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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9月酒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4.71%
本报讯 11月23日，中国轻工业网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1—9月，酒的制造

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4.71%。其中，酒精制造业同比降低 89.33%，白酒制造业

同比增长28.28%，啤酒制造业同比增长15.12%，葡萄酒制造业同比增长6.22%。

初冬时节，西安交通大学梧桐大道，
金黄的树叶翩然而落。一株株高大挺拔
的梧桐树，正是60多年前交大西迁时自
南方运来栽下的。当年手腕粗的小树
苗，如今已是参天大树。

上世纪50年代，一批交大人响应党
和国家的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从上
海迁至西安，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不远处的交大西迁博物馆内，2000
余件展品、图片，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
交大老教授的联名来信作出重要指示，

“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
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
量。”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为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点赞。

2020 年 4 月 22 日，在陕西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走进
交大西迁博物馆，参观交大西迁的创业
历程和辉煌成就展，亲切会见了14位西
迁老教授。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
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
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义。要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立德树人，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努
力培养更多一流人才。习近平总书记
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
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
代人的历史功绩。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1956 年 8 月 10 日，上海徐家汇车
站。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带
着行李，冒着酷暑，挥别上海，登上了开
往西安的专列。

交大西迁博物馆里，一张薄薄的乘
车证，记录了师生们走过的长路。乘车
证的左上角是高楼和书桌的图案，右下
角是一辆疾驰的列车。上方的一行字格
外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
北！”这10个字，鲜明地揭示了西迁的主
题。

上世纪 5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从
国内外形势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业建
设布局等方面考虑，作出了交通大学迁
往西安的决定。从沿海都市前往西北内
陆，充分了解西迁的意义后，交大师生义
无反顾背起行囊。

“当时，包括交通大学在内的一大批
单位内迁，是事关全局的一项重大决策，
目的是将先进科技和优秀人才汇聚到西

部地区，服务工业建设，完善新中国的高
等教育格局。”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与大学
文化研究中心主管史瑞琼说。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祖国
每一块土地都是我们安家的地方。我们
全班30位同学向党宣誓：我们不但要安
心愉快地迁往西安，而且将以更大的决
心，更坚强的意志向科学堡垒进军！”这
封交大电制 56班全体同学致时任校长
彭康的信，充分体现了青年们投身西部、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情和决心。

回忆那段岁月，许多亲历者依然心
潮澎湃。“当时国家一声号召，我们觉得
这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就背上行囊，满腔
热血一头扎进来了，一扎就是一辈子。”
西迁老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史维
祥回忆道。今年87岁的胡奈赛教授说：

“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国家培养了我
们，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这
很光荣。”

据介绍，在交通大学西迁历程中，学
校党委领导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领导作
用，交大1956年第二届党委17位党委委
员中，有 16人迁到西安。一大批教师、
学者发挥带头作用，1956年交大在册的
教师中，迁到西安的有537人，占总数的
70%以上。在老师的率先垂范下，学生
们也一起迁往西安。

“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和
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投
身西北建设，铸就了伟大的‘西迁精神’。”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燕连
福表示，“西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当代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
奋斗情怀的真实写照。

“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

在交大西迁的历程中，无数可歌可
泣的事迹，筑成了“西迁精神”的丰碑。

广大西迁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坚
决拥护党的决定，无怨无悔扎根西部，展
现了勇于担当的精神。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
黄河长江……我们在火车上唱着《歌唱
祖国》，来到西安！”今年 89岁的卢烈英
教授回忆，当年，交大校园里流传着几句
感人至深的话：“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
动”“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
去哪里”“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
是家”……在他看来，西迁的顺利，源自
师生胸中澎湃的爱国情怀和听党话、跟
党走的坚定决心。

卢烈英记得，被誉为“中国电机之
父”的钟兆琳教授，迁校时已50多岁，他
安顿好常年卧病在床的爱人，踊跃报名、
带头西迁。钟兆琳曾说：“我们要到西安
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支援西北，每个教
师都有责任，希望大家克服困难负起责
任来！”这种表率作用，鼓舞、激励了许多
师生。

西迁队伍中最年轻的教授陈学俊，
与夫人毅然将位于上海牯岭路的房子交
给上海市房管部门，带着 4个年幼的孩
子来到西安。“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黄土
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这些都
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陈学俊坚
定地说。

交大西迁后，广大师生艰苦创业，克
服重重困难，用青春和汗水在西北建设
起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展现了矢志不
渝的奋斗精神。

当年，学校的条件比较艰苦：马路不
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用水紧张，洗脸
水得到工地上去端；冬天，教室仅靠一个
小炉子取暖……尽管如此，师生们却精
神饱满，干劲十足。

“大家心里想的只有一条，就是发扬
老交大传统，在教学上切实保证高质
量。”今年86岁的马知恩教授回忆，交大
一批老教授不仅学术拔尖，还有很强的
敬业精神，对教学热情投入、尽心尽力。

“在师长们的带领下，我们这批当年初出
茅庐的年轻教师慢慢成长起来，也用‘西
迁精神’带动后来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迁精神”影响
了一代代交大人。据介绍，西迁 65 年
来，西安交大为国家培养了近 30 万人
才，2020 年在中西部工作的毕业生达
55%以上，为国家的西部发展战略提供
了重要的人才支持。

“西迁是艰苦的，但艰辛的磨砺、严
峻的考验，恰恰成为西迁人搏击、攀登与
创造的强大动力。师生员工们用汗水换
来的，是事业的甘甜、精神的升华。他们
以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无私地报效祖
国人民，以崇高理想和满腔热血铸就了

‘西迁精神’。”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专家贾
箭鸣说。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方向”

位于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的西迁广
场，常有师生在此驻足凝望。一幅幅浮
雕上，西迁历程仿佛就在昨天。

夜幕降临，“西行之履”雕塑上的脚
印渐次点亮，如西行足迹一步一步向
前，提醒广大师生，“西迁精神”要代代
传承。

“交通大学许多西迁前辈已经长
眠，当年西迁的年轻师生已步入耄耋之
年，但‘西迁精神’迄今仍深深激励着广
大师生员工。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
献智慧和力量，是对‘西迁精神’的最好
传承。”西迁老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原党

委书记潘季经常向年轻学子讲述西迁
经历。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微宣讲团”
成员邓瑞明说：“我们也要讲好西迁故
事，并用实际行动为‘西迁精神’注入新
的活力！”

大力弘扬“西迁精神”，要抓住新时
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
业，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功绩。

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思政课上，教师
们邀请西迁老教授进课堂，将“西迁精
神”融入思政教育；实验室里，师生努力
破解“卡脖子”难题，攻关重大科研项
目；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研人才
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打造高
质量教师队伍，助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西安交大发起成立“丝绸之
路大学联盟”，已吸引 37个国家和地区
的 150 余所大学加盟……“西迁精神”
的新传人，用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前辈
留下的精神财富。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方
向，要让‘西迁精神’在团队中代代相
传！”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
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部主任管晓宏领
衔的网络化系统工程团队取得丰硕科
研成果，为推动我国能源电力系统安全
优化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我而言，‘西迁精神’意味着到
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将个人的科研理想
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
地上。”青年教师许领围绕重大工程建
设需求，开展黄土地质灾害机理与防控
技术研究，为黄土地区防灾减灾提供科
技支撑。

“党的事业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到
哪里！”2020年“最美高校辅导员”库来
西·依布拉音经常开展就业宣讲，引导
学生将爱国情转化为报国行，主动选择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许多高校毕
业生在“西迁精神”感召下，前往乡村支
教，或参与农业科技推广，为当地带来
活力和希望。

如今，历久弥新的“西迁精神”激励
着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新时
代，为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2018 年 12 月，交大西迁博物馆正
式对外开放，成为人们学习“西迁精
神”、传承“西迁精神”的重要平台。截
至目前，博物馆参观人数已达 46 万人
次，网上展馆浏览量达 60 万次。厚厚
的留言簿上留下了参观者的心声，陕西
省丹凤县第一小学党支部的党员们写
道：“‘西迁精神’激发了我们努力为教
育事业作贡献的信心和决心！”

西迁已成历史，前行永不止步。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已经开启。让我们大力弘扬“西迁精
神”，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
代人的历史功绩！

（人民日报）

家里东西又多又杂，希望居住环境更整洁、空间利用更合
理，但又不知道如何整理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况，现在不少人
会选择请整理收纳师上门，提供设计收纳方案，规划室内物品
布局，从而带来更好的居住体验。

今年年初，人社部在“家政服务员”职业下增设了“整理收
纳师”工种，去年还新增了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社群健康助理员
等新职业。如今，这些服务业领域的新职业、新工种已为越来
越多人所熟知。

近年来，各类新消费群体不断涌现，消费者的个性化、细分
化需求持续彰显。就拿家政服务业来说，一部分消费者已经不
单满足于过去常规的上门打扫服务，对个人生活所在空间的舒
适性、合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基于这一部分细分需求，
整理收纳师应运而生，整理收纳成为一种蕴含着科学空间规
划、生活美学的新消费领域。除此之外，护理、管家、理财等专
业服务模式的出现，也反映出家政服务业抓住市场细分需求，
向中高端方向升级的趋势。

可以说，个性化、细分化的消费需求一直存在，但想要更好
满足这些需求，离不开技术的升级和行业生产组织效率的提
高。不少传统家政企业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供需精
准对接，优化内部管理流程，有效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服务业
多个行业领域也在想方设法捕捉并满足细分需求，在开辟新蓝
海的同时，也助推行业自身转型升级。

其实，不单是服务业，在其他行业领域，细分需求也正推动
供给方不断改进自身生产组织方式，让传统行业迎来更多机
遇。在农业生产领域，新兴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连接起生产者
和消费者，让消费者体验田园劳作，收获新鲜农产品。在制造
领域，一些企业利用大数据系统开展反向定制，消费者提出需
求，厂商按需生产，为行业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

消费者亟待满足的新需求，便是对行业提出的新要求。当
前，市场细分越来越明显，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为消费增长的
重要趋势。相关行业企业还需沉下心来，对接细分需求，持续
提升竞争力，实现自身发展，进而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韩春瑶）

为切实保障今冬明春特别是元旦春
节、冬奥会及全国“两会”期间蔬菜等“菜
篮子”产品市场供应、价格平稳，近日，农
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
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切实抓好冬春蔬菜生产 确保“菜篮
子”产品保供稳价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部署蔬菜等“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
工作。

《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地方属地责
任，将做好今冬明春蔬菜等“菜篮子”产品
保供稳价作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

的重要内容，统筹抓好生产发展、产销衔
接、流通运输、市场调控、质量安全等各项
工作。要稳定提高蔬菜自给能力，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菜地面积稳
定、质量不断提高。要强化蔬菜应急生产
和供应能力，制定完善本地区蔬菜生产和
市场供应的应急预案，保障市场供应平
稳、价格基本稳定。

《通知》强调，要分区分类抓好冬春蔬
菜生产。“南菜北运”基地要充分发挥冬季
光温优势，挖掘冬闲田资源，因地制宜扩
大冬季蔬菜生产，增加对北方地区的调出
量。北方设施蔬菜主产区要稳定增加日
光温室、塑料大棚等设施蔬菜生产面积，
增加冬春地产鲜菜供应量。大中城市要
提早研判自然灾害和突发疫情影响，提早
安排速生叶菜等应急保供蔬菜生产，增加
上市量。要及早制定应对“拉尼娜”防灾
应急预案和病虫防控方案，做好化肥农药
等物资储备和技术准备，加强分类指导服

务，提高蔬菜产量。要加强质量安全监
管，严把投入品源头关，大力推行科学用
肥用药，严把市场准入关，严格落实农批
市场入场查验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进货
查验要求，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通知》要求，要加强蔬菜生产、市场、
储备等信息监测调度，适时发布产销信
息，搞好产销衔接，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政策，确保区域间快速调运，
防止出现卖难和断供。要加强部门协作
和宣传引导，确保蔬菜等“菜篮子”产品供
给安全，维护正常社会秩序。 （新 华）

多部门发联合通知 确保“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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