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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脚踏上水泥路，出门坐上公交车
———我国竭力破除农村交通“最后一公里”瓶颈

当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不断见证中

国经济发展速度时， 串联城乡的农村公

路也考验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度。
过 去 ５年 ， 全 国 新 改 建 农 村 公 路

１２７．５万公里， 约９８．３％的建制村通上了

水泥路，通客车率达到９６．５％以上，这意

味着群众“抬脚踏上水泥路、出门坐上公

交车”的梦想正逐步成为现实。
在成绩面前，偏远极贫之地路难通、

车难行的现状仍不容忽视， 这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不得不补齐的短板。同时，如
何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这些“毛细血

管”，也需要持之以恒攻坚克难。

路是农村的命脉 ， 路通
了，农村才能振兴

２０１７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乡村

振兴”和“精准脱贫”成为未来一年经济

工作的重点。 交通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

领域，也是脱贫的先决条件。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说了几十年

的话，在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应验。在吉林

省公主岭市双龙镇，７８岁的兴林中心村

党委书记曹发喜欢开着车在村里的水泥

路上转悠。１０多年来，他带领村民修了４２
公里路，实现了户户通。

“路是农村的命脉，路通了，农村才

能振兴。”曹发回忆，１０多年前，路不好村

里什么产业也做不起来， 只能在贫困中

打转。如今，平均每７户就有一台机动车。

“农村公路越修越好，我们当地人的

致富路也越走越宽。 ”陕西省大荔县范家

镇镇长秦武杰说， 以前小轮车换蹦蹦车，
倒三四次才能把鱼交到商贩手里，死鱼率

高，卖不上价。 现在村里路修好了，一些

“洋水产”也在黄河边的池塘里安了家。
贵州省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

省份，地形复杂，路一直是农村发展最突

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如今，“贵州

到，汽车跳”的现象正逐渐改变。
“我们村由于地势偏远从来都是靠

山吃山，你看，现在我们就靠这条路致富

了。”贵州省荔波县拉岜村村主任覃树友

站在“果园公路”边说，路的建成解决了

水果销售运输难题， 外地客商可以直接

开着大卡车到村里收购， 减少了重复上

下车和倒运的环节。
修成一条公路、带动一片产业、致富

一方百姓。 近５年贵州先后启动实施了

“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小康路行动计划、
农村公路建设３年会战、农村“组组通”公

路３年大决战，累计投资８８３亿元，建设农

村公路１０．９万公里。
“以前车进不来、粮卖不出去，咋能

不穷？又哪敢想致富？如今村路通到了家

门口， 我们再不为卖粮难、 出行难犯愁

了！”吉林省通榆县新兴镇东兴村的兰淑

芬大娘坐在热乎乎的炕上， 说出了因交

通改善而受益的千万百姓的心声。

出门就有班车坐， 农村版
“滴滴出行”想到哪儿就到哪儿

农村公路通了， 但因为客运经营成

本高、效益低，常常出现班车进不去、司

机不愿跑的现象。 同时也滋生了正规客

车少、黑车到处转的安全隐患。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

山县， 尽管２０１５年底就实现了村村通油

路，群众告别了肩挑背驮，但出行依旧不

便。雷山县客运站站长王贵说，由于山高坡

陡、村寨分散，导致客运班线分布不均，出
现了“高峰人找车、平时车找人”等问题。

针对这一痛点， 当地研发 “通村村”
智慧交通平台， 提供电话咨询、 汽车购

票、 公交查询、 班车呼叫、 出租车、 包

车等一系列服务。 “这是一款农村版的

‘滴滴出行’， 利用大数据， 实现人车信

息匹配。” 负责运维的贵州智通天下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永安表示， 有路

是硬件， 还得有软件， 不然就是美中不

足的事儿。
为拉近城乡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多

县区开始探索城乡客运公交一 体 化 改

革。 通过专项补贴等手段， 让农村群众

享受到和城市公交一样的公共交通惠民

服务。 交通运输部提出要创新农村客运

运营组织模式， 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具备条件

的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比例达到１００％。
“公交通了，我们可以直接把菜运到

城区，一斤最少多赚０．１元 ，一年下来也

有好几千元。”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柳陂镇

吴家沟村种菜大户肖波说， 以往到市区

都是坐班车、摩托、黑“面的”，价格贵不

说，菜也经常被压价；新开的公交不仅舒

适安全，价格也降了一多半。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今年是当地

交通建设史上农村公路投资额最大、建

设里程最多的一年。 全区新增通客车建

制村 （连队 ）１３２个 ，通车率９７．７％，达 到

１０６０１个。

小康路上不让任何一个
乡村因交通而掉队

日前举行的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

提出：“最后一公里” 将在２０２０年全部打

通。其中，２０１８年将新改建农村公路２０万

公里，新增通硬化路建制村５０００个，新增

通客车建制村５０００个。尤其以西藏、四省

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
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三区三州”等

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
“交通扶贫脱贫攻坚不断深化，极大

改善了贫困地区路网结构， 有效解决了

群众‘出行难’问题，支撑了当地特色产

业发展，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变了

贫困地区整体发展面貌。”交通运输部副部

长戴东昌说。
不过， 受制于地理条件及经济发展水

平， 西南地区诸省的交通普遍落后于中东

部地区。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

长胡晓登指出，根据木桶原理，如果区域内

各方的“短板”不尽量补齐，各方优势和综

合交通的效益也难以发挥。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特殊的地

质地貌决定了农村公路建设的艰巨性和复

杂性。贵州省公路局局长张胤说，修路不会

止步，下一步将投资３８８亿元，修建９．７万公

里通组路，２０１９年底将实现３０户以上村民

组“组组通”硬化路。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秉清表示，将

进一步推进农村公路“组组通”建设，充分发

挥农村公路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的作用， 助力产业扶贫上台

阶、黔货出山见成效、美丽乡村上档次。
“有一位老乡还未走出泥泞，交通人就

不能安之若素！扶贫攻坚，就是要把有限的

资源瞄准最贫困的乡村、最困难的群体、最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实行‘精准滴灌’。 ”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 厅长王振才

说，２０１８年， 将建设贫困地区通屯硬化路

３０００公里，基本达成“小康路上不让任何一

个地方因交通而掉队”。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刘硕 张斌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３日电)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张江“药谷”：夯实新药基础研究高地
全球近三分之一 G蛋白偶联受体结构出自上海，新药创制链条能级不断提升今天，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又一篇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结构生

物学论文登上英国《自然》杂志。 自去年 5
月以来，来自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

生命科学重磅成果接连登上 《自然》《细
胞》等国际顶级学术刊物。 全长胰高血糖

素受体、人源大麻素受体、视紫红质素受

体与休止蛋白复合物结构……一年不到，
就解析出六个高难度 G 蛋白偶联受体

（GPCR）结构，并快速向新药研发推进，这
不得不说是张江“药谷”的独到优势。

成果井喷的背后， 是上海科学家抓

住历史机遇，引进世界级领军人才，及时

搭建平台， 不断优化整合资源的八年坚

持。从 2007 年世界上第一个 GPCR 结构

被“看清”至今，全球共发表 45 个 GPCR
新结构， 其中近三分之一来自张江。 如

今，上海张江已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斯克

里 普 斯 研 究 所 一 起 ， 成 为 全 球 三 大

GPCR 研究中心之一。

果断出手抓机遇，八年崛
起 GPCR 研究高地

GPCR 是人体内的一个蛋白质大家

族，有 826 个成员。 据统计，在目前全球

治疗性药物市场中， 靶向 GPCR 药物占

比高达 27%， 该类别药物在 2011-2015
年间销售额约 8900 亿美元。

由于 GPCR 针脚般七次跨膜的结构

太不稳定，直到 2007 年，科学家才找到

办法，利用同步辐射光源，第一次解析出

它的清晰结构。 这开启了 GPCR 研究的

新时代。
位于张江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看到了这一历史性机遇。 中国科学

院院士、 药物所所长蒋华良介绍，2007
年起，他们着手引进领军人才。 2010 年，
国家“千人计划”引入世界著名结构生物

学家徐华强， 成立受体结构与功能研究

中心。 2011 年， 药物所先后引进 GPCR
研究泰斗、 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雷蒙

德·斯蒂文斯教授，以及他的两位高徒吴

蓓丽和赵强。 同时，所里有 20 多个相关

课题组整合到这个中心， 为 GPCR 研究

搭建起从结构生物学到新药研发的 “绿
色通道”。

很快地，在这一平台之上，一篇篇

高水平 GPCR 研究论文接连登上 《细
胞》《自然》《科学》。 与此同时，这些成

果迅速被用于新药研发。 2013 年，吴

蓓丽在 《科学 》发表协助 HIV 入侵人

体的细胞趋化因子 CCR5 的三维精细

结构，论文发表前就已开始新药筛选，
如今该抗艾滋病候选药物即将完成临

床前研究。
2011 年起，上海科技大学iHuman

研究所、复旦大学药学院、浙江大学，以

及位于张江“药谷”的十几家制药公司陆

续加入平台， 形成了一个贯通产学研的

GPCR 研发联盟。迄今，该联盟共发表 13
个 GPCR 高清结构， 占全球所有发表结

构的近三分之一。

螺旋式上升，提升新药创
制链条能级

早在上世纪初， 药物所就在 GPCR

相关的生物学、 药理学研究领域有了深

厚积累，赵承嘏、池志强、金国章等老一

辈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都与这一 领 域 有

关。结合 GPCR 结构的基础研究，这些积

累使张江的 GPCR 研究在世界上独树一

帜。然而，结构越解越快，原先做生物学、
药理学研究， 乃至计算机药物设计的课

题组都开始大呼“来不及做研究”。最近，
药物所已考虑为这些课题组扩容。

“打破产学研壁垒，是 GPCR 研究在

张江成功崛起的另一个关键。” 上海科

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刘志杰

说， 通过 GPCR 研究联盟， 使制药公司

的资源可以支撑基础研究， 而基础研究

的成果在发表前 3-6 个月就可进入公

司的新药研发流程， 这使新药研发大幅

提速。
GPCR 研究也在推动大科学装置的

升级。 上海光源为 GPCR 的解析提供了

天然的便利，随着科研的推进，科学家对

光源使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比如，2015
年 ， 徐 华 强 研 究 组 利 用 世 界 最 强 光

源———美国斯坦福大学 硬 X 射 线 自 由

电子激光， 解出了视紫红质素受体与休

止蛋白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如今，在上海

光源之侧，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已进

入调试，而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项目也已启动。未来，在高水平科研需求

与大科学装置的相互促进中， 张江 “药
谷”的新药创制链条能级还将不断提升。

调控血糖的“大门”这样打开
上海科学家再次完成高难度蛋白质结构解析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在细

胞世界中 ， 血 糖 怎 样 被 释 放 到 血 液

中，使血糖浓度升高？ 最近，上海科学

家利用 X 射线蛋白晶体衍射技术，观

察 到 了 掌 管 血 糖 释 放 的 蛋 白 质 机

器———胰高血糖素受体（GCGR）被启

动的那一瞬间的景象。 今天凌晨，英

国《自然》杂志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2 型糖尿病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

的慢性代谢性疾病之一，在中国，血糖

异常的人超过一亿。 人体内的血糖究

竟是如何调节的？ GCGR 是其中关键

的一员———它可以启动机体提高血糖

的程序。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吴蓓丽、 赵强联合相关科研团

队，成功解析了全长 GCGR 与胰高血

糖素类似物 NNC1702 结合的复合物

晶体结构。
“这次我们解析的结构，非常接近

于 GCGR 在 体 内 被 启 动 的 真 实 情

况。 ” 吴蓓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GCGR 是一 个 庞 大 的 B 型 G 蛋 白 偶

联受体，一部分“身体”在细胞膜上，如
针脚般七次跨越细胞膜；另外一部分在

细胞外。 由于结构庞大，这类蛋白质的

结晶非常困难，所以要清楚看到它的结

构难度非常高。 去年，吴蓓丽和赵强课

题组用一种小分子和一种抗体蛋白，稳
定住 GCGR， 看到了它平静时的模样。
而这次，他们则挑战更高难度，窥探它

被胰高血糖素激活起来的样子。
弹簧棒状一样的胰高血糖素是怎

样启动这个庞然大物的呢？ 科学家在

结构解析后推测出了令人吃惊的启动

方式： 胰高血糖素会将自己的一头先

伸进 GCGR 细胞外的那部分，紧接着

GCGR 就 开 始 挪 动 整 个 庞 大 的 身

躯———连接细胞内外两部分的连接肽

开始像拧毛巾一样，从扁平变成卷曲，再
带动整个 GCGR 去 将 胰 高 血 糖 素 抱 个

满怀。 就这样，GCGR 改变了整个构象，
从平静状态进入激活状态， 开启一系列

信号分子，最终让机体释放糖原，提升血

液中的糖浓度。
吴蓓丽说 ，GCGR 是治疗 2 型糖尿

病药物的重要靶点， 以前由于不清楚它

的结构，使人们对它如何识别信号、转导

信息的机制难以清晰了解， 以致目前还

没有以它为靶点的药物问世。 而这个研

究 则 迈 出 了 关 键 一 步 。 他 们 刚 获 得

GCGR 高达 3 埃的精细结构， 就立刻将

它交给研究药物设计、药物化学、药物机

理等方向的同事，开始遴选新药“苗子”。
此外， 他们还运用各种手段， 探索

GCGR 在一系列不同功能状态下构象的

动态变化，使人们对 GCGR 的了解不断

深入。

全 长 GCGR 结 构 示 意 图 ： 左 为 全 长 GCGR 蛋 白 与 小 分 子 变 构 调 节 剂

NNC0640 以及拮抗性抗体 mAb1 结合的复合物晶体结构； 右为全长 GCGR 蛋

白与多肽配体 NNC1702 结合的复合物晶体结构。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供图）

中华大地迅速掀起实战化军事训练热潮

昨日上午， 中央军

委 隆 重 举 行 2018 年 开

训动员大会， 中共中央

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

军发布训令。
开训动员大会主会

场———中部战区陆军某

团靶场，7000 余名官兵

全副武装、威武列队，近
300 台 装 备 整 齐 列 阵 、
气势磅礴。同时，全军设

4000 余 个 分 会 场 ， 陆

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 武警部

队设野战化分会场。 全

军上下以饱满的政治热

情、高昂的战斗意志，在
中华大地迅速掀起实战

化军事训练热潮。
图为主会场部队官

兵宣誓。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