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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振翅，展鸿鹄之志；一座江
城，愿听天下风雨声……”长江之畔，
记者在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中学的校
园里听到这样一首校歌。歌声唱给

“江城”走出的抗战名将——戴安澜。
戴安澜自号“海鸥”，芜湖无为

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参加北伐战
争。抗战期间，他在台儿庄战役、武
汉会战、昆仑关战役中屡建战功。

1942 年初，中国远征军开赴缅
甸。戴安澜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
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与数倍于己
的日军在同古展开血战。他带头立下
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
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
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全师各级
指挥官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

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200师
以牺牲800人的代价，打退了日军20
多次冲锋，歼灭敌军4000多人，俘敌
400多人，予敌重创，打出了国威。

就在不久之后，部队遭遇敌人袭
击，戴安澜身负重伤，在距祖国只有
100多公里的茅邦村，38岁的“海鸥”
艰难地向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永
远闭上了双眼，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是：“反攻！反攻！祖国万岁！”

戴安澜将军追悼仪式在广西全
州举行，毛主席亲笔题赠挽词。抗战
胜利后，戴安澜的灵柩迁葬回芜湖。

“随戴将军一起‘回来’的，还有安澜
工业职业学校，也就是我们学校的前
身。”芜湖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毛红
说，学校还有个名字叫“安澜中学”。

走进无为市洪巷镇练溪社区风
和村，一座青砖黑瓦的民居映入眼
帘，这里是戴安澜故居，如今陈列着
他的生平事迹、照片和部分勋章等。

“1904年，戴安澜在这里出生，后
来不断学习、成长，走上了保家卫国
的道路。”洪巷镇干部戴茂标是将军
的后人，他告诉记者，戴安澜因身体

瘦弱落选军校，而后刻苦锻炼，终于
成为了黄埔3期的学员。也是在这个
时候，他改名为“戴安澜”，自号“海
鸥”。“以名言志，安邦定国，搏击风
浪。”戴茂标说。

故居不远处，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
老枫树，相传戴安澜从树下经过，走向
革命，如今成了游客们的一处怀想地。

村民告诉记者，戴安澜不仅是教
科书上的英雄，更是亲切的家乡人：
他爱唱戏，擅长旦角；他重视教育，亲
戚在家乡创办仁泉小学，他带头捐
钱；他有情怀，为儿女起名“覆东”“靖
东”“澄东”“藩篱”，寓意安定东方、保
家卫国；他倡导新式婚姻，与夫人无
比恩爱，却在家书中写下绝笔：“现在
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
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如今仁泉小学依旧书声琅琅，老枫
树被画进校徽，一只只海鸥绣在学生们
胸前，安澜的名字挂在了书屋上。“海鸥

是将军，也是我们。”一位学生说。
芜湖市区风景优美的赭山上，安

葬着戴安澜的遗骨，常有祭扫的市民
献上鲜花，表达对英烈的敬仰和追思。

在“江城”很多地方都能找到海鸥
和安澜的“踪迹”。名为安澜的路上车
流如织，名为安澜的桥见证长江奔
流。海鸥贴在芜湖二中的浮雕墙上，
也悬挂在校史馆的屋顶。毛红告诉记
者，学校建设体现戴安澜事迹的校史
馆，把戴安澜的精神融入校训，学生成
立各类社团，将他的故事改编为话剧，
用青春的方式继承英烈遗志。

“我们要学习海鸥将军不畏困
难、勇于向前、心怀大我的精神。”芜
湖市第二中学初二学生曹沐霖说。

在她以及很多芜湖人看来，枫树下
飞出的那只“海鸥”，早已化作万千形态

“回家”：一座桥、一条路、一所学校、一
群水鸟……这便是英雄最恒久的生命。

（新华社合肥7月4日电）

戴安澜：永远振翅的“海鸥”

盛夏时节，小雨淅沥，红石砬子山
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路边几株紫斑
风铃草，低垂着白色花冠，在风中摇
曳。爬过一段石阶，一个土坑赫然映
入眼帘。“这是地窨子，当年抗联战士
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红石砬子抗日
根据地遗址考古队队员谭晓明说。

从吉林省磐石市区出发，一路向
西约20公里，就是红石砬子抗日根据
地遗址。这里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与
成长的摇篮，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
地区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2年秋，杨靖宇被派往南满，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32军南满游击
队，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
游击根据地。

“太爷爷的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
地。”杨靖宇的曾孙马铖明，大学毕业
后选择到吉林工作。“大四那年，我重
走抗联路的第一站就是磐石，一路上

听老爷爷讲抗联故事。”他感慨道，这
些年过去，磐石百姓对抗联的记忆不
但没有模糊，反而愈加清晰。

为走好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之路，近年来，磐石以“红色引领、
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理念，不断
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磐石市位于沈吉高速沿线，与长春
市和吉林市呈百公里三角之势。独特的
区位条件，为当地发展旅游带来便利。

实施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
本体保护系统工程，开发以抗日斗争
纪念馆、漫红岭等为载体的红色研学
线路……近年来，磐石以“红”为脉，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构建‘红色+’多业态发展新格
局。”磐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局长张红秋说，2024年，磐石接待游
客1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5亿元，
其中红色旅游人数占比七成以上。

红色文旅传扬着不屈的革命精
神，黑色土地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在磐石南部的宝山乡，北锅盔村
“因果而兴、因果而名”。站在山坡望
去，300 公顷的锦绣海棠林郁郁葱
葱。村党支部书记栾仁生说，村子因
近水、环山的地理条件，适合果树生
长，在多年品种更迭下，锦绣海棠成
为大规模种植首选，村子被誉为“关
东红果第一村”。

近年来，磐石加快科技兴农、绿色
兴农步伐，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合作推出新产品，同时力
促成果转化，做好“三产融合”文章。

在北锅盔村不远处的一座厂房
里，“90后”杨尚宾正在谋划着新上两
条生产线。2016年返乡创业的他，在
政府支持下，建冷链、买设备、搞研
发，公司推出的果酒、果脯、果茶等产
品，上市后大受好评。

“今年收果规模要翻倍了。”杨尚
宾兴奋地说，“家乡天地广阔，创业大
有可为。”

走在磐石街头，街巷整洁、烟火
升腾，新风新貌令人振奋。2024年，
磐石获得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
领区、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等多项荣
誉；连续13年入选全国投资潜力百强
县；推进金属冶炼等传统产业提质升
级，培育壮大碳纤维等新兴产业；完
善城市空间规划，建设绿水长廊34公
里，持续提升人居品质……

“让抗联精神成为激活城市发展
的内生动力。”磐石市委书记王萍萍
表示，未来将严把特色农产品品质
关，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努力
实现“红城黑土出好物、诚信优质在
磐石”的目标，谱写革命老区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新华社长春7月4日电）

烽起“磐石”传薪火
——东北抗联创建地的振兴新篇

晋绥抗日根据地，横亘晋西北、
晋西南和绥远大青山三大区域的一
片红色热土，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贡献。如今这里已旧貌换新颜，
散发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土窑洞”搬出“新日子”
从位于山西兴县蔡家崖村的晋

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到内蒙古大青山
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记者一路探寻
当年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足
迹，一张张老照片已经泛黄，但透过
玻璃仍能感受到当年战斗的激烈。
老照片中的一排排低矮窑洞引起记
者的注意。

昔日的晋绥边区，窑洞是当地人
的主要居所。如今，曾经居住在山沟
沟窑洞里的不少老百姓住进了楼房。

50岁的牛俊清来自山西省静乐
县三家庄村，他回忆道，之前家里四
五个人一起住在两间窑洞里面，孩子
们上学都要翻山越岭。

牛俊清所在的小康苑小区是
2019年整村移民搬迁而来。社区主
任张文光介绍，近年来，小区里不断
进行改造，不仅水、电、暖、气齐全，还
配套了幼儿园、小学和帮扶车间，各
种健身器材也很齐全，大大提升了居

民的幸福指数。
“有个头疼脑热在小区里的卫生

服务中心就能看，县城边上还有湿地
公园，大人们经常带着孩子去那边
耍。”牛俊清说。

居住条件变好了，曾经的荒山秃
岭也在渐渐变绿，公园成为革命老区
一道新风景线。静乐汾河川国家湿
地公园负责人王旭珍说，现在有 300
多种鸟类在这里栖息，鸟语花香，人
们更有幸福感。

从昔日低矮的土窑洞到排排高
楼平地起，从沟壑纵横的荒山到万木
并秀的绿洲，晋绥革命老区大不同。

“小山沟”变身“产业园”
地处黄土高原，晋绥抗日根据地很

多地方虽沟壑纵横，但随着交通越来越
方便，如今已成为产业发展的热土。

从兴县蔡家崖一路向西北，沟壑
纵横的山间，元泰高导材料（山西）有
限公司车间里两条生产线正满负荷
运转。铝液经过熔炼、铸造、热处理、
锯切等工艺，成为高强度铝合金铸
棒、板锭，最终将变身品牌汽车的车
身、轮毂，亦或是折叠屏手机的铰链。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产值10亿
元左右，比去年增加 40%，目前订单

充足，后续还将视市场情况上马第三
条生产线。”该公司副总经理蒋斌说。

兴县高家村，是作家马烽和西戎
写下《吕梁英雄传》的地方。如今，这
里正书写新的吕梁故事。祖辈以种
谷子为生的村民们种上了由中国农
科院研发的“中谷19号”等新品种，穗
更粗壮，出谷率更高，主要供应给种
植大户王旭邦创办的杂粮加工厂。

“我们已经开发了用开水冲泡的
杂粮粥、杂粮方便面等，更适合年轻
人的生活方式，杂粮面条还进入不少
高端火锅店，去年公司销售收入达
2000万元。”王旭邦说。

在山西静乐县藜麦产业园，各种
藜麦产品令人眼花缭乱，一排排大棚
整齐排列。稼祺藜麦副总经理岳掌
印说：“这些大棚是用来育种的，一些
品种在这里加速迭代，一旦实现突
破，将大大提高我们藜麦产业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力。”

“山区”变“景区”
在兴县，蔡家崖去年接待游客30

多万人次；在静乐，乡村采摘游、农业
观光游、红色革命游等多元旅游业态
融合发展……

李全林是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

得胜沟乡李齐沟村村民，他的家乡位
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点区
域内。随着暑假来临，李全林家的农
家乐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香
喷喷的莜面、炸糕、土豆炖羊肉摆满
桌，欢声笑语在小院内回荡。

“参观完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的
游客，可以到我们的农家乐歇歇脚、吃
个饭。”李全林说，农家乐能同时接待
200多人用餐，还有能住30多人的民
宿房间，现在一年的收入有六七万元。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留下了很
多动人的故事。年近60岁的李全林，
至今还记得父母讲过的抗战故事。“我
父亲和其他村民一同为八路军送粮食、
传递情报，还将伤员接到家中养伤。”

依托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展
馆等红色资源，武川县打造出红色旅
游线路，并对沿途的农家乐、采摘园
等进行提档升级，丰富旅游体验。
2024年武川县接待游客80.6万人次，
旅游收入1.3亿元，预计2025年游客
量将突破百万人次。

回望来路，红色血液始终在晋绥
这片土地上沸腾燃烧。立足当下，不
断传承的红色基因正孕育出更加鲜
艳的红色花朵。

（新华社太原7月4日电）

红色热土 金色“收成”
——晋绥革命故土展新颜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迎来新一
轮变革，大模型能力的突破式迭代和推
理成本快速下降使得大模型应用迅速
发展。此间举行的2025全球数字经济
大会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发展论坛上，业
内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深入探讨人工
智能如何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数字经济
产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王
仲远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第三次
发展浪潮中的一个新的拐点，原生多模
态、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等未来大模型
技术愈发“风生水起”。

“数字工厂”“灯塔工厂”等点亮传
统产业发展之光，企业、学校、医院等大
量应用场景中嵌入 AI 大模型……当
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
应用场景广泛且丰富。

业内反映，大模型应用在过去一年

内呈现成本大幅下降态势，这为人工智
能应用加快落地提供了重要基础条
件。百度副总裁阮瑜表示，整体来看，
大模型的成本下降，企业端的大模型应
用比例显著提升，AI大模型应用已开始
成为企业的核心生产工具。

今年 5 月，快手可灵推出全新 2.1
系列模型，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提升复杂
场景视频生成能力。以可灵AI为代表
的大模型技术，已深度嵌入影视、游戏、
广告营销、电商、文旅等产业。

快手科技副总裁、可灵AI技术负责
人张迪表示，未来视频生成技术将持续
演进，能为具身智能提供互动仿真的环
境，有助于推动产业互联网发展，进一步
助力制造业等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在加快人工智
能产业创新、赋能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发
展方面持续发力。

“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规模大、涉及面广、场景丰富，是人工智
能应用落地的主战场。”工业和信息化
部科技司副司长赵超凡说，“我们将持
续深化应用赋能推广，常态化开展人工
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行’活动，遴
选‘十大行业、百大场景、千家标杆’，树
立标杆解决方案，引导人工智能更好赋
能实体经济。”

北京工业软件产业创新中心自主研
发的“杨梅工业”智能体开发和应用平台
上线开源，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启动
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供需对接服
务 平 台 ，开 源 中 国 发 布“Gitee
Xtreme 极智AI”，中国移动发布AI三
维能力体系……论坛上，一批“揭榜挂帅”
大模型应用需求向全社会发布，北京市人
工智能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全景展现。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智能所副

所长顾维玺举例，当前人工智能在工业
领域的应用推广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人
工智能服务企业有效获客渠道少、工业
场景壁垒高，制造业企业关于人工智能
前沿技术的认知少、人工智能预期效益
不清晰等。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将促进供需信息和
资源的高效对接。

人工智能与工业场景的加速融合
已成为发展趋势，供需协同将为人工智
能产品性能升级和工业场景降本增效
提供“催化剂”。

奇绩创坛合伙人毛圣博表示，中国
工业门类齐全，这意味着我们有丰富的
应用场景和宝贵的数据。充分发挥产
业链、应用场景和市场规模的优势，相
信我们能够构建出全新的AI供应链和
产业生态。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从大模型到大应用
——业内热议人工智能如何加速落地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
见》近日对外公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来自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围绕意见
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水网建设是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

前，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一批国家水网重
大工程加快推进。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介绍，目前南水北调
东中线一期工程已经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2022
年以来，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引江济淮一期、引汉济渭等
12项重大引调水工程建成通水；近年来新开工的黄河古
贤水利枢纽等31项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和重点水源工
程，建成后可新增供水能力49亿立方米。

在推进省市县级水网建设方面，我国近年来新建安徽
怀洪新河、广西下六甲等72处大中型灌区，并对1900多
处大中型灌区实施现代化改造，将新增改善灌溉面积1.91
亿亩。2022年以来，我国完成了6.3万处农村供水工程，
提升3.4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如何推动水利工程建设提质增效？“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将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机制跟
着资金走，推动工程高站位谋划、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平运
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负责人关锡璠说。

关锡璠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下一步将会同
有关部门和地方，完善项目前期工作、及早下达中央投
资、加强建设质量管理、强化工程运行管护，继续加快推
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形成人水和谐共生的江河保护治理格局
意见提出形成江河哺育人民、人民守护江河、人水和

谐共生的江河保护治理格局。在场部门负责人表示，需
从节约用水、地下水保护治理、复苏河湖生态等多方面着
手，推动人水和谐。

意见对全方位提升节水水平作出系统部署。水利部
总规划师吴文庆介绍，目前我国以全球6%的淡水资源创
造了世界18%以上的经济总量。水利部将围绕农业节水
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等方面，建立健全科
学灌溉制度、节水产业发展、再生水利用管理等制度体
系，推进节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地下水保护治理是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一
环。与 2015 年相比，当前全国地下水超采量减少
31.9%，超采区面积减少6.8%。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张祥伟表示，将在已有治理工作基础上，提出
地下水压采、回补和河湖恢复面积等具体目标，从节水、产
业结构调整、水源置换、生态补水等方面采取措施，压减超
采量，填补亏缺量，力争实现地下水水位持续稳中有升。

近年来，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取得显著成效。“大家熟
悉的京杭大运河连续4年全线贯通，永定河连续5年全线

贯通，海河流域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介绍，越来越多的河
流水量多了、水质好了。

聚焦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的下一步举措，陈敏表示，要着重抓好母亲河复苏行
动、加强河湖生态流量管理、强化水域岸线管理与保护、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坚持不懈抓好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

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格局
意见提出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格局。陈敏介绍，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

格局，就是着力构建现代化洪涝灾害防御“三大体系”，系统提升洪涝灾害风险防
控能力。

构建现代化洪涝灾害防御“三大体系”，即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构建雨水
情监测预报体系、健全洪涝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具体举措包括综合运用蓄洪、滞
洪、泄洪、排洪等综合措施增强对洪水的主动调控能力，优化气象水文监测站网布
局，构建责任落实、决策支持、调度指挥“三位一体”的洪涝灾害防御工作机制等。

今年，我国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特征明显。截至4日上午 8时，我国累计已有
3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目前全国已进入主汛期。”陈敏表示，水利部将围绕“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
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
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抓好重点环节防御措施，全力保障江河安澜。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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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江，加油！”“‘村超’见！”……
7月 3日，对于贵州省黔东南州榕

江县的干部群众来说，是永志难忘的
一天。

当天，20余支救援队伍在完成抢
险救灾、清淤清障等任务后，开启了返
程之旅。成千上万榕江群众涌入沿途
街道，以泪相送。

有救援队伍与沿途群众约定：待
到“村超”重启日，就是榕江相聚时。

时针拨回到6月24日、28日，榕江
连续两次遭遇洪水侵袭，县城两次被
淹，损失严重。

在榕江干部群众及消防、应急、
武警等各界救援力量的团结协作之
下，至 7 月 3 日，县城抢险、通路、通
电、通讯、清淤、消杀等任务完成，市
民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榕江的烟火气
逐步回归。

这座因乡村足球赛事“村超”而红
火两年多的小城，步入了常态化灾后
重建阶段。

从遭遇洪灾到开启常态化重建，
榕江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大力支持。

巴黎奥运会跳水男子双人三米板
冠军龙道一，早在25日就带着大批物
资返回家乡，与社会各界救援力量一
道，参与榕江抢险救灾。

龙道一父母所住的场坝社区，是
遭受洪灾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从转
移群众到发放物资，再到清淤清障，连
续奋战7天的龙道一拼尽了全力，他始
终坚信，“只要大家互帮互助，就能快
速渡过难关，重启新生活”。

6月 30日，多次到过榕江并担任
该县车江一村名誉村长的前亚洲足球
先生范志毅通过视频说，看到救灾现
场到处漂着足球、小朋友抱着足球转
移、“村超”球员化身救灾战士的画面，
他十分难过，呼吁大家关注榕江，帮助
榕江重建家园。

“加油，榕江！”意大利球星安布罗
西尼、巴西球员里瓦尔迪尼奥也录制
视频声援榕江。里瓦尔迪尼奥说：“很

抱歉，洪水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我确
定，中国人民非常强大，能够克服这场
灾难。”安布罗西尼说：“我要为所有榕
江的朋友，献上真挚的拥抱，再次向大
家表示慰问，大家加油！”

“感谢来自全国的关心和帮助！”
先后参与“村超”球场救灾的“村超”明
星球员董永恒、王香兵、李发雄等人表
示，全国的关心和帮助是榕江和“村
超”加快重建的最大底气和最强信心。

7月3日，蓝天白云，阳光灿烂。这
是送别的一天，也是全新的一天。

在已清理干净、抢修通电的“村
超”球场上，映入眼帘的是正在忙于房
屋和设施建设的工程车和工人。榕江
县委书记徐勃7月2日表示，“村超”赛
事计划于 7月 26日启动，榕江将在有
限时间内加快完成球场建设。

“村超”的“行长解说员”杨兵表
示，榕江全县已经在憧憬赛事重启的
那一刻，那将是对榕江干部群众建设
美好家园信心的极大提振。生于榕江
县口寨村的“85后”杨兵，是中国建设
银行天柱支行行长，也是“村超”发起
人之一，以“村超”行长解说员的身份
被更多人所熟知。

憧憬那一天的又何止救援人员和
榕江干部群众，大批热爱榕江和“村
超”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在期待“村超”
回归。“我们期待‘村超’球场早日重
建，当重建好的那一刻，我们会第一时
间回到球场。”范志毅说。

通过“村超”与榕江结缘，并现场
参与灾后重建的四川成都志愿者吴啟
林表示：“我们期待‘村超’回归的背
后，是期待追求幸福生活的坚定信心
和强大干劲的回归。”

7月3日，英国球星迈克尔·欧文也
发来视频说，榕江这座以发展草根足球
而闻名的城市，锻造出了团结拼搏的精
神，“希望有机会亲自到榕江体验”。

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加油，榕
江！“村超”见！

（新华社贵阳7月4日电）

榕江，加油！“村超”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