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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上接 1 版）这里高黎贡山与担当力卡山并肩耸

立，独龙江奔腾向南，形成“两山夹一江”的高山峡谷。全
国仅约 7000 人的独龙族，有 4200 多人聚居在独龙江大
峡谷中。由于长期与世隔绝，独龙族鲜为外界所知。

今天的独龙族博物馆里，陈列着拍摄于 1923 年、后
来向世界公布的第一张独龙族照片。照片中的独龙族
男子，披发，赤脚，身上裹着两块麻布，腰上挂着一把砍
刀，形象与清朝史书所称的“宛然太古之民”相去不远。

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独龙族简史》记载，新中国成
立前夕，独龙族人民还过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生活。生产工
具十分简陋，木器、石器和铁器并用。“刀耕火种”的原始
农业是主要经济来源，采集和渔猎仍占有很大的比重。

斗转星移，换了人间。
打制石器、弓弩射猎、刻木传信、结绳记事、文面

习俗、祭祀巫术……这些沿袭千百年的原始社会遗
留，逐渐退出了独龙族人民的生活。

2001 年，独龙江乡摒弃“刀耕火种”。昔日的“轮歇
地”，如今复为森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目前独
龙江乡 1136户独龙族群众全部住上了宽敞漂亮的安
居房。低矮破旧、透风漏雨的竹篾房、木楞房和木板房，
如今已难觅踪影，仅有少量村组保留一些供种地时用。

和竹篾房、刀耕火种一样消失的，还有寒冷、饥饿
与贫穷。2018 年，独龙族挣脱了千百年来如影随形的
贫困，实现“整族脱贫”。

汽车、电商与 5G ，促古老民族跨入

现代文明

从马帮跟班到开车拉货，和晓永的角色变换折射
时代变迁。

马帮的出现，在独龙江是 1964 年以后的事情。更
早，独龙族“交通基本靠走”，遇崖搭“天梯”，过江滑“溜
索”。那一年，政府开辟了翻越高黎贡山的人马驿道。这
条特殊的生命线，连通了一个民族和外面的世界。

每年大雪封山前，国营马帮、私营马帮要把粮食、
盐巴、药品和生产资料等抢运进独龙江乡。39 岁的龙
元村村民和晓永，曾在这条路上跑过一年多的马帮，
从村里到县城来回要 12 天。

1999 年，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修通了简易公
路。马帮的历史使命，由此终结。和晓永卖掉马，攒了
几年钱，买来一辆拖拉机跑运输。拉货的生意红火了
几年，他把拖拉机换成了卡车，又买了面包车来跑客
运。现在，多数独龙族家庭都有了汽车。

随着交通迭代升级，从原始社会走来的古老民
族，加快融入现代文明。

以前，独龙族没有商品观念。与外界的“以物易
物”，很多时候并不公平，“一袋贝母换一匹布，一张兽
皮换一块茶”的现象长期存在。如今，独龙族有了绿色
生态的现代产业，比如种植草果、重楼、羊肚菌，养殖
独龙牛、独龙鸡。仅草果一项，全乡人均种植 16 亩，
2018 年人均草果收入 1800余元。

以前，独龙族社会分工不明显。种地一起种，打猎
一起打。如今，独龙族各行各业人才辈出，有了本民族的
教师、医生、干部、军官、农艺师、民族学者……迪政当村
的陈永群，给徒步探险的“驴友”当起了进藏向导，在圈
中颇有名气，还接待过不少外国游客。

电商在独龙江也渐成潮流。来自丽江的子世应瞅
准其中的商机，2017 年在独龙江开起了快递代办点，
代理 6家快递公司业务。“快递越来越多，现在每个月
能收 2400 多件。”他说，“还有人在网上卖山货，把董棕
粉、野蜂蜜、羊肚菌这些卖到外面。”

孔当村的青年李燕龙喜欢“网购”，也喜欢香港流
行音乐。他的智能手机上安装了多款音乐软件。最近，
他又花了几十块钱，网购了一个小巧的蓝牙音箱，随
身携带，随时听歌。

5G 通信，开始飞进独龙江。不久前，独龙江乡开通
5G试验基站，成为云南第一个开通 5G 的乡镇。中国移
动怒江分公司总经理杨四红表示：“我们希望运用先进
的信息技术，消除‘数字鸿沟’，更好地助推独龙族发展。”

远苦难迎新生，民族命运“千年一变”

“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族遭受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
剥削，被当成‘野人’，没有自己的族名，甚至濒临灭亡的
境地。”独龙江乡乡长孔玉才说。

新中国诞生后，太阳照进独龙江，世道真的变了。
“独龙族”这个响亮族名的来历，即是证明。孔玉才的爷
爷、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第一任县长孔志清是当年
的亲历者。据《独龙族简史》记载和他生前回忆———

1952 年初，他在京参加中央民委扩大会议，周恩
来总理看望与会代表，和蔼可亲地一一询问他们叫什
么名字、从哪里来、是什么民族。轮到他时，他激动地握
住总理的手说：“我们的民族过去被人叫为‘俅子’，我们
自己称为独龙人。”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这个民族此
后正式定名为“独龙族”，结束了长期被歧视的历史，成
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

全国党员干部的一面旗帜、独龙族“老县长”高德
荣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独龙族经历了三次变革，每次
变革都是独龙族发展的里程碑，也是党的民族政策光
辉照耀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第一次变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独龙族从原始社会
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告别了民族压迫，翻身当
家做主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独龙族
有了政治权利，实现从“野人”到“人”的跨越。

第二次变革，是 1999 年 10 月 1 日独龙江乡公路开
通，人背马驮变成汽车运输，独龙族从封闭走向开放，发
展步伐开始加快。改革开放的暖风吹到独龙江大峡谷，
国家发展进步了，对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第三次变革，是 2010 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
党和政府全力帮助独龙族摆脱贫困、迈向小康。独龙族
村村通了硬化路，家家住上安居房，人人都有社会保障，
摆脱了世代贫困，实现“一步跨千年”。

总书记情牵独龙族，中南海连着独龙江。今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群众回信，祝贺独
龙族实现整族脱贫，勉励乡亲们“同心协力建设好家
乡、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喜讯传来，峡谷欢腾！独龙族人民放声歌唱：“丁香花儿

开，满山牛羊壮；独龙腊卡的日子，比蜜甜来比花香……高
黎贡山高，独龙江水长；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来比水长。”

“我们一定永远感恩党的关怀，铭记总书记的嘱
托，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独龙江
乡党委书记余金成表示。

奋斗，正是独龙江激扬的旋律。最近，马库村党总支
书记江仕明带领村民种葛根，一口气种了 100多亩；陈永
群忙着盖客栈，准备迎接新一波游人；75 岁的“文面女”
李文仕也闲不住，晴天上山采药，雨天在家织独龙毯……

“小康生活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中康、大康！”高德
荣即兴的话语中，带着对民族未来的憧憬。退休 5 年
的他，依然每天在高山峡谷间奔波，为独龙族发展鞠
躬尽瘁。他家门口贴着一副极简的对联：“我奋斗，我幸
福”。 新华社昆明 5 月 1 日电

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
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4 月 30 日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海外学习和工作的
青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备感振奋，
纷纷表示要担当时代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让青春焕发出绚丽光彩。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博士生王月晗说，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激励着新时代中国青年树立
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我们一定牢记嘱托，
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进程中贡献力量。

美国长岛大学研究生孙俪原说，祖国就是
我们海外学子身后最强大的支撑与依靠。爱国
主义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我们民族精神
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
纽带。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我们要用青春和汗

水不断创造新奇迹。
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友会会长马思慧说，新

时代中国青年个人理想都应在热爱祖国这一前
提下得到实现。青年人应担当时代责任，在不断
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德国耶拿大学博士生李鼎熙说，我们要厚
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责任，投身于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
征程，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研究生王舒
迪说，时代呼唤担当。五四精神激励着我们坚定
理想信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书写最美的青春篇章。

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学生陈胤合说，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给我的最大感悟就是爱国
主义的重要意义。爱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因
此不论我们身处何处，始终应该把祖国放在心上。

意大利全意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秘书长黄
文礼说，我们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
担当时代责任，在科技加速发展的新时代，刻苦
钻研，勇攀高峰，争做中国科技创新贡献者。

马来西亚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主席张润轩
说，我们的发展离不开祖国的支持，我们也应该
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每一名新时代中国青
年都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勇做
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

英国剑桥大学霍普金森实验室博士后研究
员张岑表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
来，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海外学子要做中
国故事的生动讲述者和中外交流的推动者。

中国第五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战
士刘文俊说，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
青年，我们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面临
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机遇，作为一名青年维

和士兵，我要更加积极工作、努力奋斗，以青
春之理想、青春之活力、青春之奋斗为中国
梦、强军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田磊说，只
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和民族的大我，才
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我很自豪能够在祖国
需要的地方做一名志愿者，在为中赞、中非友
谊贡献微薄之力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赞比亚下凯

富峡水电站技术员张晓臣说，走出国门到遥
远的非洲大陆工作，真切体会到“祖国”二字在
心中的分量。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作为“一带
一路”建设者，我们要把个人发展融入祖国富
强、民族复兴大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参与记者：马晓成、长
远、姜俏梅、张毅荣、郭求达、彭桦、李洁、林
昊、郁玮、吴晓凌、张代蕾、杨臻、彭立军)

担当时代责任 让青春焕发绚丽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令在海外学习工作青年深受鼓舞

▲ 5 月 1 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魏立中向小朋友赠送木版水印作品。

当日，北京前门十竹斋文化体验馆经过重装在前门大街 94 号重新启幕，同时推出千余种十竹斋主
题文创产品，市民可以在体验馆体验并研习木版水印技艺。据了解，木版水印专业学名为“古代彩色版画
印刷术”，集绘画、雕刻、印刷于一体，被誉为“画刻印三绝”。2014 年，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入选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新华社记者虞东升摄

体验研习木版水印技艺

新华社柏林 4 月 30 日电(记者李萌)全
球城市化进程在加速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
同时，也带来了种种挑战，尤其是如何管理
大城市。在已经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德国，城
市化发展走出了一条
不同于英国、法国等
其他欧洲国家的独特
道路，即多中心均衡
发展的城市化布局。

德国是欧盟人
口最多的国家，也是
人口密度最大的国
家之一。据世界银行
统计，2018 年德国城
市化率约为 77 . 3%。
可以说，德国已经实
现了高度城市化，但
人口稠密的德国却
并未出现巴黎、伦敦这样的超级大都市。

在德国，人口超过 50 万的城市就被看
作“大都市”。目前德国人口超过 100 万的
城市仅有柏林、汉堡、慕尼黑和科隆，其中
首都柏林作为德国最大城市人口仅约 350
万，其余三个城市人口也均未超过 200 万。

欧盟委员会负责扩大与睦邻政策的委
员约翰内斯·哈恩认为，与其他欧洲地区相
比，德国主要呈现出多中心的城市化布局，
密集型结构的城市比较少。

专家认为，德国多中心的城市发展形
态，与德国联邦各州较大的自主权和相对
独立的产业布局密切相关。各地结合自身
资源禀赋发展优势产业，使得全国产业资
源布局相对均衡，这直接影响了德国城市
化的发展轨迹。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德国统一后的首
都柏林是行政和文化枢纽，但并非经济中
心。汉堡作为德国第一大港口和人口第二多

的城市，主要围绕现代航运布局产业发展。
同时，现代制造业兴起也造就了一大批

各具特色的城市，包括大众集团总部所在地
沃尔夫斯堡，宝马集团总部所在地慕尼黑，

奔驰汽车总部所在地斯
图加特等。

除了独特的历史和
经济原因外，在推进多
中心城市化的进程中，
德国也十分注重发挥政
策的引导作用。目前，德
国联邦政府每年都要与
地方政府进行协商，通
过对重点领域和产业进
行财政援助，来帮助地
方政府应对城市人口和
产业结构变化。

虽然德国历史上形
成了相对均衡的城市格局，但在产业和人口
资源持续向大城市集聚的客观规律作用下，
德国也同样面临着城市发展失衡的风险，特
别在传统制造业衰落的地区。

德国联邦建筑、城市与规划研究院专家
安东尼娅·米尔贝特认为，2010 年以来，德国
主要大城市和周边地区普遍出现人口快速
增长态势，尤其是大量年轻人涌入；而远离
大城市的地区却正在遭遇持续的人口流失。

在环绕柏林市的勃兰登堡州，这种人口流
动现象非常显著。据预测，到 2035年勃兰登堡
州农村地区可能会损失近三分之一人口。人口
持续流失，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流向
大城市，对地区发展将造成极大影响。

区域发展失衡的风险也已经引起德国
联邦政府的重视。德国执政的联盟党表示，
将致力于推动城市和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的
平等发展，帮助小型社区获得更多自主发展
机会，并推动城市间合作。

新华社东京 5 月 1 日电(记者刘春燕)受
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影响，日本总人口不断减
少。尽管如此，首都东京人口却持续增加。人
口向东京汇聚，既带来活力和财富，也带来种
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如
何布局城市，如何疏导
功能，成为东京这座人
口密度超高城市自我优
化的发展经。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中
的 40个人口数量下降，
而东京人口增长率最
高，显示日本人口仍持
续向大城市东京汇聚。
目前，东京都人口约
1380 万人，占日本总人
口的比重近 11%；而以东京都为中心的首都圈
人口近 4000万，达日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人口向大城市汇聚是经济规律使然，因
为大城市有更多机会、更优福利和更好公共
基础设施。从全球范围来看，即便是日本、德
国、美国这些早已完成城市化的国家，也普遍
呈现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汇聚的特点。

在日本，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导致东京人
口不断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比方说，当伊藤
先生决定从仙台转到东京生活，他只需到有
关机构办理迁出与迁入的登记手续，就可完
成“住民票”地址变更。此后，伊藤将在东京纳
税、投票，并享受东京的公共服务。日本人虽
然也有户籍，但只有在涉及出生、结婚、离婚、
赠予、继承等情况时才需要出示，以作证明。
这种政策设计导致人口持续流向大城市。

事实上，二战后东京人口就一直在增长，
尤其是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
展期。人口快速涌入，令东京成为全球居住密
度最大的城市之一，并一度出现严重交通拥
堵、环境恶化、公共设施不足等问题。

面对各种严重的大城市病，1956 年，日
本出台了《首都圈整备法》，扩展了东京范
围，提出首都圈概念，并在涩谷、新宿和池
袋建成“副都心”。到了 1982 年，日本又打造

包括上野、浅草等在
内的 3 个“副都心”。
到 1995 年，东京的
“副都心”达到 7个。

在这些“副都心”
里，大型综合设施、公
园、医院、大型商场、
大型公司总部、酒店、
公寓楼等一应俱全。
“副都心”通过四通八
达的交通网与东京其
他地区相连。

同时，东京还注
重向周边地区转移首

都部分功能，带动周边的埼玉县、神奈川县
和千叶县建设“新都心”。这些“新都心”距
离东京仅约 30 公里，由轨道交通紧密连
接，由此形成人口近 4000 万的“一都三县”
首都圈。

此外，政府还将大学、研究机构和一些
城市功能向外转移。例如，从 20世纪 50 年
代末到 80 年代，日本在首都圈郊外大力兴
建以住宅为核心、具有多重功能的复合型
新城，并通过建设筑波科学城，向地方转移
了大批研究机构。

这些措施令东京不再为人口涌入而困
扰。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虽然如今
东京人口增加了数百万，但却很少出现交
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

相反，日本如今的问题反而是地方人
口过度流失。为此，日本政府近年来通过
“故乡税”等手段帮助地方发展，增强地方
吸引力，吸引人们移居回流。但这么做的初
衷并不是因为大城市无法容纳更多人口，
而是小城市因人口流失而发展受困。

城市发展未必求“大”
德国城市化发展启示

超级都市如何自我优化
东京城市发展启示

新华社上海 5 月 1 日电(记者吴振东)“为
什么要劳动”“为什么劳动是幸福的”“应该树立
什么样的劳动观念”…… 4 月 30 日，由上海市
教卫工作党委、上海市教委主办的一场以“劳动
创造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教学观摩活动在华东
师范大学举行。

四位上海思政课教师以劳动教育为切入点，分
别进行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授课展示。

面向小学生，来自上海长宁区教育学院的
教师以“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为主题，用感性、
直观的方式对孩子们进行劳动教育启蒙，讲清
楚“人人都要劳动”的道理。面向高中生，上海复
兴高级中学教师借助社会热点，启发学生在思
辨中得出“劳动实现人生价值”这一道理，阐明

了个人劳动创造与国家、社会进步的紧密关系。
改革先锋、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认为，

思政课教师是校园中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力
量。“思政课堂应该加强劳动教育的针对性，进
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元
素，引导每一名学生用辛勤的劳动、诚实的劳
动创造美好生活。”她说。

当前，上海正深化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加强
劳动教育的脚步逐渐加快。目前，上海正在制定
加强大中小学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及配
套的教育指导纲要，重点突出劳动教育时代性特
征，并将系统化构建学校、社会、家庭的协同机
制，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充
分发挥劳动教育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作用。

上海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思政课

共讲“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据新华社东京 5 月 1 日电（记者姜俏梅、杨
汀）日本新天皇德仁 1 日在位于东京的皇居举
行即位仪式，成为日本第 126 代天皇。新天皇的
年号令和于当天零时开始启用，日本由此告别
平成时代、迎来令和时代。

当地时间上午 10时 30 分，德仁天皇在皇
居宫殿正殿举行即位后第一项仪式“剑玺等继
承之仪”，正式继承了象征皇位的三种“神器”以
及国印和天皇御玺等。这一仪式持续了 5 分钟
左右，仅有皇室成年男子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及内阁成员等少数人参加。

11时 10 分左右，天皇德仁和皇后雅子举
行“即位后朝见之仪”，包括成年皇室成员，政
府、国会、法院及日本各地方代表约 290 人出席
该仪式。德仁在仪式上发表首次讲话，立誓将遵
循《宪法》、履行职责，深切期盼国民幸福、国家
发展以及世界和平。

随后，安倍晋三代表国民向德仁天皇即位
表示祝贺。他说，我们敬仰天皇为国家和国民团
结的象征，决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下创造
和平、充满希望的日本未来；在人们齐心协力之
中，创造诞生新文化的时代。

4月 30日深夜，东京的春雨淅淅沥沥。在号称
人流量最大的涩谷十字路口，人们打着伞从四面
八方赶来，一同为新时代倒计时。当零点来临时，
人们齐声高喊“令和”，庆祝日本新时代的到来。

5 月 1 日一大早，东京的一些祈祷场所便
排起长队，人们纷纷赶在令和元年首日前来参
拜，合掌在心中祈愿。

据新华社东京 4 月 30 日电(记者沈红辉)

日本新天皇德仁定于 5 月 1 日即位，由此开启
令和时代。日本舆论认为，作为首位二战后出生
的天皇，他将继承明仁天皇“亲民”和“直面历
史”的形象，并探索“象征天皇”的新意义。

1960 年 2 月 23 日，德仁生于日本东京宫
内厅医院。明仁夫妇从德仁一出生就将他留在
身边照顾，亲手抚养长大。明仁夫妇对德仁不娇
生惯养，同时给予他一个开明的成长环境。

德仁在日本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牛津大学
留学。尽管没有锦衣玉食，但德仁非常喜欢留学
生活。离开英国时，他说恨不得把宿舍搬回日
本。“通过留学，我变得能够自己思考，自己决
策，并自己付诸行动。”

1986 年 10 月，德仁在一次外交活动中邂
逅小他 3 岁的小和田雅子，对她一见钟情。

1946 年 11 月，日本战后宪法颁布实施，其
中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和“日本国民统
合的象征”。

鉴于天皇制在日本近代史上扮演过的特殊
角色，德仁的父亲明仁天皇 1989 年即位以来，
终其一生都在探索“象征天皇”的意义。他推动
皇室融入日本社会，塑造了“亲民”和“直面历史”
的新天皇形象。这是明仁对“象征天皇”的诠释。

作为皇太子，德仁一直在效仿父亲的“亲
民”路线。1995 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德仁和雅
子一道赶赴灾区，与父母一样屈膝慰问灾民。德
仁酷爱登山，经常会和偶遇的登山客热情交流，
毫无架子。

作为首位拥有研究生学历和留学经历的天
皇，德仁在水资源问题方面颇有研究。

日本新天皇德仁即位
告别平成时代、迎来令和时代

与其他欧洲地区相比，德国

主要呈现出多中心的城市化布

局，密集型结构的城市比较少。

专家认为，德国多中心的城市

发展形态，与德国联邦各州较大的

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产业布局密切

相关。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发展

优势产业，使得全国产业资源布局

相对均衡。

二战后东京人口就一直在增

长，令东京成为全球居住密度

最大的城市之一。应对各种严重的大

城市病，日本扩展了东京范围，提出

首都圈概念。到 1995 年，东京的“副

都心”达到 7 个。

政府还将大学、研究机构和一

些城市功能向外转移，令东京不再

为人口涌入而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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