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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9 月 12 日电(记者马剑、吴帅
帅)剃平头，拎一个公文包，脚步和语速比常人
快……这是记者眼里的“斜杠青年”杨建平。

“斜杠青年”指的是不局限于专一职业、
拥有多重身份的年轻人。通常，他们的个人介
绍用“/”表示其跨界实践。

杨建平多重身份不假，但已到“知天命”之
年。之所以仍叫他“青年”，是他的精神状态。

“我不过 50 岁嘛，还是吴兴区青年企业
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呢！”这位土生土长、乐观
风趣的织里人，经营着一个童装厂、一个面料
批发行，同时还兼任东兜村党支部书记、织里
童装商会会长。

杨建平真心感谢改革开放。他认为，正是
改革开放，让织里这个太湖南岸的小集镇，摇
身一变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童装名镇。

他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初，织里镇还没
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第一条马路也是用五
孔预制板拼接而成。1989 年，出身教师家
庭、捧上邮电局“铁饭碗”的杨建平借钱创
业，成为织里镇第一批童装企业家。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的青春年少恰逢

国家改革开放，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
好时代。”杨建平说。

当时恰逢第 11 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千
里之外的织里镇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家家户

户踩洋机赶制亚运裙、亚运衫。原先织里人以
制作绣花枕头、被套居多，1990 年亚运会成
为织里迈入童装时代的转折点，也是杨建平
事业的转折点。

“当时由于没有资金，我借了 1 万元。很
幸运，第一年我就赚了两万多，接下去我的生
意一直不错。”

1992 年 8 月，湖州市批准成立织里经济
开放区；1995 年，织里镇被国家体改委等 11
个部委批准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
位。织里掀起第二波创业浪潮，摘掉了“穷帽
子”，成为富裕村。

第一个装程控电话机，第一个买大哥大，
第一个买本田摩托车，第一个买小汽车、购买
厂房……杨建平在镇上创下多个“第一”。

员工也一同致了富。开始时，员工吃住都
在杨建平家里，家就是厂，厂就是家；床位不
够时，几个员工挤在一起睡。如今，杨建平的
员工都住进了有独卫、带淋浴房的空调房，夫
妻还有夫妻房，月工资也涨到了 1 万多元。

最让杨建平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自己
带出了近百个老板。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一根扁担闯天下”，到
如今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童装之都，织里镇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目前，这个南太湖岸
边的小镇有 1 . 3 万家童装类企业。2017 年，
织里童装产量为 13 亿件(套)，销售额 500 亿
元，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

“织里的发展和蜕变让我深刻体会到，
是大时代成就了织里和我们织里人。”杨建
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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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日，杨建平（左）在自己的童装厂里查看新款秋冬季童装。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9 月 11 日电(记者赵
焱、裴剑容)太平洋的浩瀚淼淼，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难以逾越的天然
障碍。直至远洋航海技术快速发展的十六世
纪，大量的中国商品、制造技术以及文化理念
才得以远渡重洋，抵达美洲海岸。直至今日，
源自中国的一些制作技艺和艺术审美依然在
南美洲许多地方流传。

如今，相隔万里已被现代化交通工具“攻
克”，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被赋予新生命而再度
繁忙。商品互通不在话下，各领域各层级的融通
成为新航标。丝路精神随之延伸，推动良性循环
发展，带动跨越大洋两岸的新合作扬帆远航。

忙起来，打造龙头项目

1565 年 10 月 3 日，装载大批中国货物
的第一艘马尼拉大帆船驶入墨西哥阿卡普尔
科港，从此开辟了亚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航
路。在此后 250 年间，中国的生丝、丝绸、瓷
器、棉制品等，深刻改变了这里的生产生活，
并且迅速辐射到今天的秘鲁、巴拿马、智利、
危地马拉、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地，一些原本
沉寂的港口快速活跃起来。

光阴荏苒，进入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一
带一路”倡议让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交流
和融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晨曦中，巴拿马科隆自贸区迎来忙碌的
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巨轮在码头上
装卸货物。中国岚桥集团投资建设的世界级
枢纽玛岛港，正位于巴拿马运河大西洋入口
的科隆自贸区。

在扩建项目工地上，巴拿马小伙塞萨尔
忙个不停。正是因为看好项目的前景，这位律
师出身的政府公务员今年年初辞去公职，毅
然加入了项目。妻子原本担心语言障碍和文
化差异会让塞萨尔无法融入中企发展环境，
但数月来，塞萨尔表现出的愉悦心情消除了
家人的担忧。

“一带一路”大大推动了中国与拉美的贸
易升级，玛岛港扩建意义愈发突显。按照扩建
计划，玛岛港将升级为运河大西洋侧唯一可
停靠 15 万吨级集装箱船的港口，将拥有 3 个
“超巴拿马型”集装箱专用泊位，项目一期建
成后年通过能力将达 500 万标箱，项目全部
完工后年通过能力将达 1100 万标箱。

萨塞尔发现，中企具有许多优点，例如勇
于创新、守时高效、重视总结经验、避免重蹈
教训、恪守规范经营、注重环保评估、承担社
会责任等。而且，中方员工与当地员工和谐相
处，互相尊重包容，易于融为一体。“前一阵巴
拿马踢进世界杯，中国老板还给我们放了假，
和我们一起给球队加油呢！”

奋进而亲和、努力而互助的环境通常会
产生意想不到的精神感染力，进而催生热火
朝天的创造力。塞萨尔发现，中国员工总是带
给他们一种劲头。项目伊始，岚桥集团就把目
标设定为打造“世界航运关键航线的‘咽喉’”，
这让当地员工兴奋不已，干劲十足。

跑起来，加速发展脚步

“许多原本‘无所事事’的当地民众，看到
中国基建设施的项目进展顺利，也开始加强
自身学习，希望有一天能搭上中国项目的‘顺
风车’，参与建设自己的国家。”塞萨尔说。

17世纪旅居美洲的意大利神父卡莱里
在日记中感慨道，大帆船贸易已经让阿卡普
尔科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海上第一港口”
“通往中国之梯”。卡莱里的评价并不夸张。史
料记载，16 世纪末，阿卡普尔科人口不到
250 户，而 18世纪末，阿卡普尔科的常住人
口已经超过 4000 人、市集贸易时人口可骤增
至 1 . 2 万。

小渔村蜕变升级的密码，正是商品的加
速流动。大帆船贸易鼎盛时期，每年有近百艘
中国船只满载丝绸等货物前往马尼拉，这些
货物随后又被装载在千吨级的马尼拉大帆船

上远航美洲，大大促进了商品的流动性和贸
易的流通力。

今天，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这样的“加
速”每天都在上演。看着崭新的列车以高速行
驶在崭新的铁轨上，工程师卡雷拉激动不已。

“阿根廷人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情结。阿根
廷是在铁轨上发展起来的国家，有铁轨经过
的地方便有了城市，而铁路的年久失修折射
出阿根廷经济的停滞和困境，”卡雷拉说，“与
中国合作是阿根廷走出困境的良方，更新铁
路系统是阿根廷完善贸易体系的第一步，这
是让阿根廷找回昔日繁荣的捷径。”

阿根廷是农业大国，拥有“世界粮仓”的
美誉，然而连接主要粮食产区与港口的老旧
货运铁路，一度成为阿根廷农产品走向世界
的障碍。大吨位的农产品不得不依靠卡车陆
运至港口，高昂的运输成本使阿根廷农产品
失去竞争力。

2011 年，阿根廷政府提出了旨在升级全
国铁路系统的“铁路振兴计划”。两年后，中国
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阿方签署贝尔
格拉诺铁路改造项目总承包合同，这条铁路
改造后，将使阿根廷北部地区快速连通东部
的罗萨里奥港口。

“提升安全性能和提高运行速度的效果
立竿见影，一些客户又重新选择了铁路运
输，”贝尔格拉诺货物运输公司副总经理赫尔
曼·哈纳切克说，“等到收获季节，货运量会更
大，小麦和大豆将通过铁路运往港口。”

亮起来，开启未来梦想

西班牙议会早期的一份记录显示，伴随跨
洋贸易，中国生丝源源不断地抵达墨西哥，为
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仅 1637 年，就有
1.4万人从事中国生丝的加工和编织工作。

自古以来，丝路的内涵，不仅仅是商品贸
易，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生活方式的更新，便
利了新技术的传播，创造了行业机遇，激发了

创新思维，更点亮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在巴西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阿尔科小

城附近，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正在搭建
一座电力基塔。远远望去，他们的身影，与电
力线融为一体，好似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

这是巴西美丽山水电站的一处建设工地。
美丽山水电站是巴西第二大、世界第四大水电
站。它是世界上仅有的几条特高压±800 千伏
直流输电线路之一，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特高
压输电技术“走出去”的“首秀”。美丽山输电线
路一期工程完美收官后，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又
独立中标全长 2518公里的二期工程。

两期工程将极大缓解巴西南部和东南部
用电难的问题，打造一条贯穿巴西南北大陆
的“电力高速公路”，惠及数千万巴西人。

工地上，工程施工人员几乎都是巴西人。
卡马戈便是他们中的一员。“很难说我们这个
团队是巴西的还是中国的，大家早已难分彼
此。我们相互配合和支持，保证了工程的顺利
完工，这是成功所在。”

这么大的工程，管理很关键。中方管理人
员大胆放权给巴西员工，不断激发他们的干
劲，取得了明显效果。

美丽山二期工程九标段项目中方经理鞠涛
说：“现在项目具体实施方案的很多决定权下放
给巴方管理层，因为他们更熟悉当地情况和法
律，也能够与巴西员工更好地交流，中方只在资
金控制和战略决策上给予决定性意见。”

“美丽山一期和二期两条特高压输电线
路解决了巴西东南部工业和民用能源危
机，”巴西中国与亚太地区研究所所长塞维
里诺·卡布拉尔说，“一座座基塔、一根根电
线不仅仅是输送电力，更是中巴两国人民紧
密合作的见证。”(参与记者：张启畅 、倪瑞
捷、吴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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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全球故事

▲ 9 月 12 日，河北枣强县恩察镇马坊村果农
在采摘秋月梨。 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

▲ 9 月 12 日，在河北邯郸市磁县禾下土脱毒红薯
种苗扶贫基地，农户在采收红薯。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 9 月 12 日，在江苏省海安市墩头镇新舍村，
藕农将收获的浅水藕装车。新华社发(向中林摄)

▲ 9 月 12 日，安徽呈坎古村村民在晒场上晾
晒农作物。 新华社发(施亚磊摄)

▲ 9 月 12 日，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闽南医
院——— 泉州市泉港区医院医联体，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派驻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龙飞在为患者诊疗。

近年来，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积极探索适合当地的医改
模式，由政府牵头，将原先基础薄弱的泉港区医院与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整合，在福建省内率先形成县区级政
府与省属医院共建紧密型医联体。

该医联体由政府与医院共担权责，一方面政府以协议形
式确保资金投入，另一方面，由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派
出骨干团队担任医联体行政和业务部门负责人，确保管理机
制、人才培养、诊疗服务等体系与省属医院接轨；通过信息化
改造，让省属医院与基层医联体在诊疗信息体系上互联互通、
无缝对接、共享资源。

据了解，通过整合提升，医联体实现引得来人才，留得住病
人——— 仅 2018 年上半年就新招医学院毕业生 35 人，彻底改变
医联体成立前招人难的尴尬局面，实现了脑肿瘤、脊柱等复杂
手术的常规化开展，一改医联体成立前医院只能开展疝气修
补、阑尾切除等简单手术的局面，让群众不出远门，初步实现了
大病在县区一级医院就诊。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影报道

福建泉州：

建 设 紧 密 型 医 联 体

促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新华社重庆 9 月 12 日电(记
者李松)因为心脏疾病，重庆云阳
县龙角镇的余琼最近被送到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
疗，病愈出院时，拿到了就诊费用
结算表。看着上面的报销金额，余
琼说：“享受了健康扶贫待遇，真
是大大减轻了医疗负担支出。”

此次住院，各类医疗费用加
在一块有 3 万元。出院时，一张数
字清晰、罗列详细的就诊费用结
算表自动生成，其中针对贫困群
众医疗保障的各项措施，得到一
一体现：除了居民医保报销了
0 . 36 万元之外，民政医疗救助、
扶贫济困医疗基金等保障措施，
又另外报销了两万多元。

长期以来，因病致贫、返贫是
脱贫攻坚面临的一道“拦路虎”。
在最高峰时，云阳县全县因病致
(返)贫人口有 4 . 3 万人，一人重
病，全家受累。

要让贫困群众在得了大病、
重病时，看得起、看得好病，首先
能做的就是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为此，云阳县在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的同时，集纳各方面
资源，形成了以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为基础，医疗救助、扶贫基金为
补充的健康扶贫保障体系。“其中
仅县级大病临时医疗救助机制一
项，每年就要筹集 2500 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大病医疗再报销。”云
阳县卫计委健康扶贫办主任赵昌
国告诉记者说。

“医疗保障水平提高，能减轻
贫困患者的治病负担；而报账流
程少、手续简便，又能让患者少跑
路，更顺心。”赵昌国介绍说，目前
医疗机构已实现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民政救助等系统互联互通，信息查询可以“一键点击”，
贫困群众家庭住址、人均收入、贫困状态等信息一目了然，贫
困患者可以“先诊疗、后付费”，出院时能“一站式结算”，不用
来回跑。

同时，云阳县卫生、扶贫部门在基层走访中还发现，在因
病致(返)贫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不需要长期住院的，
而需要在家里吃药治疗。药费，就成了这类家庭的主要负担。

“面对这种情况，县里专门出台政策，针对家庭特别困难、
丧失劳动能力或生理自理能力、不方便住院或不宜长期住院的
17种重大疾病或严重慢性病患者，每月按 100元到 500元的标
准给予药费补助，使贫困患者居家吃药得到治疗。”赵昌国说。

在云阳县凤鸣镇太地村，贫困户彭义安受伤后高位截瘫，
居家康复治疗以来，享受到 500 元/月的药品补助政策，同时
家庭签约医生针对彭义安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个性化治疗、护
理方案，并手把手地教他的妻子护理病人的方法。

“从 2016 年 9 月以来，全县居家康复药品补助人数达到
5920 人，落实补助资金 1400 多万元。”赵昌国介绍，依托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机制，县里特别针对长期卧床不起的重病居家
康复贫困人口，由乡镇卫生院医生、护士提供签约服务，定期
回访诊疗，提高居家康复治疗效果。

记者采访了解到，云阳县通过健康扶贫工程各项举措综
合施策，正在使不少贫困户从因病致贫的重压下逐步“翻身”，
贫困户县内住院实际报销比例达到 91 . 6%，全县因病致(返)
贫人口已从 4 . 3 万人减少至 0 . 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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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在给 60 岁的重庆市云阳县龙角镇泉水村村民
谭润清（左）测量血压（3 月 15 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 9 月 12 日，河北迁西县三屯营镇侯庄村农
民在收获板栗。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 9 月 12 日，安徽肥西县山南镇荷冲村农民在
采摘猕猴桃。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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