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5月 2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范德玉

广 告 部 ：5861508 13093338989 （ 联 系 人 ：缪 振 清 ）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铜 广 证 第 3407006 号 订 阅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所 ） 订 价 ：全 年 价 80 . 0 0 元 印 刷 : 铜 陵 日 报 印 刷 厂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义 安 大 道 北 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244000 电 话 ： 总 编 室 ：5861226 编 辑 部 ：5860131 （ 传 真 ） 办 公 室 ：5861227

文摘·广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
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实行消
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在
经济上、财政上日益困难。1940年冬，国
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
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对
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
围和经济封锁。毛泽东曾说，这一时期“我
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
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
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
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把发展生
产作为解决经济财政问题的关键，在边
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人更是
身先示范、参与生产，起到了良好的模
范带头作用。

毛泽东、朱德带头开荒种菜

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泽东虽然工
作繁忙，但依然带头开荒生产，缴纳公
粮，身先示范解决“吃”的问题。他在杨
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
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
拔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主席
要领导全国抗战，工作太过辛苦，便提
出要为他代耕。对此，毛泽东坚持要亲
自参加劳动，他说：“我一定参加开荒，
地点就选在我门口，只开一亩地，不多
也不少。我还能自己动手，坚决不要人
代耕。”

大家见毛泽东工作如此繁忙，还带
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便纷纷在窑
洞外开荒，中央机关所在的杨家岭掀起
了开荒的高潮，几乎每个窑洞外都可看
见整齐的菜地。

年过五旬的朱德也积极行动起来，

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组织了一个生产
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栽种
了十几种蔬菜。朱德是种菜能手，他不
但手把手教年轻人耕种，还带头拾粪，
一有空闲时间，就走进菜园里劳动。部
队中、机关里、百姓中纷纷有人来信要
求给朱总司令代耕，但他都不予接受，
他说：“生产任务可以自己完成，生产虽
然要花费劳动力，也是一件最快乐的
事，这对整个革命，对自己的身体都有
好处。按照生产计划，生产任务的完成
是完全有保证的。”

当时的报刊评论道：“总司令在生
产中的这种模范作用，感动了所有看见
他生产的人，成了推动生产运动，建立
革命家务的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
鼓舞着大家去创造奇迹。”

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学习纺线

陕甘宁边区一半以上百姓不懂纺
织，最初边区从棉布到针线都依靠外
援，虽然后来边区的纺织业有所发展，
但仍面临很大困难。为解决边区人民群
众“穿”的问题，中共中央号召干部群
众纺线，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
和任弼时不顾工作繁忙，坚持在空闲时
间积极纺线。

周恩来当时虽然右手有伤，但仍然
坚持带头学习纺线，摇着第三五九旅王震
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一边劳动，一
边积极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
不断钻研纺线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
棉条的湿度、装锭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
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
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他不但短时间内
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
时一起领导大家总结经验、提高效率，使

全体纺线同志的出品数量与质量都有所
提高。之后，周恩来和任弼时还专门召集
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他们
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
装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
验，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效率
提高了一倍。

为激励大家的纺线热情，不久在枣
园举行了纺线比赛大会。竞赛评比委员
会按照每个人纺线的数量和质量，将其
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三
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
虽然他们一再表示他们纺的线数量和
质量都不够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他们
不参加评比，但全体同志坚持按规定办
事，把他们评为纺线英雄，并把他们纺
的头等细线送交边区政府，在边区农工
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

每次有人关心起周恩来受伤的手
臂时，他总是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成
习惯了，疼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在周恩
来看来，劳动是最愉快的事。

陈云、张闻天带头参与生产

在大生产运动中，有些同志虽然也
参加生产劳动，但由于思想上还没有转
过来，在劳动中总是挑轻松、干净的活
干，脏活、重活、累活不愿意去干。中组
部在开荒生产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
是肥料不足，陈云等中组部的同志就带
头到处收集肥料，受到大家的赞扬。陈
云对一些不愿挑大粪、嫌大粪脏的人
说：“大粪是香的，能培养出新鲜的蔬菜
瓜果，不是会变成香的吗？”在陈云等人
的带动下，中组部收集的肥料“最早也
最多”，带动了各部门积肥工作的热情，
掀起了积肥高潮，为春耕播种做了充分

准备。
设在蓝家坪的延安马克思列宁学

院，因为学生们本是一群缺乏生产经验
与劳动习惯的青年人，所以起初在大生
产运动中落后于其他部门。学院院长张
闻天知道这一情况后，写信给马列学院
的同学，鼓励他们加紧生产。学生们在
他的鼓励下，全体动起来，采用强弱混合
编组、分组竞赛等办法，用一个多星期完
成开荒任务后，又采用上午学习，下午生
产，或隔三天五天劳动一天的办法，半农
半读，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调剂起来，
保证了生产与学习两大任务的完成。在得
知中央局缺乏农具的消息后，张闻天还自
费买了两把锄头，自带农具坚持参加生
产，他说：“生产不仅可以得利，而且是我
们一种很好的体力运动，比打球的运动还
要好些，因此对公家对个人都有很大的利
益。”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财政非
常困难，曾访问过陕北的美国记者埃
德加·斯诺说：“陕北是我在中国见
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
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美国学者马
克·赛尔登更是认为“1941-1942 年
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所带来
的巨大困难”几乎对中共是一次“灭
顶之灾”。但在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
下，通过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不
但走出了困境，更是由此进行了局部
执政的成功实验。在此期间，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率先垂范，不但带
动了生产高潮的到来，更成为党的优
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当时就
为人称道，也成为后来共产党员学习
的典范。

中国纪检监察报

率先垂范：大生产运动中的领导人

记者 5 月 24 日从工信部获悉,
为进一步严打电信犯罪, 工信部联
合公安部建立了涉及违法犯罪电话
号码快速通报关停机制, 对公安机
关通报的涉案号码在第一时间组织
电信企业(含虚拟运营商企业)进行
关停。

从数量上来看, 三大基础运营商
被关停的电话号码要多于虚拟运营

商, 但从被关停号码在所有用户中的
占比来看, 虚拟运营商的比例远远高
于基础运营商, 堪称 “电信犯罪重灾
区”。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三大基础
运营商合计用户数超过 10亿,因电信
犯罪被关停的号码为 85189 个, 在总
用户中的占比仅为 0.0085%左右,即
每一万个电话号码中, 被用来进行电
信犯罪的号码不足一个；而虚拟运营

商目前总用户数已突破 2000 万,被关停
号码 60202 个, 在总用户中的占比为
0.30%左右,即每一万个号码中被用来进
行电信犯罪的号码多达 30多个,是基础
电信运营商水平的 35倍多。

事实上, 虚拟运营商电话号码号段
成为电信犯罪重灾区已不是新闻, 今年
以来,工信部和 360、腾讯等互联网公司
先后发布报告提示, 虚拟运营商所在

的 170、171 号段,由于低资费,并且从
网上销售,实名制较少,开始被不法分
子利用, 造成了相当数量的非实名虚
拟运营商号码被用作广告推销和电信
犯罪。截至今年 4 月底,工信部已组织
电信企业对 14 万多个涉及通讯信息
诈骗等犯罪的电话号码进行了快速关
停。

法制日报

工信部封杀 14万涉及通讯信息诈骗手机号码

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 5
月 22 日在北京介绍，截至目前，中国
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 147 万平方公
里，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14.83%，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

当天，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
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
学院、国家海洋局七部门联合召开国
际生物多样性日暨中国自然保护区发
展 60周年大会。

陈吉宁表示，目前中国自然保
护区已初步形成布局基本合理、类型
比较齐全、功能相对完善的体系。中
国共建立自然保护区 2740 个，全国
有超过 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
型，约 89%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种类，以及大多数重要自然遗
迹在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保护，部分
珍稀濒危物种种群逐步恢复。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强
化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加大典型

生态系统、物种、基因和景观多样性保护
力度。

陈吉宁表示，环保部将着力完善自
然保护区网络，加快编制完成《全国自
然保护区发展规划》，全面提高自然保
护区管理系统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
优化保护区空间布局；并严格监督管理
和执法，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
环境管理。

同时，陈吉宁强调要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更好地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试点、
自然资产产权、自然资产负债表等改革
与自然保护区事业相结合，加快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确保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
纳入红线。

此外，中国将实施重大保护工程，加
大社区扶持力度，推动各级政府优先安
排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的新农村建
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项目，研究建立
自然保护区公共监督员制度。

中国新闻网

中国自然保护区约占国土面积 1/7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国家
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合肥）图形与
几何计算实验室及“创客空间”研究
小组，在 3D 打印（快速制造）领域取
得了重要研究进展，提出了一种“由
粗到细”的快速、廉价制造大物体的
技术。该研究成果论文已被计算机图
形学领域的顶级会议 “2016 计算机
图形学国际会议”接收，并将于 7 月
全文发表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顶级
期刊 《美国计算机学会图形学汇刊》
上。

3D 打印通过快速自动成型系统
与计算机图形数据结合，可以制造出
各种形状复杂的物体。然而，3D 打印
机打印尺寸有限，无法直接打印体积
较大的物体。与 3D 打印相比较，平面
激光切割虽然只能制造具有 2D 形状
的物体，但其制造材料成本低、切割速
度非常快。

中国科大研究小组结合 3D 打
印和平面激光切割各自的制造优

势，提出一种快速、廉价的分块制造大
物体的方法。据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
大数学科学学院刘利刚教授介绍，他
们将 3D 物体模型设计为内部的凸多
面体粗略部分及外部的精细部分，内
部的凸多面体由多个激光切割板块组
装而成，并通过三维自锁机制连接成
稳固的内部支撑结构；外部的精细部
分被剖分成多个部件，并用 3D 打印
机分别制造出来，然后贴附到内部支
撑结构上以保证物体表面的细节外
观。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比目前简单
的分块打印方法节省 60%的材料成本
和制造时间，并使得制造出的物体满足
所要求的连接强度、整体平衡性及可打
印性。该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快速、廉价地
制造体积较大且需定制的物体如雕塑、
雕像、电影道具、文物复制品等，且制造
物体的尺寸越大，节省的材料成本和制
造时间越多。

科技日报

3D打印新技术：

打印物体越大越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