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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悲伤的告别时刻，也是骄傲的欢庆时刻”

一座美国城市与两只大熊猫的告别
6 日，位于美国西南滨海名城圣迭戈的圣

迭戈动物园大熊猫馆前排起了长龙，数以千计
的美国民众扶老携幼前来与他们喜爱的大熊猫
说再见。

当日，该动物园为大熊猫母子“白云”和“小
礼物”开启了为期 3周的“告别派对”，让当地民
众能最后再看看他们喜爱的大熊猫。之后这对
母子就将根据中美双方的租赁协议踏上返回中
国的归乡之旅。此前，“白云”的伴侣“高高”已于
去年返回中国。

从 1996 年“白云”抵达圣迭戈时起，大熊猫
在过去的 23 年中已经成为圣迭戈动物园的象
征。在动物园与中方的合作下，受到精心呵护的
“白云”一共产下了 6只幼崽，成为在海外动物
园最高产的大熊猫妈妈。

“这是个令人悲伤的告别时刻，但同时也
是个令人骄傲的欢庆时刻。”圣迭戈动物园运
营总监埃丽卡·科勒这样形容工作人员的心
情。她说，悲伤是因为对多年相伴的大熊猫的
不舍；骄傲来自美中两国大熊猫科研与保育人
员共同的努力，促进了大熊猫繁殖与保护工作

的进展。
来与大熊猫告别的人群中，既有坐着轮椅

的白发老者，也有欢呼雀跃的天真儿童。
圣迭戈居民玛格丽特·施米茨带着 3个孩

子一起来和大熊猫告别。她告诉新华社记者，过
去 20 多年间，她和家人经常来看大熊猫。孩子
们和大熊猫一起成长，大熊猫是他们成长记忆
的一部分。如今“白云”和“小礼物”马上要走了，
一家人都非常不舍，对大熊猫充满牵挂。她希望
有机会能去中国看看大熊猫的故乡。

圣迭戈是美国西部唯一能看到大熊猫的城
市。美国目前还有 3座城市的动物园能看到大
熊猫，分别位于首都华盛顿、亚特兰大和孟菲
斯。

圣迭戈动物园的动物养育负责人盖琳·托
莫斯告诉记者，他们很珍惜与大熊猫一起度过
的 20 多年时光，搜集了很多数据，学到了很多
关于大熊猫养育和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知识。

她说，“白云”的性格很好，与饲养员相处很
愉快。园方正在为“白云”母子的返乡长途旅行
做积极准备，让他们适应运输设施，希望尽可能
创造最好条件，让他们在长途旅行中感觉舒适。

除了到现场告别，还有大批民众在社交媒

体上留言评论并分享自己的大熊猫记忆与祝
福。当地媒体和许多民众都希望圣迭戈动物园
能够与中国达成新的协议，让大熊猫重新回到
圣迭戈。一家媒体这样写道：“圣迭戈的大门永
远为大熊猫打开。”

游客特丽·理查森和丈夫专门从洛杉矶驾
车数小时来到圣迭戈动物园与“白云”和“小礼
物”告别。她告诉记者，非常喜欢呆萌的大熊猫，
每次看到这些可爱的动物，都会受到感染，心
情变得快乐而释然。她说，大熊猫是中国的友
谊使者，是连接美中文化的桥梁，期待大熊猫
能早日重返圣迭戈。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也专程来参加
圣迭戈动物园的大熊猫告别仪式。他欢迎美国
朋友经常到中国去看看“白云”和“小礼物”，它
们回家以后也一定会像在圣迭戈动物园一样，
享受快乐和健康的生活。张平表示，在中美两
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大熊猫研究与保育工作
将会取得更多成果。

(记者高山、谭晶晶)
新华社美国圣迭戈 4 月 6 日电

新华社成都 4 月 7 日电(记者吴光于、江毅)
记者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获悉，木里森
林火灾火场的东北面处发生复燃，目前 350余名
扑火人员已到达火场，440 名周边乡镇扑火人员
及凉山森林消防也已紧急出动人员赶赴现场支
援。目前估测过火面积约 5到 10公顷，火场风力
3级左右。

据悉，火场东北面火烧迹地内悬崖处前日
人工增雨降温，烟点被覆盖隐蔽，4 月 6 日 17
时许，受大风影响出现复燃，燃烧腐烂木桩滚落
至崖下，引燃迹地内未燃尽树木，形成树冠火。
受大风影响，有飞火被吹到火场外东面林地，引
起该片林地燃烧。

4月 6 日，当地已组织正在火场巡查的扑
火队员 80 余人，调集雅砻江镇扑火队员 222
人、卡拉乡扑火队员 50 余人，连夜赶赴火场附
近。7 日 5时，按照预订方案，扑火队员对火场
进行合围，砍隔离带、扑打明火，应急管理部南
方航空护林总站西昌站派出 3架直升机，飞赴
火场进行侦查及吊桶灭火作业。同时，已紧急从
周边乡镇调集 440 名扑火队员赶赴火场支援。

木里森林火灾

现场发生复燃

新华社拉萨 4 月 7 日电(记者王学涛、田
金文)听见门外熟悉的汽车声，坐在院里喝
茶、晒太阳的贡珠老人赶忙迎了上去，从外孙
媳妇怀里接过才两个月的外曾孙，怜爱地亲了
又亲。

今年 70 多岁的贡珠是拉萨市城关区纳金
乡纳金村的村民。他出身于一个农奴家庭，父亲
早亡，母亲带着他们兄妹 4 人艰难生活，十几岁
时从家中逃跑。民主改革后，他参了军，1984 年
成为拉萨市的一名绿化工。

“小时候吃不饱就吃地里的野菜，经常中
毒，脸都是肿的。”他回忆说。

如今，贡珠的生活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老人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 5 年前搬
进了新居，楼上楼下都有水冲厕所和淋浴
房。退休后，贡珠每月领 3000 多元的退休

金，和老伴儿散步、喝茶、晒太阳，日子过
得舒心惬意。

吃过中午饭，29 岁的外孙媳妇达瓦卓嘎哄
儿子睡觉后，在屋里跳起了舞。刚生产完不久，
她想通过锻炼尽快恢复身材。

“一儿一女，非常满足。”在村委会上班
的达瓦卓嘎说，她生两个孩子的费用几乎全报
销。

民主改革前，由于经济落后、新生儿成活率
低、医疗条件差等因素，西藏人口增长长期处于
停滞状态。经过 60 年的发展，西藏人口由 1959
年 122 . 8 万人，增长到 2018 年 343 . 82 万人。
西藏人均预期寿命从 1959 年前的 35 . 5 岁，提
高到目前的 68 . 2 岁。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西藏四世同堂
的家庭逐渐增多。记者在走访中，既感受到藏族

百姓生活里的脉脉亲情，也体会到他们对党和
国家的感激之情。

在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乡加荣社区加央旺久
家，小院里一片欢声笑语。旦增曲珍和她的两个
姐姐正围坐在一起，一边择菜，一边说笑。八旬
的加央旺久和老伴儿坐在一旁微笑地看着女儿
们。

对于过去的苦难，加央旺久不愿过多地回
忆。他的爷爷、父亲都曾是领主家的奴隶，他从
小给领主放羊、伺候主人，后逃到寺庙出家。直
到民主改革后，他才还俗成家。

“旧社会，有钱人的孩子才能上学。现在，我
们家有好几个大学生嘞。”老人自豪地说，他的
5个孩子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在孙子辈中，
已经有 4个大学生。

如今，二女儿拉巴曲珍、三女儿旦增曲珍的

孩子们都已大学毕业，他们不仅改善了家里的
生活条件，还努力让长辈们安享晚年。

在聊天过程中，53 岁的拉巴曲珍不时为大
家展示她的好嗓音，还讲述她在上海、重庆、云
南、四川等地旅游的经历。性格开朗的她看上去
不像是一个做过 5 次手术的病人。“女儿们常带
我去旅游散心，这让我心态很好。”

旦增曲珍的女儿拉珍已经为家族诞下第四
代长女。她从西藏藏医药大学毕业后，在高海拔
地区那曲市安多县滩堆乡卫生院工作了 5 年。
拉珍在传承藏医文化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到当
地脱贫攻坚战中，如今，当地脱了贫，乡卫生院
也盖起了新房。

“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28 岁的拉珍说，
现在政策越来越好，她由于多年扎根基层，还将
享受到西藏自治区的学费补偿政策。

西藏“四世同堂”家庭的“幸福密码”

新华社乌鲁木齐 4 月 7
日电(记者李志浩)6 日下午
3 时，由上海浦东飞往新疆
喀什的首趟直飞航班抵达喀
什机场。随后，搭乘这趟航班
的 108 名上海医务人员将开
启为期 8 天的义诊之旅。

此次直飞航线，是由上
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
指挥部(以下简称“上海援
疆”)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开通，主要满足
“送客入喀”旅游需求，从今
年 4 月 6 日将持续至 10 月
底，每周一班，周六执飞。

去年，上海援疆“送客入
喀”成效显著。先后组织千名
摄影家、百名企业家赴喀旅
游，佛教人士重走玄奘路，百
名学生夏令营等活动，邀请
上海市民游喀什、进乡村、访
农户，共开行旅游援喀包机
20架次、送客 2300 余人；开
行旅游援喀专列 8 趟、送客
约 3500 人。数据显示，在喀
什地区旅行社接待的疆外游
客中，上海游客超过四成。
在新的旅游季到来之际，

上海援疆计划引导更多上海
企业参与新疆旅游、喀什旅游

的建设发展，提升“送客入喀”工程力度，持续推进
旅游包机、旅游专列常态化、市场化运行，助力新
疆旅游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扶贫优势。

作为直飞首航班机上的“特殊乘客”，108
名上海医疗专家也直抵喀什，开始为期 8 天的
以“健康帮扶、送医下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
主题的义诊活动。

青海：“田间土炕”成年轻干部新课堂

新华社西宁 4 月 7 日电(记者王大千、张
龙)“白天在地里起沟、播种、盖土、覆膜，晚上回
来抢着做饭、扫地，午休时间还帮忙修理农具。”
说起这几天住进家中的年轻人，青海省海东市
互助县威远镇卓扎滩村的颜顺东老汉竖起大拇
指，“咱农民就欢迎这样的干部。”

颜老汉夸赞的年轻人来自青海省委组织部
“新苗”干部培训班。进入 4月以来，从历年名校
选调生和常规选调生中遴选出的 40 名学员，第
一站来到青海东部农业区的村庄，与农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接受党性锻炼。

脚上的球鞋满是土，虽戴着草帽，但脸色已
经晒得黑红，在村头的当归地里，记者见到了来
自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常牧镇人民政府年轻
干部申鑫。他用手丈量苗穴深度，再填土、浇水，
动作已经十分熟练。

“我小时候在农村成长，但多年外出上学、
工作，对农活已经生疏。‘田间地头’培训不仅切
身感受农民辛苦，还学到了新技术，回去后我想

带领本乡也发展中药种植，提高收入。”申鑫
说。

和申鑫不同，来自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
县的年轻女干部刘文洁从小就是地道的城里
人。“没睡过土炕，怕有炕烟味，来时还自带了
床单，住进农户家才发现房间干净整洁，之前
的担心根本没必要。”刘文洁说。

刘文洁工作几年来一直从事基层调解工
作。“以前接待群众，习惯按照程序生搬硬套，自
己的态度也不够温和，有了摩擦还总觉自己委
屈。”她说，最近的农家“炕头”体验确实“接了地
气”，“比如低保表格填写、医保报销流程，我们
看着简单，但农民填写确实有困难，今后必须
得更多换位思考。”

据了解，作为强化年轻干部培养的“重头
戏”，青海已经连续 3 年举办“新苗”干部培训
班。为期 40 天的集中培训，还包括党性教育、
创新思维、前沿知识、网络学习、公文写作等七
个模块。期间，组织部门将对学员表现进行全
方位记录，实行量化考核和等级评价制度，学
制期满评选优秀学员。

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伍鸿亮说，“新苗”
干部培训班“选育管用”的全过程重在破解年轻
干部“学用脱钩”难题，成效明显。青海将继续巩
固，创新管理，将其作为年轻干部常态化教育
培训的规定动作。

▲ 4 月 6 日，在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熊
猫馆，大熊猫“白云”在吃竹子。

新华社记者李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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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造林 26 . 9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由 2012 年的
38 . 6% 提高到 2018 年的 43 . 5%，城市生态空间大
幅度增加。

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再到大
力推动绿色集约发展，北京发展效率进一步提高。数
据显示，2018 年，北京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为
0 . 254 吨标准煤，同比下降 3 . 8%；水耗为 12 . 9立方
米，同比下降 7 . 1%；能源利用效率居全国首位。

“北京正通过把不符合首都定位的制造业就地
淘汰，推动传统产业撤并转型升级，鼓励企业通过节
能减排、清洁生产等方式，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
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说。

创新发展：

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力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 E9 区创新工场，一个由 360
多个奶制品生产构件组成的“火车头”造型十分引人
注目，寓意“创新发展驶向美好未来”。

E9 区创新工场的前身是双桥乳品厂，2015 年
腾退改造后变身创意经济集聚区，聚焦人工智能和
数字创意产业。

放眼整个北京，创新发展正成为驱动这座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力。

北京中关村，人工智能企业旷视科技的产品展
区，被赋予人脸识别等功能的手机、摄像头、机器人
设备令人目不暇接。

“让‘机器看懂世界’，我们的人脸识别技术、图像
识别技术、智能视频云产品等已广泛应用于金融、手
机、安防、物流、零售等领域。”旷视科技副总裁谢亿
楠说。

地区生产总值 6400 多亿元，信息服务业、科研
服务业占全区经济总量超过 40%，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总数突破 1 万家……

创新能级更高，创新根基更稳，创新活力更强，
作为中关村的发源地，北京市海淀区走出了一条以
创新为引领、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近年来，北京深入实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10个
高精尖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制定 5G、人工智能、医
药健康等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方案，努力形成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的双动能。

数据显示，2018 年，北京十大高精尖产业实现
营业收入 32548 亿元，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达 33 . 2%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 . 9%。

在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产业优势的同
时，近年来北京正努力建设以“三城一区”为主平台
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 在中关村科学城，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
加快建设，碳基集成电路研究院、腾盛博药等重大项
目落地持续推进；

——— 在怀柔科学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全面展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
拟装置建设顺利推进；

——— 在未来科学城，陈清泉院士科创中心、小米
智慧产业基地等入驻，央企与高校院所组建 5个协
同创新平台；

———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批技术创新服
务平台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搭建，创新型产
业集群增势良好……

高质量发展的前行道路上，北京还面临不少挑
战。

“与发达国家和先进城市相比，北京依然存在不
少差距。创新投入较高，但创新产出效率低，基础创
新和原始创新差距大；全球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在
450个城市中北京排在 119 位。”赵莉提醒。
减量发展、提质增效，永远在路上。
近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将出台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推出含有 6个方面 35项具体指标的高质
量发展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高质量、城市治理高水平、生态治理高
标准、百姓生活高品质……人们坚信，不久的将来，
一个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首都北京，必将呈现在
世人面前。 新华社北京 4 月 7 日电

两个“全国第一”的背后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6 日电(记者周舟)来自
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
南京工业大学的科研人
员日前在新一期美国

《科学进展》杂志上发表
论文说，他们开发出一
种“基因剪刀”工具的新
型载体，可实现基因编
辑可控，在癌症等重大
疾病治疗方面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被誉为“基因剪刀”
的 CRISPR 基因编辑
技术能精确定位并切断
DNA(脱氧核糖核酸)
上的基因位点，可以关
闭某个基因或引入新的
基因片段，从而达到治
病目的。但脱靶效应一
直是阻碍其应用的关键
障碍之一。

论文通讯作者、南
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
科学学院教授宋玉君对
新华社记者说，目前的
CRISPR-Cas9 技术本
身具有脱靶效应，给精
准治疗带来挑战，且这
种技术主要以病毒为载
体，还可能导致细胞癌
化。

据介绍，研究人员新开发的方法采用了一种名叫
“上转换纳米粒子”的非病毒载体。这些被“锁”在“基
因剪刀”CRISPR-Cas9体系上的纳米粒子可被细胞大
量内吞。由于这些纳米粒子具有光催化性，在无创的近
红外光照射下，纳米粒子可发射出紫外光，打开纳米粒
子和 Cas9蛋白之间的“锁”，使 Cas9蛋白进入细胞核，
从而实现精准的基因剪切。研究显示，这种方法的有效
性已在体外细胞和小鼠活体肿瘤实验中得到验证。宋
玉君说，红外光具有强大的组织穿透性，这为在人体深
层组织中安全、精准地应用基因编辑技术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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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 日，“新苗”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们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威远镇纳家村田地里劳动。 新华社记者张龙摄

青海省委组织部“新苗”

干部培训班第一站来到青海

东部农业区的村庄 ，与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党性

锻炼

说起这几天住进家中的

年轻人，颜老汉竖起大拇指，
“咱农民就欢迎这样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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