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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风采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昨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今
年第4000万名旅客，标志着杭
州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4000
万人次，跃升至“4000万级”全球
最繁忙机场行列。根据预测，浙
江7个机场的年旅客吞吐总量将
在年内突破7000万人次。

昨日，杭州机场航站楼内一
片喜气，各类电子屏都在展示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
量突破4000万人次”。10：10，
乘坐长龙航空GJ8888航班到达
杭州的连先生幸运地成为杭州
机场本年度第4000万名旅客。
在T3航站楼举行的“跨越4000
万、开启新征程”主题发布会上，
杭州机场和长龙航空分别向连

先生颁发了第4000万名旅客纪
念证书、赠送价值6000元的易
行贵宾室体验卡和国际往返机
票一套。

根据预测，全省机场的年
旅客总量将在杭州突破 4000
万之后突破 7000 万人次。作
为龙头机场，杭州机场的发展
速度带动了浙江机场的发展速
度。去年实现了全省拥有三个
千万级机场、全省机场旅客吞
吐量在全国排名上升一位；今
年再次迎来突破性的飞跃，
7000万的年旅客量位列全国第
五。这样的稳步且快速的发
展，显示出浙江地区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民航的旺盛需求。

美好的瞬间，定格成永恒的
记忆；奋斗的画笔，挥洒出梦想的
华彩。我们即将挥别 2019、迎来
2020，历史的地平线上跃动着新的
曙光……

回首我们一起走过的 2019
年，多少感慨在心里，几多豪迈在
胸中！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
上升的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从容
应对，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伟大
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
的重大进展。在共和国的史册
上，在中华儿女的心中，2019年留
下了太多难忘的记忆——国庆70
周年大典气势恢宏、振奋人心，
1000多万人成功实现脱贫，“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
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
第一艘国产航母交接入列，中国
女排以十一连胜夺得世界杯冠
军，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第二届进博会等盛会
汇聚四海宾朋，中国理念、中国方
案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共鸣……

一路走来，我们怀着同一个
中国梦，澎湃着同一颗中国心。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因为心中有梦，面对风浪我
们从不彷徨，面对艰险我们昂首
前行。走过新中国 70 年，一代代
中国人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
圆梦，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巨
大成就。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
升腾，天地日新。这是中华民族
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是每一个
奋斗者都能够梦想成真的时代。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千百
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
题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我们
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
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将在我们这
一代人手中实现——这是民族复
兴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
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奋力夺
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是我们这一
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实现我们的梦想，奋斗是最
有力的回答。幸福不会从天而
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今天中
国人民拥有的一切，经历了多少
艰辛的拼搏，付出了多少辛勤的
汗水。新的征程上，更加需要激
发奋斗者的精气神、展现追梦人
的新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需要下足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的苦功夫；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少不了要打硬仗、啃硬骨头；面对
各种风险挑战，发扬斗争精神、增

强斗争本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不管是落实国家发展的大蓝
图，还是成就家家户户的“小目
标”，唯有扎实奋斗不松劲，脚踏
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情，才能让梦
想照进现实，以实干赢得未来。

实现我们的梦想，团结是最
强大的力量。回望中华民族百余
年追梦历程、新中国 70 年奋斗历
史，是同心同德、众志成城，让亿万
人民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战胜
了种种艰难困苦，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人间奇迹。团结就是力量，心齐
才能前进，这是千里奔涌、万壑归
流的洪荒伟力，这是志之所向、一
往无前的壮阔航程。不怕风浪高，
重在桨要齐。新征程上，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高举团结的旗帜，凝聚奋进的
力量，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
国人民的前进步伐，就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历史大势。

实现我们的梦想，每一个中
国人都是主角。中国梦归根到底
是人民的梦，中国人民有多拼，中
国梦就有多美。放眼今日之中
国，从城市到乡村，从海港到厂
区，从实验室到写字楼，到处是步
履匆匆、埋头苦干的身影，到处涌
动着创新创业创造的热潮。每一
滴水珠，都蕴藏着奔腾的力量；每
一个梦想，都融汇于伟大的时
代。人人为祖国尽力，个个为责
任担当，把追求美好生活的个人
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
新时代的大舞台上必将绽放更多
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

大江大河奔腾向前，时代潮
流势不可挡。追逐梦想，我们勇
毅笃行；叩问初心，我们任重道
远。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
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
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
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通讯员姚玲利报道“来，陈
老，请戴上。”

91岁的陈玉虎颤巍巍地站起
来，双手摩挲着胸前的纪念章，挺
直腰板对镜头一笑，并念叨：“国
家没有忘记我们啊。”

今年11月，陈玉虎荣获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纪念章，台州市农科院副院长
潘晓飚赶赴杭州，亲手将这份沉
甸甸的荣誉交给陈玉虎。

陈玉虎，比“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大一岁，是台州杂交水稻育种
奠基人，三十余载躬耕于农业科研
沃野，专情于台州水稻育种事业，
主持选育出多个优良品种。

心有猛虎，细嗅“稻谷”。他
给自己写了一本回忆录，取名《对
土地的深情》，并附上艾青的诗
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扎根“第二故乡”台州

当陈玉虎用地道的台州方言
与别人打交道时，人们早已忘记
他不是台州人。

1952年，当他从浙江大学农
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黄岩农校后，
就在此扎根三十多年，奉献了人
生最重要的岁月。祖籍海宁的
他，早把台州视为“第二故乡”。

起初几年，陈玉虎在农校工
作。1962年，台州地区行署建立，
他来到台州农科院，分到的第一
项重大任务就是早稻育种。

“我们国家抗病育种方面还
是一片空白。”“没资料，没经验，

不可能的。”身边同志甚至他的队
友纷纷发出不可能的声音。

而陈玉虎跑遍台州各地，在
笔记本上记下台州水稻生产三大
问题：高秆、亩产低，极易倒伏；作
物病虫害很严重；群众农业知识
贫乏。

“要育出矮秆、抗病、抗倒和
不易落粒的品种！”陈玉虎暗下决
心。他从国内外引进各类种质资
源，反复试验，结合台州是籼粳混
合区，以籼为主的特点，选出适合
台州种植的品种。

选种工作漫长而枯燥。于
是，他加速了水稻育种世代：台州
福建交替种植，又将早熟的种子
寄往海南再加一代。那时的他，
三地奔波，水稻种在哪里，家就安
在哪。

1973年至1975年，陈玉虎在
艰苦环境中选育出了“早籼141”

“早籼143”和“台早5号”，分别获
得两个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和
一个省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轰
动台州农业界，各地育种单位纷
纷讨要新种子。

四季“候鸟”般生活

“我已经48岁了，工作时间不
多了，得抓紧大干一场。”1976年，
陈玉虎再次迎难而上，与时间赛
跑，正式主攻杂交水稻。

台州杂交水稻种什么？怎么
种？一切是未知数。陈玉虎跑到
省图书馆和大学老师家，借阅所
有相关资料，光是笔记就是厚厚
几本。

杂交水稻推广第一年，全省
都种植“南优2号”，可陈玉虎跑遍
台州7个试点区，统计结果发现

“汕优6号”更好。
陈玉虎说：“水稻种植讲究

科学研究。”于是，台州大面积种

上了“汕优6号”。“我们的工作，
说简单是和作物打交道；说复杂
是需要严谨与认真。”潘晓飚告
诉笔者，“每年的杂交育种圃中，
一般都要种植几千到上万份杂
交组合。一个水稻新品种，从配
种、选种、试验到选育成功，最顺
利的情况下，也要花上8年到10
年。”

为了加速新品种的选育进
程，他们如同候鸟，在台州和海南
之间穿梭，追逐太阳。一年四季
都在炎热酷暑中下田试验。“水稻
开花在中午，我们常常饿着肚子
在最热时抓紧给水稻杂交。”潘晓
飚说。

“那时常常背着大袋种子，辗
转多地，汽车、火车、轮渡……花
费多日才到达海南。”这过程像愚
公移山，漫长还艰辛。对此情此
景，陈玉虎曾作词“台州海南十余
年，杂交选株万万千。”

1983 年，陈玉虎发现“珍汕
97A”配“T28”的组合表现良好，
遂对其“重点观察”。经过两年省
区域试验，“汕优T28”平均亩产
479.48公斤，产量连续两年排名
第一，从而一炮打响。

后来，“汕优T28”与中国水稻
研究所选育的“汕优46”统一定名
为“汕优10号”，获得农业部及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陈玉虎就此在台州杂交水稻
育种的历史上，浓浓地写下了第
一笔。

被称“台州袁隆平”

台州属于台风多发区，致力
于提高常刮台风情况下的台州水
稻单产，成了陈玉虎当时的目标。

有一年，全省因气象灾害，各
地粮食减产，黄岩十里铺在陈玉
虎的专业指导下，通过春粮早稻、
晚稻品种的合理搭配，获得全年

高产，亩产较往年增产239公斤。
他由此编写《品种的合理布局和
搭配》，为全区农村田间生产提供
指导。

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1978
年黄岩区全区缺种30万亩，他提
出向嘉兴购买种子并按期播种，
最终黄岩区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
仗。

作为陈玉虎的老朋友，临海
种植大户周振华对其赞不绝口：
陈老就是“台州袁隆平”。那时，
自己常跑农科院，询问新品种，请
教农业问题。陈玉虎也常常在田
间推广普及农技，编写教材，讲课
培训……

在潘晓飚的记忆中，陈玉虎
的一句话，被收录在世界哲理名
言中：认真在于严谨、细致、深入、
求实；创新在于能急民之所需、国
之所急。“他就是这样践行的。”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
潘辉报道 日前，在杭州市救助
管理站的值班大厅，马大爷和前
来接自己回家的儿子，你一言我
一语地用皖北方言交流着。“谢
谢你们啊，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马大爷的儿子向救助站工作人
员致歉并道谢。身份证显示马
大爷已98岁高龄。

12月的杭州阴雨不断，25日
晚6时许，雨夜中一辆救助专用
车缓缓驶入杭州市救助管理站，
从车上走下来一个佝偻着背的
老大爷，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
值班组长陈志桂走近一看，来人
并不陌生，正是长期在翠苑一带
乞讨的马大爷。西湖救助小分
队的工作人员告诉大家，他们巡
查时途经翠苑二区新华书店，看
到门口乞讨的马大爷，经劝导马
大爷表示想回家，便将他送到了
救助站。

“以前好几次劝你都不愿意
回去，这次怎么想回家啦？”陈志
桂搀扶马大爷坐到椅子上，边为
他办理进站手续边与他聊着家
常。“快过年了，我想回家过年
去。”马大爷念过私塾，自己的名

字写得工工整整。安顿好后，工
作人员为马大爷铺好被褥，并盛
好热饭热菜送到房间。

马大爷在杭州救助站有5次
救助记录，曾由救助站护送返乡
过，儿子也来接领过多次。“老父
亲身子骨很好，平常还能骑二八
杠自行车。”儿子说马大爷有三
儿三女，自己排行老四，住在杭
州，平常也由他管着老人。家里
经济条件并不困难，完全能负担
得起老人的生活所需，但老父亲
就是喜欢上街乞讨，怎么劝怎么
拦都没有用。“不了解情况的人
还会觉得我太不孝顺了，真是有
苦说不出。”儿子无奈叹息。接
领现场，在工作人员和儿子的一
起劝说下，马大爷表示自己过完
年不会再上街乞讨了。

数九寒天，年关将近，气温
逐渐走低。杭州市救助管理站
在此向市民朋友发出倡议：如
果发现流浪乞讨人员，请及时
拨打 110 报警电话求助，或者
与救助站咨询联系。杭州市救
助管理站地址为西湖区西溪路
870 号 ，24 小 时 热 线 电 话 ：
0571—85227658。

“我想回家过年”
杭州市救助站助百岁老人返家

在救助站，工作人员为马大爷端上热菜热饭。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道 70
年沧桑巨变，70年创新图强。浙
江省对外贸易与新中国一起成
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货物进
出口总值从1958年的1689万美
元跃升至2018年的4324.8亿美
元，增长近2.6万倍；占全国货物
进出口比重从1958年的0.4%攀
升至2018年的9.4%；出口总额
已连续8年跻身全国前三甲，占
全国出口比重跃升至2018年的
12.9%。浙江省成为对全国外贸
增长贡献较大、较为稳定的主要
省市之一。

昨日，《新中国成立70年浙
江对外贸易发展报告》新书发布
会在杭州海关举行。该书是杭
州海关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和建关40周年、反映浙江外贸
发展伟大成就、鼓舞外贸发展信
心的献礼作品。

该书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
版发行。以详实的史料和海关
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文字描
述、图表展示等方式，全面回顾
总结和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
来浙江省对外贸易发展的历
程、特点、规律，以及取得的历
史性伟大成就。据介绍，该书
的发行填补了目前尚无同类题
材系统报告的空白，帮助读者
全面了解浙江省外贸发展历
程，进一步坚定信心，以期为新
时代浙江省新一轮高水平对外
开放，实现浙江省外贸高质量
发展，建设贸易强省提供经验
借鉴和决策参考。

货物进出口总值
增长近2.6万倍！

《新中国成立70年浙江对外贸易发展报告》首发

迈向梦想成真的伟大时代
——2020年新年献词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杨慈报道
剪下的头发如何变废为宝？温州
医科大学的学子发起了“娟发行
动”，将师生捐赠的头发交给公益
机构，定制假发后送给癌症化疗头
发掉落的患者。日前，笔者从温医
大了解到，“娟发行动”开展两年多
来，已有66名志愿者捐献秀发。

几个月前，年仅27岁的小璐
被检查出白血病。治疗期间，因

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脱落殆尽，
让她心情低落。11月27日，志愿
者给小璐送上了一顶定制的假发
套，这顶假发是温医大10位女生
剪下自己的秀发制作而成。戴上
假发套的小璐似乎又回到了未患
病前的状态，换去病服，拍了一条
短视频，视频里她俏皮可爱，还跳
起手指舞。

“不仅是给患者送去‘假发’，也

是给患者送去关怀和支持。”温州医
科大学杏林青年志愿者服务社指导
老师王晨旭道出此项行动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患癌人数逐年
走高，由于化疗的副作用，患者常
常遭受严重脱发，不仅带来生理
上的痛苦，也让许多病人尤其是
女性产生心理上的失落与苦恼。

“娟发行动”团队成员卢晓介
绍，温医大“娟发行动”起源于学

生们的创意，最早志愿者捐献的
“假发”交由上海公益机构处理，
再赠予患病脱发的患者。现在，

“娟发行动”团队有自己的“发
库”，有储存“真发”的固定理发
店，并自己联系假发厂制作，整个
行动更加严谨，也更注重与患者
的“亲密接触”。

“只有长于30厘米才能达到
捐发条件，也就是说，这些捐发者

的头发至少要养三四年。”王晨旭
说，对捐赠的头发，他们要求不能
染、不能烫，讲究白发比例，捐发
一束超过30厘米。

“娟发行动”开展两年多来，
已有66名志愿者捐献秀发，志愿
者人数已达300人，不少人为了捐
发特地在蓄发。志愿者呼吁更多
爱心人士加入“娟发行动”，为患
病脱发者送去一份生活的自信。

温医大300名师生加入“娟发行动”
志愿者捐赠秀发为患病脱发者定制假发

“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记台州杂交水稻育种奠基人陈玉虎

陈 玉 虎 ，1929 年 出 生 ，
1952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
院。曾任台州地区农科所（现
台州农科院）所长、研究员；水
稻育种家，主持选育的6 个品
种和组合获省级、部级和国家
级科技成果奖。其中主持的

“汕优 10 号”获农业部及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多次获“浙
江省先进工作者”和“台州地
区技术拔尖人才”称号，并获
浙江省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今年，他荣获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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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机场年旅客
吞吐量突破4000万

进入全球最繁忙机场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