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运输部8月6日印发《关
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围绕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总体目标， 推动交通
基础设施数字转型、智能升级。

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交
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 先进信息技术深度
赋能交通基础设施，精准感知、精
确分析、 精细管理和精心服务能

力全面提升，成为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的有力支撑。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能耗水平有效控制。泛在感知设施、
先进传输网络、北斗时空服务在交
通运输行业深度覆盖， 行业数据
中心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建立，
智能列车、自动驾驶汽车、智能船
舶等逐步应用。 科技创新支撑能
力显著提升， 前瞻性技术应用水
平居世界前列。 ■据新华社

扎龙山顶，瑶胞日子乐呵呵

评
论

长沙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到
了。骄阳似火，谁不想美美地捧着
西瓜在空调房中避暑？ 高温下的
劳动者们却仍在炙烤中坚守岗
位。三湘都市报即日起推出《记者
体验·高温下的坚守》专栏，记者
深入一线， 与广大劳动者一道直
面高温酷暑，体会不同岗位的“炙
热”，用视频和文字记录“坚守者”
们最真实的一面。（详见本报8月
6日A04版）

“燥者欲出火， 液者欲流膏。
飞鸟厌其羽，走兽厌其毛。”现在
正是三伏天的“中伏”，一年中最
热的时候， 各地高温黄色预警频

发。然而，烈日炎炎之下，总有一
些劳动者因为岗位特殊， 必须在
高温中坚守， 用行动诠释着他们
对这个社会的责任， 对行业的担
当。他们或是施工一线的工人、或
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交警、或
是高空作业的电力抢修人员……
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他们都
在用汗水和奉献书写一线人员的
职业精神。

就拿交警来说吧。提起交警，
绝大部分人想到的是烈日下制服
总被汗水浸透的路面交警， 而在
交警系统， 还有很多不为大多数
人所熟知的岗位， 尽管没有头顶

烈日，但同样备受高温炙烤，交警
车管查验员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
每天要打开几十台车滚烫的引擎
盖，还要贴上去查验，每个人手上
都有烫伤的痕迹。这些伤痕，也正
是他们爱岗敬业的真实写照。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很多劳
动者需要在高温下一如往常地工
作，他们“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
光”，冒高温、战酷暑。他们是高楼
清洗工，是铁路调车员，是农民工
朋友， 是快递小哥……他们在高
温下定格成最美的劳动者， 为城
市的建设持续坚守与付出。 职业
精神最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具

有自觉的精神与操守， 具有能力与
自觉。 任何一个时代也都需要这样
的无私奉献、甘于付出的职业精神，
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广大社会成
员包括从业者自身， 才能过上幸福
的生活。

正是这些坚守在高温下的劳动
者，保障了社会的正常运转，他们的
艰辛换来的是各个系统的有序运
行，我们在感动的同时，也需要学会
尊重他们的劳动， 并将这种自觉转
化为行动，例如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爱护公共卫生、善待服务人员。尊重
劳动既是体现个体素养的行为，也
是彰显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

更是对既有生活的珍惜与感恩。无
论是精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 我们
都需要让高温下的坚守者感受到来
自整个社会的“清凉”，因此，制度层
面也需要将关爱送达高温一线，确
保他们的高温福利发放到位， 让他
们在挥汗如雨的同时， 享有来自制
度的温情。

社会分工不同，但每个人承担的
社会责任却是相同的，无论是交警还
是建筑工人，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爱
岗敬业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之一，高
温下的坚守者怀抱着这一价值观奋
战酷暑， 他们的精神在烈日下熠熠
生辉。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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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温下的坚守者”致敬

半坡苗，高山瑶。
在海拔800多米的扎龙山

顶部， 有一个美丽的瑶村———
辰溪县仙人湾瑶族乡溪台村。
精准扶贫的东风吹上山巅后，
勤劳的瑶乡群众把自己的日子
过得活色生香。

8月5日中午，天高云淡，丽
日当空。溪台村的高海拔，消解
了炎夏的高温。

在山顶一户院落中， 瑶族
大姐吕半斤在自来水龙头下洗
菜， 厨房中茶油做的红烧鹅香
气浓郁，令人垂涎。房前屋后，
郁郁葱葱的油茶树上， 红褐色
的油茶果缀满枝头。

溪台村有油茶林近1.2万
亩，人均7亩。要致富，先修路。
随着13.6公里通村进组公路拉
通， 油茶林真正成为了瑶乡群
众的“绿色银行”。

“以前家里打下茶油，要挑
到山下去卖， 价钱还卖不好。”
吕半斤说，近几年，村里请来专
家传授油茶培管技术， 组织进

行油茶林低改，还帮忙联系商家，
保价收购。关键是上山的路通了，
装货的大车上得来。

每年初冬， 溪台村家家户户
榨茶油。山外客商循着油香，开着
货车来村里收购。“我每年都要从
‘绿色银行’里，‘取’出近2万元。”
吕半斤开心地说。

溪台村离辰溪县城70公里，
是全县海拔最高的村子之一，也
是全县贫困人口最多的村。 瑶族
群众占当地人口30%以上。

山高路远， 行路难， 电路也
难。溪台村人曾有“三怕”，怕刮大
风、怕下雪、怕打雷。一到这种时
候就停电， 赶上寒冬腊月大雪封
山，电一停就是十天半月。

如今， 全村电路升级改造完
成，家家用上放心电。在吕半斤簇
新的木房中，电视机、冰箱、洗衣
机、热水器、宽带等一应俱全。“我
们这里地势高， 唯一不需要的是
空调。”吕半斤感慨地说，几年前，
她家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呢。

路通产业兴， 兴旺的不仅是
油茶业，还有养殖业。

在村里一处向阳坡地， 一阵
“吧嗒吧嗒”猪抢食的声音从圈舍中
传来。易地扶贫搬迁户彭祖成在投
放饲料，细密的汗珠顺着额头淌下。
180余头大肥猪在欢快进食。

“现在水、电、路全部进了猪场。
一个电话，饲料随时运得进，生猪随
时运得出。” 彭祖成一脸喜悦地说，
去年卖了48头猪， 纯赚12万多元。
今年这批猪，再有2个月也要出栏。

大山上的瑶乡青年， 心里向
往着山外的世界， 大部分年轻人
外出务工打拼。坚守在家的，多是
上了年纪的人。

夕阳西下，68岁的瑶胞刘光
清腰间挂着柴刀， 迈着轻快的步
子往家里走。他刚从村里100亩艾
草基地割艾回来。

“上了年纪，去山外头难找到
事做。村里有高山葡萄、艾草、魔
芋、油茶等基地，有做不完的事。”
刘光清说， 他在村里产业基地做
工， 一个工100多元， 一年做工
200多个。

吃罢晚饭，村里的路灯亮起。
三五村民沿着硬化了的入户田埂
路，来到刘光清家院坝中，吵吵着
要听他打渔鼓。

刘光清欣然应允。“现在有吃
有穿， 打渔鼓的心情都不一样
了。”他说。

山风徐来，凉爽宜人。刘光清
浑厚的歌声回荡在扎龙山巅 ：
“打起渔鼓唱起歌， 如今生活乐
呵呵……”■记者 李夏涛 王铭俊

通讯员 杨晓 刘凯

本报8月6日讯 8月4日至6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先后
来到张家界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调研防汛抗旱、 文化旅游
等工作。他强调，要继续抓好防汛
抗旱工作， 保护开发好湘西独特
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推
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更好促
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
接，提高全面小康社会成色，让老
百姓得到更多实惠。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
专，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江垭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张家
界市慈利县， 是澧水流域防洪的
重要骨干工程。 许达哲走访了水
电机组总控室、水库大坝等地，详
细了解今年江垭水库的雨情、水位
和调度情况，以及澧水流域水利工
程和防护设施相关情况。许达哲说，
要科学研判江垭水库调蓄与澧水
下游水位， 乃至洞庭湖水位的关
联性，分析总结规律，确保水库安
全运行， 精准发挥水库调蓄在全
省防汛抗旱中的重要作用。

溶洞、天坑、石峰石柱、岩溶
峡谷，自然风光雄奇瑰丽；织锦、
甩手舞、凉亭桥、土家冲天楼，民
族风情魅力独具。 在湘西州龙山
县，许达哲先后来到桂塘镇、苗儿
滩镇等地， 考察了乌龙山大峡谷
景区和惹巴拉景区， 了解当地的
特色旅游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底
蕴，以及文化旅游促进脱贫攻坚、

农民增收等方面的情况。 许达哲
说， 湘西山水秀美、 文化积淀深
厚，要把生态保护放到突出位置，
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让美丽的自
然风光和特色民族文化交相辉
映，擦亮全域旅游名片，争创更多
知名文旅品牌。

“一水隔川黔， 一脚踏三省”。
花垣县边城镇是沈从文先生名作
《边城》的原型地，也是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镇。许达哲考察了茶峒老码
头、翠翠岛等地。他说，花垣县有精
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有边城镇
等特色名镇，一定要保护好用好这
些“金字招牌”，做足文旅融合大文
章，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促进文旅产
业做强做优。许达哲一行还来到吉
首市，考察了矮寨景区等地。

调研中，许达哲强调，要坚持
生态优先、保护为重，充分发挥大
湘西地区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红
色旅游等方面的优势， 走融合发
展路子， 培育文旅新业态、 新模
式，打造知名旅游品牌。要进一步
完善交通、 游客服务中心等旅游
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 确保
景区旅游安全， 打造宜居宜游环
境。要加强旅游资源整合，落实支
持文旅等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文旅
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要通过高
质量发展文旅产业， 推动民族文
化发展，促进民族大团结，让各族
人民共同发展、 得到更多实惠。

■记者 冒蕞

许达哲赴张家界、湘西州调研时强调

提高全面小康成色，让百姓得更多实惠

交通运输部印发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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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辰
溪县仙人湾瑶族
乡溪台村，68岁
的瑶族居民刘光
清在自家院落打
起渔鼓， 唱起自
编的歌。

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