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70 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

力前行， 创造了令世人赞叹的伟大奇迹。

正是亿万人民的奋勇拼搏， 汇聚起

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中国力量。 正因为

有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 中华民族必将

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秋日的深圳天高云淡， 比亚迪研发

中心紧张忙碌。

公司高级研发经理吴海平盯着眼前

光刻胶涂布设备的每一个动作———这关

乎一项新能源技术的升级研发能否成功。

曾经， 我们的先进技术完全靠引进，

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如今， 中国人攻坚克难， 科技实力

实现了令世人动容的飞跃。

袁隆平、 黄大年、 屠呦呦……中国

人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科技舞

台， 叫得响的重大成果如“春笋” 般成

长起来。

忆往昔， 岁月峥嵘。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 960 多万平

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创造的历史性成就，

已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70 年来，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 49.7 元， 增长至 2018 年末的

28228元， 名义增长 566.6 倍， 居民消费

实现从匮乏到富足的跨越。

———70 年来， 我国公路总里程从

8.1万公里， 增长近 60 倍至 485 万公里；

民航航线从 12 条， 发展至 4945 条。 背

着大馕、 骑着毛驴从新疆进京的经历，

已成永久的过去。

这巨变与跨越， 来自不舍昼夜的艰

苦奋斗———

清晨 6 点， 街廓四寂。 从澳洲空运

来的金枪鱼到达郑州机场。 经过清关、

理货、 检疫及分拨， 当天 18点就能端上

北京百姓的餐桌。

深夜 9 点， 乡野无声。 援藏干部梁

楠郁刚刚结束一场会谈， 接下来他还要

与来自浙江科技厅的人员， 商议怎样深

加工当地物产卤虫卵， 以特色产业带动

百姓脱贫致富。

“只要能把产业搞起来， 什么都值

得。” 他说。

这巨变与跨越， 来自代代接续的执

着追梦———

张廷铨一家三代都是建筑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 张廷铨脱下军

装， 转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人； 改

革开放后， 儿子张少侃子承父业进入中

建二局成为一名木匠； 如今， 孙女张敬

宜参与建设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即将通

航。

从祖父辈在长春建设工地斗冰战雪，

到父辈在大亚湾核电基地精益求精， 再

到张敬宜在新时代燃烧青春之火……追

梦的接力棒一代代传递， 汇聚铸就共和

国大厦的时代伟力。

这巨变与跨越， 来自始终昂扬的奋

进姿态———

在海拔 4800 米的西藏安多县气象

站， 有一口“金水井”。

上世纪 60 年代， 老一辈气象人陈

金水带着两顶帐篷， 在这里破开冻土，

树起了世界海拔最高的有人值守气象

站。

半个多世纪， 一代代气象人在这里

坚守， 记录风云变幻、 雨雪阴晴， 写下

上百万个反映高原气候变化的“数字天

地书”。

“在这高寒缺氧的地方， 没点儿老

西藏精神肯定干不了。” 新一代气象人、

现任安多县气象局局长王亚说。

大庆精神、 老西藏精神、 小岗精神、

抗震救灾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

70 年来，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锻造了

数不胜数的精神品牌， 筑成跨时代的伟

大成就。

70年， 一部亿万人民的奋斗史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人民携手

并进， 正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奔跑！

大潮奔涌起东方
———从壮阔 70年看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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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成就归功于

人民。” 新中国 70岁生日在即， 亿万中国人

心潮澎湃。 人们把热情注入字里行间， 由新

华社联合知乎发起的“你好中国·问答 70

年”， 邀请共和国勋章和诺贝尔奖得主屠呦

呦、 导演张艺谋、 中国第一位男子乒坛大满

贯刘国梁、 演员胡歌、 知乎创始人周源等各

领域代表人物， 用最关?的问题， 与网友一

起问答， 回首历史， 展望未来。 截至目前，

4.8 亿人次网友参与、 做出 2.6 万余个回答，

回答总字数超过 600万。

4 亿多人次网友记忆的点点星光， 共同

汇聚成 70年岁月的璀璨星河。

这是网友讲述的身边故事

活动中， 5 位名人一共提出了五个问

题， 无论是有哪些东西改变生活、 还是最让

人眼眶一热的歌曲、 最激动人心的比赛、 甚

或是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体验、 作为中国人的

骄傲瞬间……网友们都用自己的经历给出了

答案。 而这 5 位提问人， 也给出了自己答

案， 与网友一起互动。

一位网友说， 自己是替不上网的父母回

答。 他们出生在上世纪 50年代的京郊村庄，

儿时煤油灯、 蜡烛都不舍得点； 每天步行 5

公里去上学也很高兴， 毕竟爷爷奶奶那一辈

都没有学上； 他们会说改变生活的就是第一

次用上电灯， 发现米饭也能天天吃。

70年的巨变， 就发生在每个人身边。

这样的回答数不胜数。 回答字数超过

800 字的网友“长篇通讯” 超过 1300 篇，

最多的 1.6 万余字。 网友的亿万次参与、 万

千次点赞， 不只是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数字，

而是 70年间中国人发自肺腑的感慨。

网友“王瑞恩” 告诉记者， 在回答“有

没有一首歌让自己眼眶一热” 时， 立刻想起

自己在美国过春节， 一个人在住处， 听到

《我的祖国》 中“一条大河波浪宽”， 看着窗

外冰封的密西西比河， 就想起了在家乡沿着

珠江散步， 之前只觉寻常的东西， 那一刻突

然涌上心头……

他们的故事， 让更多人产生共鸣。 网友

生于不同年代， 长于神州各地， 但不变的是

记忆中的家国情怀， 被一个故事所点亮。

这是网友对历史的集体回忆

这是一些获得高赞同数的知乎网友留

言。

一名网友说， 祖父给地主放羊一辈子不

识字，生活范围大概是村子周围三十里；父亲

高中毕业回村里小学教书， 生活范围大概是

镇子方圆百里； 我一个少数民族山区的农村

娃， 怎么到北京做科研来了呢？ 从我一个普

通家庭的变化， 就能一窥中国的飞速发展。

一个人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 不同年

龄、 地域、 行业的 4亿多人次网友参与、 集

体写就的， 就成了历史。

———还记得恢复高考那两年 1000 多万

考生奔赴考场吗？ 一位 1977 年参加高考的

网友说： “我就是被高考改变命运的第一批

人。 如果没有高考， 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这

条近 6000 条点赞的回答背后， 是 40 多年来 2

亿多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还记得 1998 年那场牵动人心的长江

洪水吗？ 网友说： “1998 年， 洪水退了军车

开走， 父母的小卖店被老百姓买空， 所有人把

东西使劲往军车上扔。 后来我读书， 学到‘箪

食壶浆以迎王师’， 一瞬间就想到当年的车

流。” 这样的故事出现在人民需要的每一个危

急时刻。 一个网友说： “2002 年， 作为抗洪

战备部队在长江大堤上。 队长指着脚下的大堤

说， 死也得死在大堤上！”

———还记得 2008 年影响大半个中国的冰

雪灾害吗？ 网友说： “当时我就在广州火车

站， 几十万人滞留， 一个妇女严重不适， 是被

众人在头顶抬着传递出去的。” 2008 年开始，

从无到有， 中国建成全世界三分之二长度的高

铁网络。 2008 年雪灾中的春运， 是最后一个

无高铁时代的记忆……

如果把所有的回答装订成 30 万字一本的

“大部头”， 可以写 20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一部 600万字的叙事史诗。 记录了中国如

何从一穷二白一路走到今天稳居世界经济总量

第二的轨迹。

这是网友对祖国的真情告白

“新中国体育史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比赛是

什么？” 网友给出 2500多个不同的答案。 但一

位网友告诉记者， 70 年， 可能每个人都有让

自己激动的比赛， 但不变的关键词应该是“升

国旗、 奏国歌”。

70 年来， 中国发展日新月异。 让人意料

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的是， 一些经典的歌曲总

能超越时间。 数据显示， 引发网友共鸣最多的

歌曲还是 《我的祖国》 《歌唱祖国》 《义勇军

进行曲》 和 《七子之歌》 ……

在所有问答的高频词中， 有三个词排名最

靠前———“我们” “祖国” 和“中国”。 网友的

回答从家长里短到各行各业， 但有一种朴素的

情感， 一直未变。 每个人身后都是一个日益强

大的中国， 每个中国人都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

和推动者。

一位网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爱国不是

抽象概念， 爱国主义也不是假大空的东西。”

“我们” 成为高频词， 见证网友不仅“热爱”，

还在行动。

拍摄边防军人的网友看到“背着几十斤重

的装备、 默默守护祖国的军人在边境升起国

旗， 就感到了意义”； 参与航天工程的网友觉

得“风云、 神舟、 天宫、 悟空、 墨子、 嫦娥

……这些优雅的名字是对航天人最好的回报”；

一位东南亚华人感慨“从这几年海外同胞的境

遇转变， 要感谢奋斗的中国同胞” ……

参加问答的国务院国资委“国资小新” 认

为， 这是一次社会公众对生活的集体总结， 一

次全景式扫描， 也是一次对历史的集体致敬。

“让爱国、 庆生成为了网络舆论场的最大公约

数。”

一位网友说： “今年是问答 70 年， 但我

想， 只要中国继续发展进步， 这个‘问答’ 就

永远不会停止。 我非常想知道到国庆 80 年、

90年、 100年时， 我会给出什么回答。”

这是网友的期盼， 而历史会给出答卷。

4.8亿人次，600万字，网友这样表白祖国

□据新华社报道

实时结算医保个人账户、 办理养老保险事

务、 申领失业保险金……一张社保卡， 正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 截至今年 6 月底， 全国社保

卡持卡人数 12.77亿人， 社保卡普及率 91.5%。

1951 年 2 月 26 日，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

社会保险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

例》 颁布。 70 年来， 一系列政策措施颁布实

施， 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 看得见摸得着的

好处。 社会保障不断加强， 织就世界最大的社

会保障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

快构建， 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社会保障建

设成就举世瞩目， 一项项贴近民生、 直击痛点

的举措， 转化为老百姓心中满满的获得感。

一组截至 2018 年末的亮眼数字， 从不同

侧面勾勒出这张越织越密的社会保障网的“模

样”：

———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 基本实现全

民医保；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超过 9.4 亿人， 绝

大多数中国人的晚年越来越有保障；

———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近 2 亿人， 促就

业、 防失业、 稳岗位的兜底功能越发稳定；

———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到 2.3 亿人， 待

遇水平和覆盖范围持续稳步提升。

与此同时，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工作也取得了

初步成效，今年前 6 个月，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合计减费 1288亿元。

65 岁的安云宪今年没有像往年那样赶回老家

在窗口排队“摁手印”， 打开手机 App， “刷脸”，

不到 1 分钟， 在北京的女儿家里就完成了社会保

险待遇资格认证。 今年 9 月 15 日， 国家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安坐家中享受全国性、 跨地

区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不再是梦。

保障和改善民生， 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站在新起点， 这张全球最大保障网正越织越密。

70年，世界最大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

左图为 1977 年， 河北

石家庄分局石家庄列车段的
列车员邸敬茹为乘客送热水

右图为 2019 年 1 月

21 日， 在重庆西开往广州

南的 D1867 次列车上 ， 列

车员在车厢内为旅客送上新
春祝福

新中国成立以来， 伴随

着列车提速升级和车厢环境

改善， 列车员的着装与仪容

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现在，

列车员的作业流程更加规范

化， 力求为旅客提供更专业

的服务。 新华社 图/文

70年时光流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