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条路是走对了”

●我们坚持走自主发展实业的道路，靠自己
的力量发展工业、制造业，这条路是走对了

“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在党中央统领的大局下，各区域不要跟着
别人走、简单模仿，要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怎么
取长补短、怎么扬长避短

“多到实地去寻溯”中华文明

●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

●切实把作风硬要求变成硬措施、让铁规
矩长出铁牙齿，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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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初夏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河

南考察调研。

居中国之“中”，跃黄河、依秦岭、

临太行。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

省……时间将河南的书页延展得很

长，等待赓续的书页正徐徐铺展。

中国对于历史的理解，总书记曾

深刻指出：“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大历史观里的一域一隅，深深浅

浅地镌刻下大党大国的行进足迹。河

南之行，两天时间观感深刻。总书记语

重心长地说：

“中部地区，怎样崛起？黄河流域，

怎样高质量发展？把历史视角、战略思

维，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

七十多年的跋涉
“这条路是走对了”

5 月 19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该公司前身为“一五”期间建成的

洛阳轴承厂。1954年，田野里，洛轴立

起第一根测标。那是新中国向着工业

化梦想进发的最初岁月。“一五”时期

我国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有7个布

局在洛阳，除了洛轴，还有矿山机械

厂、耐火材料厂、拖拉机制造厂等，总

书记对此了如指掌。

这些企业伴着共和国的发展一路

向前，有过辉煌，跌过跟头，几经探索。

轴承，工业的“关节”。“挺起民族轴承

工业的脊梁”，洛轴的誓言里刻着拼搏

和壮志。

展台上，有以毫米计的精细件，

也有应用于风力发电机、盾构机的大

块头；生产线上，智能机械臂正精细

作业，各项参数实时显示。习近平总

书记细细察看，不时驻足询问，详细

了解洛轴的改革发展之路。目光所

及，心中所思，（下转第四版）

“把历史视角、战略思维，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河南考察纪实

本报讯 5月21日，甘孜州与乐山

市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乐山市举

行。州委书记沈阳，乐山市委书记赵波

出席仪式并讲话。州政府副州长金天

强和乐山市政府副市长张国清代表双

方签约。

沈阳代表州委、州政府向乐山市长

期以来对甘孜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

谢。他说，甘孜与乐山一衣带水，大渡河

和茶马古道共同串起了两地山水相连、

人文相亲、经济相融、民心相通的紧密

纽带。尤其是乐山市对口支援甘孜州理

塘县期间，极大推动了甘孜经济社会发

展和扶贫开发、脱贫攻坚进程，让两地

建立起了深厚情谊。近年来，两地携手

打造大渡河文旅走廊、高原特色农产品

加工园等项目，续写了合作新篇。此次

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是落实省委区域

协同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是两地发挥

比较优势推动共同发展的具体举措。希

望两地以此为契机，互学互鉴、同向发

力，在产业发展上建圈强链，在平台搭

建上共建共促，在人文交流上互联互

通，在文化旅游上共建共享，共同推动

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赵波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甘孜州党政代表团一行表示热烈欢

迎，向甘孜州长期以来对乐山的支持

帮助表示衷心感谢。赵波说，近年来，

甘孜各项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

展、标志性成果，很多工作亮点纷呈、

成绩斐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当前，

乐山正坚定扛牢省委、省政府赋予的

“三大使命任务”，坚持“工业强市、文

旅兴市”发展战略，鲜明“节奏更快、效

率更高、质量更优”工作导向，全力以

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甘

孜与乐山血脉相连、情谊深厚，有着合

作共赢的坚实基础。希望双方以此次

协议签署为新的起点，在绿色能源、文

化旅游、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交流合

作，合力绘就“山河同画卷、发展共繁

荣”的壮美蓝图，共同书写“优势互补、

协同共进”的崭新篇章，携手为四川现

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文化旅游、绿

色农业、清洁能源、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

交流合作，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打造

民族团结和区域协同发展样板，为推动

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州领导陈波涛、彭永军，乐山市领

导冯彬、许天毅、王玻，两市（州）相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

全媒体记者 张嗥 文/图

甘孜州与乐山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沈阳赵波出席并讲话

图为签约仪式现场。

5 月 18 日，2025 贡嘎山海螺沟

KOM 自行车爬坡赛暨骑闯天路甘孜

站在贡嘎山脚下的海螺沟举行。这场

精彩赛事，拉开了甘孜州“山地户外运

动季”的序幕，也为当地文旅产业转型

加了一把劲。

“我们的文旅市场正面临转型拐

点。”此前，梳理“五一”假期旅游产业

统计数据，甘孜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局长刘洪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些变

化：全州累计接待游客137.94万人次，

但其中景区接待人次占比并不大，“全

州对外开放的102家A级旅游景区共

接待游客41.84万人次，仅占30%。”

如何抢抓拐点机遇，多维发力推

进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跳出单一的“门

票经济”依赖，甘孜正从市场营销、优

化体验、产品供给等方面进行实践。

营销破圈 焕新文旅形象

早在“五一”前夕，成都的户外运

动爱好者雷朋就知道了海螺沟将在5

月举行自行车爬坡赛的消息。

（下转第四版）

当景区景点不再是唯一目的地，甘孜州该以什么吸引游客？

松茸披萨、藏舞快闪……打造文旅新增长点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侯冲

甘孜观察 张黎萍

“今天咱们讲卷子，不过不是我

讲，是AI（人工智能）老师讲。”5月16

日9时，甘孜州甘孜县罗布林第一中

学4楼一间AI精准智学室内，在高三

复习答疑课开始前，来自成都市龙泉

驿区的支教老师陈顺言卖起关子。

教室里摆放着11台学习机，AI

老师指的就是它们。5 月初，依托

“组团式”帮扶、浙川东西部协作，浙

江省台州市政协组织企业向学校捐

赠了这些学习机。16 日，学校正式

开启第一堂AI课。

“随时问、查字词、指尖翻译是用

得最多的功能。比如查字词，遇到文言

文、古诗词等不懂的，可以自己查询。”

陈顺言先介绍学习机功能，然后让大

家对照试卷，请AI老师辅助讲解。

教室里响起“哗啦哗啦”翻动卷

子的声音。

高三学生则玛巴姆折好试卷，

将一道阅读题对准学习机摄像头。

此题要求阅读作家孙犁所写的《家

庭》一文，简要分析“荷花淀”派语言

特点。则玛巴姆手指一点，学习机屏

幕上很快出现该题的详细解析。

旁边的扎西措姆跟着 AI 老师

学习如何写作议论文。屏幕上，线上

授课老师把议论文框架概括为“点、

正、反、联、结”。扎西措姆在笔记本

上工工整整记下知识要点：开头点

题，正反两方面论述，联系实际，结

尾扣题。

“在高原地区，技术教育水平与

其他地方相比差距较大。AI教学的

引入，为学习方式的公平化提供了

支撑。”从浙江台州到罗布林第一中

学挂职校长的徐立海介绍，学习机

分析答题数据后，能自动生成学生

薄弱知识点报告，实现“一人一案”

精准教学。“不过目前学习机数量比

较少，只能优先给准备高考的部分

学生使用。”

虽然AI课才上了第一堂，但是

AI 技术早就在这所雪山下的学校

运用开来。

高二（1）班语文教师鲁建慧鼓

励学生用 AI 收集资料。高二（4）班

班主任杨奇霖从去年开始运用 AI

给学生出英语题，再将学生完成的

作业拍照发给AI，请它分析错题并

给出巩固练习建议。“（AI 出题）也

不保证题目完全正确无误，因此每

次出题后我都会仔细核实一遍。”

如果学生凡事都问AI，会不会导

致懒惰或抄袭？对于这个问题，徐立海

表示，老师教学不会完全依赖于AI。

“退一步说，通过AI找答案，也是锻炼

学生熟悉新技术，科学利用工具。”

为了解学生使用AI情况，记者

随机走进高二（4）班教室。全班 47

名学生中，绝大部分同学对Deep-

Seek（深度求索）、豆包等 AI 软件

如数家珍，有的人还用过AI写歌。

“同学们希望未来AI帮我们做

什么？”记者扯着嗓子问。

教室里立即炸开了锅，同学们你一

言我一语抢着发言：“希望它可以帮家

里放牛”“能替我们做饭就好了”……

转载自《四川日报》

雪山下的AI课

天上，卫星实时监测每一座山

林，一旦出现灾情，系统便自动报

警；地面，坐在电脑前，浩瀚森林和

广袤草原尽收眼底，实时监控每一

株花草树木的安全……

走进白玉县一体化数字指挥中

心，“智能感”扑面而来。

“这就是我们察青松多野外视

频汇聚平台及‘一体化’项目的厉害

之处。”白玉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根秋绒布说道。

白玉县是全国、全省典型的生

态资源大县，也是全省35个森林草

原防灭火高火险县之一。近年来，随

着数字技术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

数字科技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治理

创新实践正在白玉徐徐展开。2023

年 11 月，白玉县全面启动“数字林

草”建设，投入资金1420万元，运用

5G、云服务、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

术，整合水利、气象、林草、应急等部

门的综合数据、运行监控、应急处置

等资源，构建“天-空-塔-地”四位

一体的预警监测体系，实现“县-

乡-村”三级网格全覆盖，实现全县

林草资源防火视频监控无盲区、无

死角、全覆盖。

“目前，全县共有 57 个可视化

云台视频监测点，利用可见光和热

成像，对县域内重点防护区域进行

24小时全天候烟火视频监控，全方

位监测录像。”根秋绒布向记者介

绍，过去看不到、到不了、不敢到的

地方都可尽收眼底，能有效确保火

情“早发现、早处置”。

打开电子大屏，林业资源、乡镇

实时视频、监测预警、统计表等都展

示在大屏幕上，当无人机实时画面

越过山岭、各个乡镇，山上的房屋、

每块地、每棵树甚至每名护林员的

画面都能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尽收

眼底。

据介绍，该系统设有监测预警、

指挥调度、抢险救援、护林巡护、预警

预测六大板块，打造了白玉县森林防

灭火“一张图”管理模式。系统还搭载

白玉县GIS数字地图监控站点，智能

标注详情，一键查看，集中管理当前

告警状态、阶段性告警数据、最新告

警、动态监测预警等信息。

“一旦前端监测网络捕捉到烟

火点，系统将自动弹出火情提醒，指

挥中心第一时间接收到告警推送。”

根秋绒布介绍，应急指挥部根据现

场火情抓拍图、实时视频预警录像

对火情进行决策。

“我平均每天会处理100余条告

警信息。一旦发现真实火警，立即上

报当日带班领导，再由带班领导上报

县级领导。”白玉县一体化数字指挥

中心值班人员龚建琼表示，该系统不

仅能自动识别火情，还能结合三维地

理信息、气象数据以及应急资源分布

情况，智能生成最优扑救路径，极大

地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下转第四版）

智慧护绿绘新景
白玉县筑牢数字生态屏障

◎2025甘孜融媒行动第二组

辉煌75载 续写新传奇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宁蕖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

者 徐鹏航 彭韵佳）记者 22 日从

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 5 月 8 日，

2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227个统筹区已开通医保钱包，实

现跨省共济。

医保钱包是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 App 的一项功能，也是实现近

亲属医保个人账户共济的一种方

式。使用医保钱包转账功能，个人

可将本人医保个人账户或医保钱

包中的资金转账至近亲属医保钱

包中，供其用于就医购药费用结

算、居民医保个人缴费等。

据悉，河北、内蒙古、辽宁、

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重

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

西、甘肃、新疆 21 个省份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 227 个统筹区已

开通医保钱包，其中河北、安徽、

山东、河南、湖北、广西、四川、西

藏、甘肃、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11 个省级医保部门在全域

范围内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河

北、安徽、广西、西藏、甘肃、黑龙

江 6 个省份已开通医保钱包使用

地变更功能。

去年 12 月，国家医保局在江

苏苏州正式启动全国医保个人账

户跨省共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

民医保和支付医疗费用。国家医

保局表示，接下来将全力推动其

他地区开通，持续优化相关业务

流程。

全国227个统筹区实现医保个账跨省共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