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百万
公共充电桩建设运营数量已超１６万个

据新华社合肥８月５日电 （记者陈尚
营 董雪）２０１６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

达到５０．７万量，连续两年保持全球第一，
截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我国公共充电桩建设运

营数量超过１６．１万个， 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稳步增长。 这是记者从２０１７（合肥）国
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览会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
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邢伟强介绍，目前我国的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达到１００．４万辆， 占全球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的５０％以上。 ２０１７年１－６月新能

源汽车销售１９．５万辆，其中纯电动车销量

占比７５％。 预计在未来３年内，中国新能源

汽车仍将保持３５％到４０％的年增长率，到
２０２０年，销量将达１５０万辆。 截至２０１７年５
月， 我国公共充电桩建设运营数量超过

１６．１万个，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增长。
合肥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产业集聚

区，是全国新能源汽车“双试点”城市之

一。 ２０１７年（合肥）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展将于９月１日至３日在安徽国际会展

中心隆重举办， 该展会此前已连续成功

举办五届。
此外， 展会还将同期举办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高层峰会 、 新能 源 汽 车 信 息

化、 智能化、 网联化论坛等３０余场论坛

活动。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聚焦中国”首登爱丁堡艺穗节

八部剧目体现中国戏剧舞台艺术整体实力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当地时间

4 日，2017 爱丁堡艺穗节在英国北部

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拉开帷幕。“聚焦

中国”系列活动首次登陆该艺术节。包

括话剧《罗刹国》《惊梦》等在内的八部

重点推荐剧目在艺穗节“聚焦中国”平
台上集中展现。

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间，“聚焦中

国” 活动将在爱丁堡的各个剧院展示

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话剧 《罗刹国》、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惊梦》、中国对外

文化集团公司的音乐剧 《因为爱》、上
海戏剧学院的京剧 《蠢货》、 深圳合

纵新声艺术团的音乐作品 《中国新城

深圳新声》、 卓佩丽粤剧工作室的粤

剧 《夫 人 计 》 、 陕 西 大 剧 院 的 话 剧

《影人》、 义乌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的

婺剧 《淤泥 河 》 等 八 部 重 点 推 荐 剧

目， 在海外观众面前， 体现中国戏剧

舞台艺术的整体实力， 和中国文化艺

术的传承与创新。
爱丁堡艺穗节是爱丁堡艺术节的

子活动， 后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艺

术节， 每年吸引约 200 万观众和游客

观看艺术节活动， 内容涵盖戏剧、音

乐、舞蹈、电影、绘画、摄影、文学、出版

等多个领域，由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电
影节等共 12 个子活动板块构成。爱丁

堡艺穗节每年有多达数千项活动。 丰

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个性多样的艺术

表达， 让爱丁堡艺穗节获得越来越多

的国际关注和参与。
2017 爱丁堡艺穗节 “聚焦中国”

活动在文化部外联局和上海文化影视

广播管理局支持下， 由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中心承办， 旨在加强中英文化

交流与合作在两国政府间、机构间、产
业间的交流合作， 更好地借助国际高

水平艺术节平台， 集中展示中国当代

优秀表演艺术，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
出去”，助力中国文化产品走进国际市

场。 据悉，从今年起，“聚焦中国”活动

将每年在艺穗节期间推出， 使中国的

原创优质作品形成合力， 逐步在爱丁

堡艺穗节这一国际舞台上打造中国文

化的新名片。

用舞蹈和影像打开汤显祖和莎翁

上海节目《惊梦》亮相爱丁堡艺穗节舞台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作为今年

爱丁堡艺穗节“聚焦中国”系列活动的

重点节目之一，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

《惊梦》正在上演。 中英两国的艺术创

作者通过舞蹈和影像的结合， 重新打

开汤显祖的 《牡丹亭》 和莎士比亚的

《仲夏夜之梦》。
去 年 是 汤 显 祖 和 莎 士 比 亚 逝 世

400 周年，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作了

一系列与两位文坛巨子有关的舞台作

品，《惊梦》是其中之一。两国艺术家以

具有当代审美的手法， 将昆曲和莎剧

融合在一起， 试图打破不同艺术样式

的边界。 《惊梦》采用《仲夏夜之梦》的

戏剧结构，穿插《牡丹亭》的梦境，剧中

在现实中爱而不得的女孩 “海伦娜”，
在虚幻的梦境中化身“杜丽娘”。 在表

现手法上，台词十分精简，很多剧情靠

演员的肢体动作和舞台背景的投影来

展现。
浪漫的爱情， 绚幻的舞台，《惊梦》

去年首演一经亮相，便深受年轻观众的

喜爱，他们称其为一场“视觉风暴”。 来

自英国壁虎剧团的里奇·鲁斯克与克里

斯·埃文分别担任了该剧的导演和形体

导演，擅长用舞蹈与肢体语言讲故事的

他们，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主创共同

创作、丰富了这场戏剧对话。

风沙地里“长出”绿色家园
———西藏山南隆子县５３年造林治沙记

这 是 一 场 长 年 累 月 的 家 园 保 卫

战。 战场坐落于喜马拉雅北麓的隆子

河谷，参战者是当地各族干部群众。他
们以战天斗地的精神， 硬生生地创造

出一个生态奇迹。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绿色战役。

历经５０多年艰苦奋斗， 一代代隆子人

“绿色接力”， 成功把风沙肆虐的不毛

之地，变成了满目苍翠的“绿色河谷”。

灾难记：“再不种树，可
能连家都没了”

“风沙一起尘飞扬，四顾茫茫不见

家”“一天吃进二两土， 白天不够晚上

补”７０岁的索朗拉杰老人仍记得５０多

年前那些顺口溜。“光秃秃的山坡没处

放牧，每家仅有的几亩贫瘠耕地，也不

断被流沙挤压。如果再不种树，可能连

家都没了。 ”那时，隆子河谷一年中有

近８个月的风沙天气， 一场风沙刮过，
农田便覆盖上厚厚一层沙， 房子周围

的沙有半墙高。
１９６４年， 时任隆子县新巴乡乡长

朗宗赴内地参观学习， 她看到了绿树

成荫， 得知种树能有效治理土地沙漠

化，回来后便提出了“要想风沙停，就

要多栽树”的口号。
随后， 朗宗就带领群众在新巴乡

忙措村的沙滩上试种６０亩沙棘和银白

杨等植物， 当年成活率达到了９０％以

上。 看着成活的树苗， 乡亲们欢呼雀

跃，奔走相告。
然而６０亩的小小林地， 怎能阻止

风沙的脚步！１９６６年，隆子的风沙天气

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甚至直接威

胁到县城及区域内村庄的存亡。
“再不加强植树，我们就是千古罪

人。”郎宗沉痛的话语刺痛了乡亲们的

心。于是，一场关于绿色的战役正式在

隆子河谷打响。

重生记：“宁可累死，也
不愿被风沙折磨死”

隆子县地处高寒干旱区， 适宜树

种少，成活难。 有人戏言，想要栽活一

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
对绿色的渴望激发了人们战天斗地

的精神。没有树苗，就翻山越岭去寻找，
组织人采集、培育；没有马车，就用背

扛肩挑、用人力拉车。 不论早晚，大家在风

沙地里忙活，汗水和着泥土沾在脸上……
乡亲们把河滩当战场、 以河滩为

食堂、把河滩变课堂，在植中学、在学

中植。 饿了吃口糌粑，渴了喝口清茶，
直到脸被晒成黑红色，嘴角泛起血泡，
手被磨出老茧，从没人叫过苦。

朗宗左手落有残疾， 可却从未因

此少出半分力气。挖不了坑，她就跪在

地上，单手刨石块和泥土，一来二去手

上全是血泡，血泡又结成厚厚的茧片。
然而，荒滩上种树谈何容易！ “头

一天挖好的树坑， 一夜间就被风沙填

平，刚种好的树苗，第二天不是根部裸

露，就是被连根拔起。 ”今年７７岁的隆

子县原县委书记多吉回忆。
１９６８ 年 ， 进入植树造林的攻坚

期。 当时， 几千名干部群众誓用绿龙

锁风沙。 但土壤盐碱含量高， 地下水

位低， 加之缺乏技术和管理经验， 栽

了两年树， 最终只活了不到 １００ 棵，
这极大地挫伤了人们造林的积极性。

失望犹如一座大山， 压在隆子县

干部群众的肩上。 但抱着 “宁愿治沙

种树累死， 也不要被风沙折磨死” 的

坚定信念 ， 隆 子 人 再 次 拿 起 植 树 工

具， 开始新一轮植树。

慢慢地，在探索和失败中，隆子人逐

渐总结出了树草结合、以草护林、以林固

沙的治理办法。
渐渐地，草绿了，树长了，风沙少了。
多年的不懈坚守， 隆子人终于在河

谷一带筑起了面积达６．７８万亩、 长４０多

公里的沙棘林带，风沙也就此低下了头。

寻金记 ： 绿色理念孕育
“绿色未来”

如今隆子的生态环境呈现出 “一增

一降 ” 的巨大变化 ： 森林覆盖 率 增 至

３１．５％，年风沙天数降为２０多天，大面积

荒山和荒滩呈现出绿树婆娑的美姿。
植树治沙除了增添绿意， 还在隆子

人心中播下了绿色发展的理念。
多年来，隆子县委、县政府坚持绿色

发展观，给当地的“绿色接力”注入了新

内涵，绿树变生态、生态变资源、资源变

财富、 财富保生态的良性发展模式正在

形成。
特别是近几年，隆子“人种

树”与“树养人”和谐共生景象

带来的“生态红利”更加显现。
盛夏时节， 走进隆子县扎

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这里

绿意盎然，辣椒、黄瓜、西瓜等蔬菜瓜果枝

繁叶茂、长势喜人。
“现在，我们村坡上绿树成荫，圈里

牛羊成群，家家有产业，户户收入高。 这

一切都离不开植树治沙。”正忙着摘菜的

村民罗布乐呵呵地说。
生态农业、 畜牧已成为隆子县农村

经济的支柱产业， 初步形成几大农产品

产业链。 同时，还建成了黑青稞、蔬菜大

棚、优质奶牛等一批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据统计，２０１６年全县牲畜出栏５７３３８头，
出栏率３０％。

“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守住这片绿色，发展才

能更有劲头。 ”隆子县委书记次仁加措说。
５３年的 “绿色接力” 让隆子改天换

地， 今天的隆子人仍然执著地守护 “绿
色”，因为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

新华社记者 多吉占堆 王军 春拉
（据新华社拉萨８月５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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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七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

果， 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

中推进。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作出新阐述、提出新要求，强调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且得到人民认可、经
得起历史检验， 之后要激励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

力， 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这是鼓舞人心的战略部署，是催人奋

进的宏伟蓝图。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

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改革开

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到 20 世纪末“在
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经过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 这个目标如

期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在

此基础上，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
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赋予全面小康新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纳入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并且居于引领位

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五年来，党中央提出

并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
力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着力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

仗，着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解决发

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推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现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了最关

键一程，在剩下 3 年时间里让 13 亿多人

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是我们必须

兑现的庄严承诺、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要像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按照党的十六大、十
七大、 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各项要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 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

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习近平总书记从来都把 “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同中国梦联系在一起，强调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又一座

重要里程碑。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

现后，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要开局起

步，这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前方的路

还很长。全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加深对“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的理解，在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载 8 月 6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全球追日，中国天文迷不落人后
足迹从南太平洋到北极地区，日程表排到2063年

从北京时间本月22日凌晨零时04分

开始，一条约100公里宽的月影，将横扫

美国本土全境， 从西部太平洋沿岸的俄

勒冈州，穿过中部各州，一直到东南部大

西洋沿岸的南卡罗来纳州结束。 这就是

今年最精彩的一场天象———美国超级日

全食。这次日全食与中国全境无缘，但有

一群中国天文迷将远赴美国， 追逐这一

年一度的天文奇观。
自2008年起， 中国天文爱好者逐渐

形成一群全球“追日者”。 从澳大利亚沿

海地区到肯尼亚的荒漠无人区， 从南太

平洋人迹罕至的复活节岛到北极圈内的

斯瓦尔巴群岛，以及这次的美国。今后的

南美洲、南极洲，他们的追日日程表已经

排到了近50年之后。

难挡日全食魅力，提早一
年多备战

地球绕着太阳转，月球绕着地球转，
当月球运行至太阳和地球之间时， 如果

距离合适， 月球会正好遮住太阳光球层

的全部光辉， 这时月球就会在地球上划

过一道“身影”，在这道“身影”下的人们

抬起头，就能看到日全食天象。
作为地球上普通人能够看到的最壮

观天象奇观， 日全食的魅力让天文迷难

以抵抗。但是，日全食发生的地方往往并

不容易到达。因此，这次日全食带从交通

便利、经济发达的美国穿过，让全世界天

文迷欢欣雀跃。
早在一年多前，来自北京、上海、深

圳、 内蒙古等地的天文爱好者就组建了

一个微信群，交流赴美追日的各种问题。
起先，大家觉得全食带区域这么大、交通

又便利， 预订住宿、 制定行程应该很方

便。 但后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就在今年四五月间， 早在一年前就

预订了全食带区域宾馆的中国天文迷陆

续收到宾馆方面取消预订的邮件。 取消

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宾馆“易主”而取

消原先预订，有的宾馆拟于七八月装修。
原来， 全球天文迷都感觉这是一次好机

会，全食带区域的宾馆瞬间“身价”暴涨，
价格平均上涨了5倍以上。 于是，本来十

分笃定的追日者们突然忙乱起来， 开始

重新考虑预算和住处。
如果当天赶到全食带， 是否会遭遇

堵车？ 如果选择的观测点当天天气状况

不佳，如何转移？虞骏曾经在2012年澳大

利亚日食观测时， 果断驱车离开天气突

然变糟的原定观测点，在100多公里外成

功观测到了日全食。 这次他选择在美国

大提顿国家公园附近观测。 根据气象资

料，俄勒冈州晴天概率最高，自西向东，
日食发生时间依次推迟， 当地起云的概

率也相应增大。

“重度成瘾者 ”排近50年
的追日计划

虞骏已经成了一个日全食的 “重度

成瘾者”。 其实，这样的“重度成瘾者”还
真不少。2008年，李雪梅偶尔一次赶去新

疆巴里坤草原看日全食， 从此就爱上了

天文观测。2010年，她只身赶往南太平洋

的复活节岛， 堪堪在日全食前一小时抵

达观测点。 “就在下飞机的那一刻，天空

顿时止雨开晴。 ”她说，那次追日几乎没

有同伴，可后来的历次追日，同伴越来越

多，“可能是经济条件好了， 出国旅行更

方便了，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追逐梦想、
尝试未知的人多了。 ”

实际上，2008年、2009年可算得中国

天文迷追日的启蒙年。这两年，他们看到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日食爱好者———为什

么我们不能出国追日呢？ 毕竟对一个特

定地点而言，要差不多400年才能再遇到

一次日全食。
现代天文学已可精确计算出未来上

万年日全食将在何时、何地发生。在追日

者眼中， 那就是去赴一场与宇宙定下的

约会，在既定时间来到既定地点，能否约

会成功， 就看天意了———2013年肯尼亚

日全食，就在食甚前几分钟，突然刮起沙

尘暴， 十几名辗转多日赶到当地的中国

追日者最终错失“黑太阳”。
虞骏已将追日计划排到了2063年，

他曾在去年3月在印尼追日后，成功向女

友求婚， 同时拍摄下的日全食照片还获

得了格林尼治英国皇家天文台2016年度

天文摄影师大赛总冠军。他希望，50年后

带着孙辈一起追日———按照这个计划，
他将和家人走遍全球各个大洲。

在这次奔赴美国的追日队伍中还出

现了一些孩子， 有的已随父母多次出国

欣赏日全食。这次，李颖和她先生将带着

即将升入初中的女儿以及两岁的儿子一

起去美国看日全食。

西藏山南市隆子县新巴乡忙措村新貌 （7 月 7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由中英联手打造的舞台剧 《惊梦》， 尝试用现代手法将莎士比亚与汤显

祖的戏剧经典相互结合。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供图）

2016年

3月9日于印

度尼西亚特

尔纳特岛拍

摄的日全食。
陈家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