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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双城记”川渝合作提速

在最近一次实兵对抗中，面对蓝
军多重设障、层层阻击，参与攻坚任务
的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王杰班”车组
顶住强大火力，直插纵深，帮助后续部
队进攻成功撕开突破口。

56年前，王杰在组织民兵埋排雷
训练时，现场突发意外。生死瞬间，为
保护他人，王杰用生命践行“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誓言。

56年来，王杰精神激励着英雄部
队不断创造辉煌。

10余万字日记是践行“两不
怕”精神的生动写照

王杰，1942年出生，山东省金乡县
人。1961年入伍来到原济南军区装甲
兵某部工兵营一连，连续3年被评为

“五好战士”，2次荣立三等功。
1965年7月14日，班长王杰在组织

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包意外爆炸。危
急关头，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
武干部的生命安全，他毅然扑向炸药
包，献出了23岁的年轻生命。

王杰舍己救人牺牲后，他生前所
在班被国防部命名为“王杰班”。

当兵4年，王杰写下了350多篇、10
余万字的日记。“这些日记真实记录了
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是他践行‘两不

怕'精神的生动写照。”这个旅王杰事迹
陈列馆解说员谢梦琪说。

应征入伍，王杰写下了第一篇日
记——“人一生，能服从祖国的需要为
最快乐，服兵役是第一志愿。”

服役期间，王杰刻苦训练，仅两年
就考取了工兵五大专业技术“满堂
红”，第三年被原济南军区表彰为“郭
兴福式”教练员。

1965年，王杰在日记中写下“我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
人”。仅仅两个月后，他用自己的生命
践行了铮铮誓言。

201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
第71集团军视察时强调，王杰精神过
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
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
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王杰精神是众多新“王杰”涌
现成长的“催化剂”

英雄从未走远，他的精神永远传
承。

王杰生前所在连每次点名，呼点
的第一个名字永远是“王杰”。每逢重
大任务前后，官兵都要整齐列队，向老
班长宣誓、汇报。

“这是一种纪念和景仰，更是一种

传承和激励。”旅政委汤炜说，旅队始
终注重用王杰精神建队育人。新兵入
营，做的第一件事是参观王杰事迹陈
列馆，学唱的第一首歌是《王杰的枪我
们扛》，上的第一堂教育课是“弘扬‘两
不怕’精神，当好王杰传人”，读的第一
本书是《王杰日记故事选》……

正是这种传承弘扬，王杰精神成为
众多新“王杰”涌现成长的“催化剂”。

“王杰”涌现在战位上。
“王杰班”第31任班长、三级军士

长王大毛，刚转岗装甲步兵专业时是
个地道的“门外汉”，他坚持像王杰当
年“专挑坚硬的坦克道挖雷坑”一样苦
练硬功，很快熟练掌握了必备技能，能
操作10种轻武器。

上士谢彬彬，不断向王杰老班长
学习，在新岗位上迅速成长为旅“最佳
射手”，被集团军表彰为“新时代王杰
式好战士”。

“王杰”涌现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2020年夏天，洪水肆虐，九江、淮

南先后告急，王杰部队2000余名将士
星夜驰援，辗转近千公里，在人民群众
与洪魔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钢铁
长城。

一直以来，王杰部队官兵们勇救
落水群众、扑救山火、扶贫帮困的英雄
事迹不断涌现。

王杰精神是部队战斗力提升
的“加速器”

50多年来，王杰精神，历久弥新，激
励广大官兵不断精武强能，提升实战技
能，在强军路上留下一串串闪亮足迹。

4年前，“王杰班”由工兵班转型装
甲步兵班，换装某新型两栖步兵战车，
这是新的挑战。

聚焦转型，全班立下“三铁”规矩：
训练时间一秒不能少，规定时间外加
练；规定内容一个不能落，不达优秀不
罢休；训练强度一点不能降，每周2次8
公里武装越野，每月2次20公里拉练。

新装备列装不足百天，“王杰班”
首次实弹射击全部命中目标。

王杰精神激励官兵勇攀高峰。“王
杰班”率先在全旅开展“减员战斗训
练”，成为集团军首个“减员至7人不影
响战斗，减员至5人可继续战斗，减员
至2人能坚持战斗”的装甲步兵班，赢
得了走向未来战场的“资格证”。

如今，“王杰班”战士个个能在步
战车所有战位任意互换，成为集团军
班组训练标杆，成果在全旅推广。

王杰精神激发训练热情。旅队官
兵纷纷向“王杰班”看齐，跟“王杰班”
PK。特别是新体制运行以来，这个旅
瞄准战场，创新训练理念和方法手段，
从难从严摔打磨练部队。 据新华社

四川经济年度热词②

双城

榜样中国·2021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评选特别报道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王杰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2020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大力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2021年10月，《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公开发布，
标志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踏上了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一年多来，川渝持续深化谋划部
署，持续深化沟通衔接，持续深化工作
落实，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重点
领域和重点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
取得一批阶段性成果。

川渝合作提速
2021年共建重大项目67个

过去一年，川渝合力共谋顶层设
计，政策体系更趋协同，配合国家部委
编制的7个规划（方案）总体进展顺利，
综合交通发展规划已印发实施，两省市
共同编制的13个规划（方案）有序推
进。合作平台加快共建，积极推进10个
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功能平台建设，遂潼
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川渝
高竹新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泸
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均已批复设立，
并已全面启动建设。

2021年川渝合作共建重大项目67
个，1-10月已开工65个、开工率97%，完
成年度投资848.6亿元。集中开工40个
科技创新重大项目，总投资1054.5亿元。

川渝合力共推战略任务，基础设施

提速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
一体化发展”交通强国试点加快推进，
成渝中线高铁启动建设。现代产业体
系加快构建，印发实施汽车、电子信息
高质量协同发展实施方案。协同创新
能力提升，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启动建
设，西部（重庆）科学城、西部（成都）科
学城正式挂牌。国际消费目的地建设
亮眼，重庆获批全国首批开展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培育建设，重庆市渝中区、成
都市成功创建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
费示范城市。

生态环保扎实推进，联合编制“六
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两岸青山·千
里林带”生态治理工程加快实施，两省
市累计创建10个“两山”实践创新基
地。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共同做强中欧
班列（成渝）品牌，1－10月开行超4100
列，高水平共建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
放示范区。城乡融合深入推进，成都西
部片区、重庆西部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加快建设，两省市39个县（市、
区）有序开展改革试点。

“双城”影响强劲
新增注册企业达269万家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四川分别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19951.9亿元、38998.7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9.9%、9.3%，呈现稳中
加固、稳中提质、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企业的注册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一个区域的经济活跃程度。天眼查
数据显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20年
提出以来，截至目前，该区域新增注册
企业达269万家，企业数量排名前三的
城市分别为成都、重庆、绵阳，其次是宜
宾、眉山、南充。

分行业来看，“双圈”城市注册的企
业属于批发和零售业的占51.28%，其次
是住宿和餐饮业，间接反映出疫情后巴
蜀大地餐饮行业逐渐恢复往日生机。

聚焦到创新型企业，截至目前，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有超过25万家“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74%
的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

包括营商环境在内的公共服务也在
持续提升，210项“川渝通办”事项全面实
施，累计办理超430万件。截至9月底，已
有近3500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住院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超过2.5万家医药机构实
现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住房公
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要件简化为1张表，办
理时间由1个月缩短至3个工作日以内。
成渝城际动车日均开行78.5对、发送8.6
万人，重庆中心城区和成都主城公共交
通实现“一卡通”“一码通乘”。

快来为你心中的
四川经济年度榜样投票

12月1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主办的“榜样中国·2021四川十大经济
影响力人物”大型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浓厚的活动氛围展示着四川经济的活
跃与奋进。与此同时，封面新闻联合天
眼查同步推出2021年四川经济年度热
词盘点，用10个关键词带你回顾这一年
四川经济变化。

哪些人物进入候选名单？哪些经济
大事值得称道？12月6日，“榜样中国·2021
四川十大经济
影响力人物”投
票通道正式开
启，快来关注封
面新闻APP，为
你心中的经济
影响力人物助
力打call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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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洪崖洞夜景（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