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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身边的青年楷模

新华社哈瓦那 7月 21日电
（记者刘彬 李建敏）国家主席习
近平21日抵达哈瓦那， 开始对古
巴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21日晚9时许，习近
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哈瓦那何塞·
马蒂国际机场。 习近平受到古巴
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

议第一副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热
情迎接。古巴少年向习近平献花。

习近平指出，1960年，古巴在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率先同新中国

建交，开启了中拉关系新纪元。中
古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

验。当前，两国都处在各自发展关
键时期， 中古关系面临新的重要
发展机遇。 我期待在访问期间同
劳尔主席等古巴领导同志就双边

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 全面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经
验， 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作出长
远规划， 共同开创中古互利友好
合作新时代。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
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古巴大使张拓也到机

场迎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委内瑞拉

的国事访问后抵达哈瓦那的。离
开加拉加斯时， 委内瑞拉总统马
杜罗率多名政府部长和三军高级

将领为习近平送行。 机场举行隆
重欢送仪式。 习近平在马杜罗陪
同下检阅仪仗队。随后，两国元首
登上检阅台。 乐队奏中委两国国
歌。 两国元首依依话别。 马杜罗
说， 习近平主席对委内瑞拉的国
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成果超出
预期， 我和委内瑞拉人民倍感振
奋。 习近平感谢马杜罗总统及委
内瑞拉政府和人民的盛情接待，
强调双方要落实好这次访问达成

的各项共识和成果， 使两国人民
友谊更深厚、两国合作更宽广。

习近平和马杜罗出席中委高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闭幕式
新华社加拉加斯7月21日电

（记者李斌 朱庆翔）国家主席习
近平21日在加拉加斯和委内瑞
拉总统马杜罗共同出席中国-委
内瑞拉高级混合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闭幕式。
习近平祝贺会议取得丰硕成

果， 指出中委高委会作为两国政
府间重要合作机制， 参与和见证
了中委关系蓬勃发展的全进程。
10多年来，两国有关部门通过这一
机制对中委合作进行顶层设计和

统筹协调，使务实合作成为中委关
系的支柱和亮点。中国成为委内瑞

拉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石油进口国，委
内瑞拉是中国在拉美第四大贸易伙

伴 ，2013年双边贸易额是2001年的
25倍。 中方通过两国融资合作机制
支持了委内瑞拉220多个经济建设
和民生项目，并开展了一大批合作项
目。刚才，我和马杜罗总统共同见证
了一系列重要合作文件的签署。它们
就如一个个坚实的台阶，筑就两国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强调， 中国正在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这将为中委合作提供更多
空间。 我们欢迎委内瑞拉积极参与

到这一进程中来， 分享中国发展机
遇。中方愿同委方坚持真诚友好、肝
胆相照，加强务实合作，不断开拓进
取，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让我
们携起手来，牢牢把握机遇，共同开
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马杜罗表示， 习近平主席对委
内瑞拉的访问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取
得丰硕成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新台阶， 开启了委中
合作新时代。 委中合作是建立在兄
弟般的友谊和互尊互信互利基础上

的， 促进了委内瑞拉经济社会发展。
委方祝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

得的巨大成就，希望借鉴中国发展
经验，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欢
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兴业。 委方
对两国关系未来充满期待。

闭幕式前， 两国元首共同见
证了双方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涉及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矿业、农业、高技术等领域。

双方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关

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

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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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坐办公室” 投身海事一线

“女福尔摩斯”陈维：集装箱里“排爆”
本报记者 袁贻辰

如果不是网上一段介绍第16届
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的视频， 费腊
英怎么也想不到， 画面里那个戴着
防毒面具、 穿着厚厚防化服正在港
区查验货物的小个子， 是自家 “说
话细声细气、 性格内向文静” 的女
儿陈维。

视频里， 正是盛夏的上海。 外

高桥港区的气温常常飙升到40多摄
氏度， 取下防毒面具的陈维， 满脸
是汗， 头发也被汗水打湿， 结成了
一团。 眼瞧着视频里陈维跟身旁高
个子的男同事们有说有笑， 费腊英
却忍不住掉泪 ， “我以前都不知
道， 我心疼啊”。

这样的工作已经干了将近10
年， 陈维却一直瞒着家人。2002年，
这个浙江大学的“三好学生”考到了
浦东海事局政务大厅，亲戚、同学都
羡慕她 “去了上海的机关工作”。但

在2004年， 工作才满两年的陈维作
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政务大厅，
加入新成立的危防处。

同事一边倒的反对意见扑向了

当时才24岁的陈维： 外高桥港区的
一线工作往往就是跟危险货物打交

道， 这对身高只有1.58米的陈维来
说，“太难了”。甚至，有男同事当面
说她：“女孩子就老老实实呆在政务
大厅好了，上什么现场啊？”

咬住嘴唇， 陈维并不打算开口
争辩 。 这个骨子里有点 “雄心壮

志” 的姑娘知道， 2004年成立的危
防处在当时有特殊的意义。 在集装
箱运输高速发展之际， 部分商家受
利益驱使， 对危险品运输采取谎报
瞒报等行为。 而这些行为，“都对航
行安全和水域清洁造成极大隐患”。

瞒住父母，“想要为国家海事安
全做些什么”的陈维成了浦东海事局
危防处第一个一线女性工作人员。

从外高桥港区每年超过1500万
吨的吞吐量中， 找到隐匿在普通货
物中的危险品 ， 这就是陈维的工

作。 而这项类似 “福尔摩斯探案”
的工作， 一度让环境工程专业出身
的陈维 “吃了不少苦”。

在港区查验货物的过程， 用她
自己的话讲， 就像 “小矮人走进了
集装箱的森林”。 查验场是露天的，
梅雨季节的上海雨水不断， 每次去
查验回来， 工作人员的鞋子里都积
满了水 ， 个子不高的陈维更 “倒
霉”， 她的裤子常常 “全部湿透”。
查验时间一长 ， “第二天肯定感
冒”。 （下转6版）

女大学生的“田园梦”
林恩辉在葡萄园收拾葡萄（7月20日摄）。
林恩辉2008年毕业于厦门集美大学外贸英语专业。一次偶然的机

会，她来到海拔近千米的高山区———福建省福安市晓阳镇游览，发现这
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合发展生态农业， 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
2010年冬，在父母的支持下，她揣着“田园梦想”，来到晓阳镇开始创建
她的农业产业观光园———农博园。然而， 2011年，种下的50亩桃树因
管理不善全部枯萎，损失30多万元。

遭遇失败后，她并没有退缩，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与当地农民合

作，由农户提供土地，她提供资金和技术，利用钢架大棚科学种植高山
晚熟葡萄。林恩辉与12户农民合作，建起首批50亩栽培高山晚熟葡萄
的钢架大棚。当年大棚葡萄亩产值从6000元提高到了1.5万元，农民
户均增收1万元。

看到效益好，越来越多的农户来到她的生态园学习种植技术。林恩
辉抓住机遇成立农业合作社。2013年，“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使当地
葡萄再次获得好收成，效益是实行标准化管理前的两倍。如今，加入林
恩辉的合作社的农户达102户，改造葡萄园面积达900多亩。林恩辉希
望通过科学引种、科学管理，带动更多农民一起走致富路。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被“威马逊”洗劫的村庄
本报记者 刘 芳

几乎是一瞬间 ， 三江农场上
山村村民黄文敏就眼睁睁看着门

外的水涌到了半人高 。 7月18日 ，
他和老伴两个人， 带着5个小孩和
两位80多岁的老人在家， “家里的
青壮年只有两三个， 还都在外地打
工”。 面对40多年一遇的超强台风
“威马逊”， 黄文敏说， “这辈子都
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海水涨潮都没
这么大。”

上山村位于海南省三江农场，
是 “威马逊” 袭击的重灾区。 三江
农场有19个重灾村， 其中上山村在
“威马逊” 抵达的当天就有近300人
受困 ， 道路两旁全是被刮倒的树
木， 甚至连路边的一座电信基站也
被硬生生地刮倒了。

在海南农村， 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一处 “供台”， 大多在主屋大堂
上方高处， 距地面两米多。 水越涨
越高， 黄文敏只能带着一家人爬上
主屋的供台 ， 就在这个4米多长 、

不足1米宽的空间内， 一家老小绝
望地看着满屋漂浮的家具， 等待奇
迹的发生。

就在这时， 在附近一个镇打工
的小儿子黄奕兴正心急如焚地往家

赶。 家里老的老、 小的小， 5个孩
子中， 最大的孩子6岁， 最小的才9
个月， 他和哥哥现在是家里主要的
青壮年劳动力， 常常是 “老人、 孩
子 、 女人 ， 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
个， 这么大的台风， 家里怎么办？”
焦心的他们简直不敢想象。

黄文敏家的整个院落中， 距大
海较近的两间房全倒了。 在台风洗
劫后的7月2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
现场看到， 两间房的颓垣断壁还是
当天台风过后的场景。 即使是主体
结构得以保全的其他房间， 屋顶也
残缺不全，有的屋顶被掀翻了，在室
内抬头就可以看到天空。

黄奕兴今年刚结婚 ， 他和妻
子的婚纱照还挂在墙上 ， 房间里
已经空了 ， 所有的东西都被拿到
院子里晒着。 与这些潮湿的家电、

衣服 、 被褥隔着不远的 ， 是随海
水一同涌来的垃圾， 空气中散发着
一股臭味。

黄奕兴回到家中立刻开始抗灾

自救。 18日当天， 家里所有能吃的
东西都被冲走了。 一直等到19日中
午， 他才买到面包， 一家人总算吃
到了东西。

让黄奕兴想不通的是， 当时村
里通知时， 只是村长在村口小卖部
门前召集村民， “说是让大家要防
台风 ， 但海南这个地方经常有台

风， 很多人都没当回事， 还有一些
人根本就不知道村长来通知过”。

作为一个世世代代居住在海南

农村的村民 ， 应对台风都有一定
经验 ， “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压
着大石头或者钉着木条，只是不一
定会钉死，有的人家门前有大树，在
台风来临前也会剪去树冠”。 但这
场40多年一遇的超强台风 ， 让素
有应对台风经验的海南人， 也难逃
“魔掌”。

邻村贝坡村14岁的小姑娘陈焕
麟也经历了这样的惊魂一刻。 “我
家已经是村里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了， 台风来的时候， 我听到有人叫
我们逃， 但水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外公说不要逃 ， 这么大的水怎么
逃 ？ 于是一家8口人爬到供台上 ，
等着水退去。”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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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风灾后 为何红会身陷“舆情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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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灾水平有多高 救灾能力就有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