力土变金。不

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口音、不同
职业的人汇聚在雪域古城圣地拉
萨，只为让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更

绿更美，更有希望。
从2012年高海拔植树造林试点

在南山启动，到2015年“绿色围城”
工程逐步开展，2018年与南山遥遥
相对的北山也开始绿化行动……再
到今天，站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
地的战略高度，西藏自治区党委、政
府正在有序实施新一轮南北山绿化
工程，计划用十年时间完成营造林
206.72 万亩，实现“五年增绿山川、
十年绿满拉萨”的构想，着力将拉萨
打造成生态宜居的高原省会城市。

承载着这一愿景，无数绿化人
扛起铁锹上山造林。据不完全统
计，2022年以来，通过实施拉萨南北
山绿化工程，共约 450 万人次农牧
民参与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累计
实现带动群众增收近 13.5 亿元，对
促进农牧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这一
愿望正在一步步实现。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
负人

其实在西藏，在未长过树的地
方种出一片林，拉萨南山不是孤例。

位于藏北高原的那曲，曾是全
国唯一没有树木的城市。在这里，
由于无木可栖，鸟雀常与鼠兔同
穴。如今，靠着一种信念，那曲在
2021 年 9 月完成了海拔 4300 米以
下的“无树村”“无树户”消除任
务。为治理土地沙化，山南市自上

世纪80年代起在被喻为“造林禁区”
的雅鲁藏布江沿岸建设防护林，雅鲁
藏布江两岸45万多亩的沙滩地变成
了绿洲……西藏植树造林中，没有一
个“建设者”在退缩！初次来到南山
公园的撒贝宁感慨，这片土地上人们
的韧性超乎想象。这种生命力不仅
仅体现在树木林草身上，更体现在人
的身上。

有时想，在西藏种树这么难，坑要
在裸岩上挖，土要从远方运来，水要
从河里引上，为什么还要种？为什么
这么多的人都在坚持？我想就是因
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阳光向下倾泻，万物向上生长。
在一个又一个扎西曲培身上，我也找
到了答案。他们是索朗多吉，18年如
一日守护日多乡39万亩天然公益林，
让荒山秃岭变得满目青翠，成为野生
动物栖息的生态家园；他们是桑旦，
从年少的小姑娘，到如今满头银发，
步履蹒跚，一生照料这片沙棘林；他
们是索朗罗布，自掏腰包种树8万棵，
耗资上百万元，以一人之力带动乡邻
种树，誓将荒地变“绿肺”。从一棵树
到一片林，一代又一代高原人植树绿
化的步伐坚定不移。在广袤的西藏大
地上，他们用默默无闻的坚守，换来
一片又一片绿色。他们的一锹土，种
下的既是树苗，也是生态文明的希
望；他们的一桶水，浇灌的既是土壤，
也是美丽西藏的梦想。

生命不息，植树不止。

（上接第一版）对“两新”组织党员加
强《条例》学习指导 41 场 900 余人
次，确保党员学习全覆盖。

立足“实”，力促党纪学习教
育走心

全体党员自觉主动学。拓展
学，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把党纪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来完成，坚持线上与线下学习
同步开展、同步推进，在努力形成遵
规守纪的自觉性上下功夫。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自觉主动地学习《条
例》，利用“曲水在线”“曲水融媒”等
线上资源，拓展学习广度深度，以开
设的党纪学习教育专栏为纽带，随
时随地开展个人自学；深入学，依托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逐条
学习《条例》，并结合个人自学情况
开展交流发言37场 422人次，通过

学习交流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
纪，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
行准则，认真领会《条例》精神，推动
《条例》入脑入心；党员干部充分利用
八小时外空闲时间研读党章和《条
例》，做到原原本本学，逐字逐句学。

检验学习成果促进学。对标学，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开展个别谈话80余人次，党员干部就
学习情况谈收获谈不足，把自己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建
立“两张”清单400余张，制定整改措
施1600余条，真正做到用党规党纪校
正偏差、找准方向、厘清路径。运用
学，曲水村完善“四议两公开”“三务
公开”等制度，并规范“三资”管理；水
利局、曲水镇、南木乡派出所持续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开门纳谏”等
活动，了解群众所想所需所求，为群
众解决“急难愁盼”等问题。

曲水县扎实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记者樊
曦、韩佳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8日，全国铁路迎来
出行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90
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856列。6
月7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435.6万
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为应对出行客流高峰，各地铁
路部门精心组织假日旅客运输，科
学分析客流规律，充分挖掘运输潜
力，同时进一步强化出行安全和旅
客服务保障力度，努力为旅客提供
良好出行体验。

国铁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太

原、大同往返北京、天津、运城、柳
林、介休、永济等方向旅客列车 36
列，增加 5.7 万个席位；国铁济南局
集团公司与国网德州供电公司密切
协作，对德州东站及管内京沪高铁沿
线供电线路开展电力安全巡查，确保
高铁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国铁武汉局

集团公司与武汉公交集团等地方交通
运输部门共享列车运行动态信息，协
调增加公交车、出租车运力，打通旅
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网西安局集
团公司西安站、西安北站精心布置母
婴室、儿童游乐区，为带娃出行的旅
客提供温馨舒适的候车环境。

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数
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
保待遇水平稳步提高。2023 年，
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平均基本养

老金比 2012 年增加一倍，月平均
失业保险金水平从 2012 年的 707
元提高到 2023 年的 1814 元，月平
均工伤保险伤残津贴由 1864 元提
高到4000元。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通过政
策倾斜，609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
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截

至 2023 年底，我国基本养老、失业、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66 亿人、
2.44 亿人、3.02 亿人，比 2012 年分
别 增 加 2.78 亿 人、0.92 亿 人、1.12
亿人。

在表取采样完成后，嫦娥六号着陆器携带的五星红
旗在月球背面成功展开，闪耀鲜艳的“中国红”。

月面温差大、辐射强，普通材质的国旗难以满足要
求，这面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的国旗有何
独特之处？记者采访了国旗背后的研制团队。

月背展示的五星红旗材料是岩石？

嫦娥六号国旗展示系统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旗下
的中国航天三江集团联合武汉纺织大学等单位共同
研制。

“在奔月、绕月及落月的过程中，高低温反复交替，
国旗对环境的耐受性要求就更高。”武汉纺织大学纺织
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徐卫林告诉记者，在寻找合适材料过程中，团队
根据月球资源原位利用原则，最终决定采用与月壤化学
成分相近的玄武岩作为嫦娥六号国旗的核心材料。

徐卫林介绍，与嫦娥五号国旗采用芳纶为主的新型
复合材料相比，嫦娥六号国旗采用玄武岩材料具有明显
优势，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比如玄武岩纤维具有非常
优异的隔热抗辐射性能，能够抵御月表恶劣环境，但属
于无机纤维，表面光滑、脆性较大、耐磨性差，难以纺制
超细丝、纺纱、织造以及构筑高牢度的颜色。

月面国旗团队成员曹根阳教授说，嫦娥六号在月球
背面展示的国旗是能耐受高真空、高低温循环、强剂量
紫外辐照等极端环境的“石头版”高品质织物国旗，是由
以玄武岩为主的复合材料制造。和嫦娥五号上的国旗
规格一样，嫦娥六号月面展示国旗大小也是300mm×
200mm。不过，玄武岩纤维的密度超出嫦娥五号国旗原
料密度近一倍。

“可以说这是一面技术含量很高的‘石头版’织物国
旗。”徐卫林说。

“搓石成线”直径仅发丝的三分之一

同样是“织物版”五星红旗，用岩石“编织”的国旗重
量按说会偏重，但最后制作出来的展示国旗重量只有
11.3克，比同规格的嫦娥五号国旗还要轻0.5克。

“团队研发出的玄武岩纤维是直径只有头发丝三分
之一的超细玄武岩纤维。”曹根阳解释，为把玄武岩变成
纤维，团队将玄武岩石块倒入熔炉中进行高温熔融，当
熔炉温度达到1600℃左右时，玄武岩呈液态流动，再通
过喷丝板拉出极细的玄武岩长丝。在纤维拉丝完成后，
还需要进行特殊表面处理，以进一步提高玄武岩纤维的
柔韧性能。

为了获得更细的玄武岩纤维，研究团队将实验室
“搬”到企业的玄武岩熔炉旁，不断改良拉丝设备、优化
制造方式，创新设计了喷丝板内腔结构，并进行了梯形
优化，再配合炉内分布式精准控温，成功实现了超细玄
武岩纤维的稳定量产；为有效保护玄武岩长丝，团队利用柔性水溶性长丝和芳
纶短纤分层防护，设计了“双防护罩”结构，同时解决了玄武岩纤维高模量导致

“起小辫子”的行业难题；面对光滑的玄武岩长丝带来国旗“染色”难，团队利用
织物表面的芳纶短纤毛羽，使颜料中的黏合剂与其形成类似“铆钉”锚定的效
果，有效提升涂料的界面结合牢度与国旗图案的饱满度，保障国旗展示效果。

徐卫林说，历时近4年，团队联合多家企业、单位攻克了玄武岩超细纤维
纺丝、纺纱、织造及色彩构建等诸多难题。

月背飘扬“中国红”

据介绍，国旗展示系统是探月工程四期探测器系统的关键项目。由于落
月位置不同，嫦娥六号国旗展示系统在嫦娥五号任务基础上进行了适应性改
进，并开展了展示效果和产品寿命可靠性评估。

光线对于国旗的成像效果至关重要，由于嫦娥六号是在月球背面着陆，月
面光线与旗面角度都发生了变化。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专家介绍，研制团队提
出了多种改进方案，联合总体单位开展了多轮方案评估和地面模拟月面成像
试验，以保证国旗的最佳成像效果。同时，研制团队开展了国旗展示系统寿命
评估和验证工作，确保能够在月球背面可靠运行。

徐卫林说，玄武岩与月壤化学成分相近，此次嫦娥六号国旗也是月球资源
原位利用的一种探索。月球玄武岩较多，未来建造月球基地可就地取材，将月
球玄武岩做成片状或者管状建材用于建造，要比从地球取材节省成本。

（新华社武汉6月8日电）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翻番
社保待遇稳步提升

全国铁路迎来端午小长假出行客流高峰

6 月 8 日，全国部分地区 2024 年
高考结束。

这是在宁夏银川市唐徕中学考
点，考生结束考试后与老师合影。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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