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2年4月11日 星期一 责编龚爱秋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 要闻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上接02版）

一张习近平总书记的照片感动了无
数国人。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坐在主席台前排的习近平总
书记起立转身，带头向坐在主席台后区受
表彰的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代表鼓掌
祝贺，表达敬意。

记者的镜头定格了这一直抵人心的
瞬间。这是对英雄模范的礼赞，更是对人
民群众的致敬。

深知“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向人民问计、听人民心
声，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开始走上地
方领导岗位，担任正定县委书记。这位年
轻干部的作风令人耳目一新。

“习书记从不在办公室闲坐。”
当年的县委办干部回忆说，习近平经

常带着县委工作人员搞调查，“特别选在
县城大集的时候，在大街上摆上桌子，拉
着来赶集的老百姓做调查”。县委机关大
门也总是敞开的，背着粪筐的老农径直进
来同习近平交谈。

眼睛向下、走进群众，成为习近平从
政一以贯之的品格。

在宁德，为听到偏远乡村的百姓心
声，沿着柴刀砍出的荆棘山路“三进下
党”；在福州，要求机关单位公开电话，解
决群众反映的办事找人难、打电话难问
题；在浙江，带领省级领导“下访浦江”，主
动倾听来访群众反映的矛盾问题……

2016年全国人代会审议现场，习近平
总书记用了20分钟向一名村党委书记了
解当地发展情况。

“牛羊育肥期几个月”“村党委有多少
人”“种什么庄稼”“水产养殖怎么发
展”……总书记掰开了问，青海贵德县大
史家村党委书记毕生忠揉碎了答。

一场解剖麻雀式的现场调研，习近平
总书记眼光触及基层治理每个角落。问
得如此之细，正因深知“在人民面前，我们
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

2013年至2022年，十年全国两会，
习近平总书记53次参加团组审议讨论，
听取约400位代表委员发言，同大家共商
国是、汇聚众智。

“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群众中
来。”人民的所思所盼装在总书记心中，融
入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

2020年9月17日，湖南长沙，九所宾馆。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请来基层代表，听取

大家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
他们中有乡村教师、农民工，也有货

运司机、种粮大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道急难愁盼、谈难点痛点、提解决办法。

“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
限的创造力。大家讲得很鲜活，很符合实

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有关方面认真研
究加以吸收。

盘玖仁参加了那场“沾泥土带露珠冒
热气”的座谈会，他向总书记提出了“加强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议。如今，他所
在的湖南省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里来了
新老师，师资力量得到加强。

为起草好“十四五”规划建议，当年7
月到9月，习近平总书记接连召开7场专
题座谈会，听取方方面面声音；首次就五
年规划编制进行“网络问策”，网上留言
100多万条。

人民领袖虚怀若谷、一片赤诚，激发
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凝聚起亿
万人民的智慧。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
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习近平总书记曾引
用这句古语，阐明人民的力量。

在宁德，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
飞”，激发闽东人民“人一之，我十之”的发
展干劲；在浙江，弘扬“枫桥经验”，号召

“依靠发动群众，建设平安社会”；抗击台
风，强调“军民团结一心”，筑牢抵御自然
灾害的坚固堤坝……一路走来，习近平始
终真心相信、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

从谢小玉这个“00后”小姑娘身上，总
书记又看到了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的力量。

两年前的春节，放假回家的谢小玉赶
上疫情，主动报名成为武汉东湖新城社区
最年轻的志愿者，为近200户居民跑腿儿
买菜、买药、取快递。

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

汉见到了谢小玉和基层民警、卫生服务站
医生、下沉干部等代表。听了谢小玉的汇
报，总书记深有感触：“过去有人说他们是
娇滴滴的一代，但现在看，他们成了抗疫
一线的主力军”。

总书记还为大家加油鼓劲：“人民战
争要靠人民共同来打。大家夜以继日、不
辞辛劳、默默付出，悉心为群众服务，为遏
制疫情扩散蔓延、保障群众生活作出了重
要贡献……”

“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
的是中国人民。”

星火成炬。从“90后”“00后”青年一
代到古稀老人，从白衣天使到人民子弟
兵，从科研人员到社区工作者，涓滴之力
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

为人民而战，靠人民而胜。
从实现摆脱贫困的千年梦想，到抗击

百年不遇的世纪疫情，再到贡献无与伦比
的冬奥冬残奥盛会，亿万人民的支持参与，
正是中国共产党无往而不胜的力量之源。

矢志复兴、积健为雄，团结兆亿、抖擞
神州。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2022年1月30日，壬寅虎年春节即将

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一席讲话虎虎生
威、振奋人心：

“只要14亿多中国人民始终手拉着手
一起向未来，只要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
始终与人民心连着心一起向未来，我们就
一定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人刮
目相看的奇迹！”（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紧紧依靠人民，团结引领人民

“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要
汇集和激发近14亿人民的磅礴力
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从高速、高铁“大动脉”到农村公路
“毛细血管”，5年来，四川交通发生着历
史性跨越。作为历史的见证者，5年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一直“在路
上”，记录着四川交通的恢弘巨变：在首
发动车上，记者见证了首条南向出川高
铁通道——成贵高铁通车；在复兴号列
车上，记者记录了成渝双城62分钟高铁
直达的历史性时刻；在正式开通前，记
者提前试跑汶马高速全线，真切感受成
都至马尔康时空距离从7小时缩短至3.5
小时……

从无到有、由慢到快，时空距离不断
拉近，这是记者在无数条路上感受到的
四川交通变化。4月7日，“踔厉奋发新时
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主题采访活动正式
启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整装待
发，将继续在车厢里、路途中，通过脚踏
实地的丈量，记录独属于四川交通的蝶
变瞬间。

过去5年，记者有幸见证四川交通的
诸多“从无到有”：成贵高铁、绵泸高铁内
自泸段通车，川南宜宾、自贡、泸州迈入

“高铁时代”；仁沐新高速马边支线、峨汉
高速峨眉至峨边段通车，结束了小凉山
马边、峨边不通高速的历史；凉山州阿布
洛哈村车路双通，则实现了全国所有行
政村有了通村公路。

交通线路不断加密的同时，质量和
速度也在不断提升。2020年12月24日，
成渝高铁完成提质改造，成渝双城实现
62分钟复兴号直达；同年12月31日，成
渝高速迎来又一次升级，“双核”间第四
条高速通道——成资渝高速通车；2021
年12月15日，成乐扩容项目眉山至乐山
段通车，成都至乐山实现八车道畅跑。

一组数据，更直观地展现了四川交

通五年之变：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从2016
年末的6500公里增长到2021年末的
8600公里，高速公路出川通道达到26
条；高铁建设步入快车道，通车总里程超
过1700公里。

简单的数据，却难以展现交通建设
背后的艰辛与不易。集合了四川盆地、
秦巴山地、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
原多种地貌单元，谷岭最大高差达到
7300米，四川复杂多样的地形成为筑路
的最大阻碍。

在每一个施工现场，这样的阻碍变
得更为真切：海拔超过3600米的久马高
速查针梁子隧道，工人必须克服高海拔

和零下36摄氏度极低气温带来的身体不
适；成兰铁路跃龙门隧道，线路穿越龙门
山地震断裂带，打了整整9年左线才贯
通；峨汉高速大峡谷隧道最大埋深1944
米，工人不得不像“捉迷藏”一样躲避突
如其来的“岩爆”。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就是在这样恶
劣的条件下，四川交通人逐步建立起“四
向八廊”的交通路网，实现从蜀道通到蜀
道畅的梦想。

未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将
继续关注成昆铁路复线、成兰铁路、成达
万高铁、成自宜高铁、久马高速、峨汉高
速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进程。

“在路上”记录四川交通5年之变
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记录这五年：我们准备好了

▲泸定大渡河大桥。

◀绵泸高铁内自泸段
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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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互联网法庭成立一周年
案件平均审理天数缩短到28天左右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宋潇）4月10日，
记者从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成都互联
网法庭）获悉，4月9日，成都互联网法庭召
开成立周年“云端”新闻发布会。会议通
报了成都互联网法庭成立一周年各项工
作开展情况。

会议指出，一年来，成都互联网法庭
聚焦天府中央法务区高地建设，探索建立
与互联网纠纷相适应的诉讼服务机制，深
化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运用，推动网络
空间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搭建智慧审判平台创新全流程在线
审理模式，推动“区块链+可信电子证据”
平台建设，审判质效大幅提升，案件平均
审理天数缩短到28天左右。“基于区块
链+5G技术在成都互联网法庭的应用建
设”荣获全国“2021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
法院创新案例”。

树立网络空间裁判规则利用管辖集
中化、案件类型化、审理专业化的优势，法
庭审理了一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推
动规则树立的数字经济纠纷案件，推动互
联网金融类案智审，实现批量审核立案或
者转调解、批量送达、排期、开庭、裁判文
书自动生成、批量结案并一键转执行，案
件平均审理周期缩短9-15天。

构建线上线下交互的司法便民体系
打造成都互联网法庭电子诉讼平台和“四
朵云”司法服务平台，广泛应用“非接触式”
诉讼服务，方便群众诉讼。截至目前，电子
诉讼平台注册人数达近3.3万人，辐射互联
网企业8000余家，网民近2000万，保障“成
德眉资”近2万亿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诉讼源头治理，签订诉前纠纷一
站式化解合作框架协议，首创西部微法
庭，依托社区、律所、企业等网点投放，构
筑“一心多点”立体式的区域诉讼服务网
络，为诉讼参与人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
实现互联网纠纷协调在线联动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