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李才瑛 ■版面設計：邱少聰

A10

2019年9月24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99月月2424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9月24日（星期二）

新中國成立之初
的上世紀50年代，
一間鄉村婚房裡，
一張土炕、一盞煤
油燈、兩三件簡單
傢具，幾乎就是全
部家當。改革開放
後的80年代，一戶
城市家庭內，電
視、冰箱、電風扇、
縫 紉 機 成 了 「 標
配」。
家是最小國，國是

千萬家。國家走向強盛
的背後，是億萬人民命
運的改變、生活的變遷。
成就展上，展出了一張

1979年12月鄧小平會見日本
首相大平正芳的照片。那次會
見，首次提出「小康」目標。

建檔立卡 精準扶貧
以此為起點，成就展充分展示了

中國人民從生存走向發展的小康之
路。特別是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後，成就展標注了首次提出
精準扶貧、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貧困人
口建檔立卡工作、設立扶貧日、建立貧困退出
機制等一個個重要節點。

攻克慢性病 教育普及化
40年後，中國貧困發生率下降至1.7%，
脫貧攻堅戰進入決勝階段，全面小康已近在
咫尺。
通過成就展可以看到，從赤腳醫生到全科

醫生，從消滅血吸蟲病到攻堅慢性病，中國
人均預期壽命翻了一倍多；從恢復高考的場
景到實施「985」工程的圖表，中國正走向
高等教育普及化；從實行雙休日到啟動7天
長假，從開放中國公民出境遊到出國手續簡
化，中國人有了說走就走的便利。

抓廁所革命 推垃圾分類
從推動「四好農村路」建設到農村環境治

理，從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實施鄉
村振興戰略，農民越來越美好的生活成為黨
的十八大以來改善和發展民生的生動例證。
加快發展職業教育讓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

機會，抓廁所革命提升旅遊業品質，推行垃圾
分類改善生活環境……成就展展示的一件件民
生實事，瞄準的是短板，解決的是痛點，體現
的是擔當。

從時傳祥到郭明
義，從焦裕祿到廖俊
波，從蔣築英到黃大年，
從楊善洲到張富清……70
年，一個個閃亮的名字鐫刻
在新中國的年輪上，浸透在民
族精神的血脈裡。
國家繁榮，離不開人民的奮鬥；

民族強盛，離不開精神的支撐。成就
展以年代為序，設置了7面人物牆，集
中展現新中國發展建設進程中不斷湧現的
英雄模範。

鐵人精神 奮發圖強
成就展還原了大慶石油工人王進喜帶領
1205鑽井隊，在冰天雪地中艱難推動貝烏40
型鑽機絞車的場景。
新中國成立初期，石油資源匱乏，工業基
礎薄弱。在松遼石油大會戰中，王進喜喊出

「寧肯少活二十年，拚命
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邁誓
言。中國工人靠着實幹苦幹，在1965年底
甩掉了貧油帽子，建立起石油工業基礎。
今天的中國，正向製造強國進軍。成就展

同時展現了高鳳林、魯宏勛等大國工匠的風
采。從王進喜到大國工匠，時代曾賦予產業
工人以重任，時代也必將賦予產業工作以新
的榮光。

紅旗渠精神 攻堅克難
四個人，身穿厚厚的棉衣，一錘一錘開鑿

岩石，脖上的毛巾已滿是汗水，臉上卻帶着
笑容。成就展上，栩栩如生的人物蠟像，把
人們帶入建設紅旗渠的火熱現場。
上世紀60年代，河南省林縣乾旱缺水，極度
貧困。林縣人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
神，用最普通的工具劈開太行山的重巒疊嶂，
把漳河水引入林縣，建成了人工天河。
在成就展上還可以看到，同樣的年代，塞

罕壩人在莽莽荒漠上默默奉獻，建成了面積
達100多萬畝的世界最大人工林。

女排精神 頑強拚搏
成就展展出的一座獎杯引人注目，它是第

三屆世界杯女子排球賽中國女排獲得的冠軍
紀念杯。
1981年，改革開放剛剛起步，正需要匯聚

共識、振奮精神。這年11月，中國女排第一

次奪得世界杯冠軍，隨後又創下五連冠的奇
跡。「學習女排，振興中華」鼓勵着無數
人投入改革開放大潮。
從獲得第一枚奧運會金牌到實現冬

奧會金牌零的突破，從成功舉辦第
29屆夏季奧運會到即將舉辦第24
屆冬奧會……跟隨成就展的展
示，可以讀出體育所承載的夢
想、傳承的精神。
70 年，天翻地覆慨而
慷！面向未來，中國人民
必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
鬥姿態，繼續朝着
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宏偉目標前
進。

70年風雨兼程 70年滄桑巨變
從慶祝建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看新中國光輝歷程

23日，「偉大歷程 輝煌成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在北京展覽館開

幕。成就展採用編年體形式，帶領觀眾沿着時光隧道，跟隨歷史年輪，全方位回顧和感知共和國從

1949年到2019年走過的光輝歷程。 ■新華社

在展館的時光隧道中，十幾塊橙紅色主題展板，對每隔5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進行集中展示。從「一五」計
劃時期首次大規模、有重點進行工業建設，到「五五」計劃時期改革開放大幕拉開；從「計劃」向「規劃」

轉變的「十一五」規劃，到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十三五」規劃……如同一把時間標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
13個五年規劃和計劃，刻錄着70年非凡成就背後的艱辛與輝煌。

探索現代化道路
成就展中，有一張156項重點工程的行業分佈圖，絕大多數工程集中在重工業領域，其中煤炭、電力、
機械工程佔比最高。這156項重點工程，是「一五」計劃時期蘇聯援建的。
正在推進的「十三五」規劃中，有165項重大工程項目。從深海空間站到量子通信、從5G到高速

鐵路，這些工程項目凸顯戰略性和牽引性，代表着世界科技發展和產業變革方向。
兩個五年，兩組重大工程，折射的是一個國家發生的歷史性變革。
70年前的中國，一窮二白，擺在面前的，是一個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走向現代化的時代
課題。70年後的中國，高高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探索出一條發展中國家走向現
代化的光輝道路。

見證開放融入世界
展館中，歷年廣交會會場圖片在視頻中循環播放。
1957年4月，首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開幕，新中國衝破西方經濟封鎖和政
治孤立，打開通向世界的窗口。從此，全球市場得以見證中國製造的巨大潛力。
61年後，上海，全球首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國家級展會拉開帷幕，讓世界驚歎於

中國市場的強大活力。
進出之間，凸顯70年中國與世界的深度互動。
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的票數恢復中華人民共
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2001年11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
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
2013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首次
在國際場合提出「命運共同體」理念。
一個個高光時刻，一個個歷史瞬間，見證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
從封閉走向開放，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
中央。
走出時光隧道，成就展將觀眾引向一艘在藍天碧海中搏擊

的航船。片片風帆揚起，點亮中國邁向富強、民主、文
明、和諧、美麗偉大征程中的60個關鍵指標，以「數
讀」形式呈現70年發展成就。
70年崢嶸歲月，從屹立東方到改革開放，再到走向

復興，中國航船奮發向前。

如果說成就展是一條淌過70年的時間長
河，其中標示的150個「新中國第一」就是這條

長河中的顆顆珍珠。150個第一，勾勒出一個傳統
農業國家邁向製造大國，進而向製造強國進發的光輝
歷程。

全球工業製造業第一大國
1958年，第一輛「紅旗」牌轎車研製成功，為新中國工

業發展寫下新的注腳。
今天的中國，已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汽

車、手機、電視機、煤炭、鋼鐵等2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產量位
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工業第一大國、製造業第一大國。
2013年12月，世界最大矩形盾構機研製成功；2017年5月，我

國自主研製的首款大型客機C919首飛成功；2017年6月，復興號
動車組投入運營；2018年4月，世界最薄觸控玻璃量產……當
前，中國已躋身全球創新指數20強行列，中國經濟正加快質量變
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向高質量發展不斷邁進。

高速路營業里程世界之首
150個第一，記錄一個發展中大國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
從瓶頸制約成為優勢支撐的不凡進程——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各領域薄弱的基礎設施對國民
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制約十分明顯。今天的
中國，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營業里程均位居世界第

一，一日千里已不是夢想；光纖寬帶成家庭標
配，網民規模世界第一；能源、水利、通信、交
通，網絡覆蓋之廣、通達之深，令世界驚嘆……

第一個登月背綻科技之光
150個第一，見證一個文明古國向創新大國躍升的決
心和步伐——
成就展上，兩張圖片令人駐足，一張是1978年3月，全

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開幕；一張是2016年5月，科技界最高規
格的三大會議首次同步召開，提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
標。
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
力」，從科教興國戰略到創新驅動發展戰略，70年來，科技
「集結號」每一次吹響，都釋放出強大動能。
細心的觀眾發現，從新中國建設的第一條鐵路建成通車、第

一台蒸汽機車下線投用、成功冶煉第一爐不銹鋼，到中國科學
家第一次發現青蒿素、「神威．太湖之光」奪得世界超算冠
軍、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落成啟動、「墨子號」發射
成功……從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個「第一」，到全球科技領
域一個個「第一」，一個創新大國正在崛起。
2019年1月，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個月背着陸和巡視探測

的國家。這是成就展展示的150個第一中的最後一個
「第一」。但人們相信，更多的「第一」還會接連不
斷地被創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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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第一」
勾勒創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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