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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的底色
——长春以“绿色共享”理念促进城市生态发展

解锁幸福的密码
——“先行者”苏州探路小康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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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年代初，向小康奔跑

的目标悄然和苏州这座千年古城

结缘。

历经 40 多年改革开放，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先行者”苏州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提出的“经

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

度高”的殷切期望，经济逆势飘红、

城乡日新月异、百姓安居乐业，奋力

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漫步姑苏大地，幸福更有保障、

惠及群体更广，小康伟业起笔处描

绘着人间新天堂。

充实幸福的底色

驱蚊香包、布艺玩偶、针织挂

件……华灯初上，苏州市相城区“活

力夜集”一开市，“全职妈妈”陈萌就

开始出摊，售卖自己的手工作品。在

她身旁，躺在婴儿车中的宝宝好奇

地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潮。“既能陪宝

宝，又让爱好‘变现’，虽然辛苦，但

有一种充实的幸福。”

人间烟火气，最抚百姓心。在苏

州，人们对小康的感受真切而充实。

对于张家港永联村村民郭金南

来说，去年春天做的肝脏移植手术

犹如生活一道大坎。好在医保报销

后，村里又发放了4.5万多元医疗补

助款，大大缓解了全家的经济压力。

“从动手术到现在，几十万元医药

费，绝大部分都报销了。如果没有这

么好的政策，真不知道后面的日子

咋过。”

早在 20 年前，苏州就开始通过

“征地费转一点、财政贴一点、个人

出一点”等方式，大幅提升农村养

老、医疗保障水平，逐渐使其与城镇

职工社会保险并轨。

幸福，还蕴含于更多暖心的细节。

确认菜单、准备材料、烹制菜

肴、装盘检查……上午 7点半，苏州

工业园区娄葑街道的“居家养老爱

心厨房”一派忙碌景象。不到11点，

周边社区的老人们就吃上了热气腾

腾、营养均衡的爱心餐。

“社区精心用心，我们舒心省

心。”84岁的吴思勤收下社工送来的

配餐，告诉笔者，“一餐 12 块钱，政

府补助后，自己只要花几块钱，很实

惠。”如今，“爱心厨房”覆盖苏州24

个社区，送餐范围仍在不断扩大。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百姓幸福生

活的底气。2019年，苏州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近 2 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 3.36 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超2200亿元，进出口总额3100

多亿美元，在全国地级市中全部稳

居首位。苏州把近八成财政支出用

于民生，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和保障

水平。

要靠实干守护稳稳的幸福。昆

山吉纳尔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车间

内，工人们正忙碌地穿辐条、装车

架、安车座，流水线上自行车不断下

线。“4 月以来，出口订单量同比增

长近三成。”总经理葛雷介绍，企业

开足马力，生产计划已排到年底。

今年以来，面对全球疫情和中

美经贸摩擦双重挑战，苏州奋力“逆

风奔跑”。1至5月，苏州实际使用外

资 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7.5%，总

量、增幅均创历史新高；工业投资逆

势增长 27.8%，在 GDP 超万亿城市

中位居前列……危中寻机、砥砺前

行，苏州“保”的底线更夯实、“稳”的

格局更巩固、“进”的势头更明显。

校准幸福的坐标

7 月江南，细雨连绵。太湖边的

吴中区临湖镇上，“85后”徐峻育精

心打造的园艺花园中心游客不断。

2009 年，他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

如今企业年销售额超千万元，“农村

水好、空气好、发展机会多，很多朋

友都羡慕我这个‘花郎’嘞！”

在苏州，“农民”不再是身份区

分，更多是一种职业选择。支撑这一

变化的，是产业逐渐兴旺、环境日益

美丽、农民更加富裕的现代化新农

村。2019年，苏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5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

小到1.952：1。

小康不小康，不能只看平均数，

越是薄弱处越要下功夫。

可 爱 的 串 珠 动 物 、五 彩 的 绘

画……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康复驿

站展示间，摆满了惟妙惟肖的手工

艺品。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手工艺品

出自精神残疾患者之手。20多岁患

者小思的妈妈说：“经过免费的自我

照料、人际交往等培训，小思的精力

变集中了，社交能力也提高不少，大

大减轻了家庭负担。”

康复驿站是苏州根据特困群体

需求，开展多元化救助的探索。苏州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陈东如介

绍，把传统“资金救济型”救助转变

为“服务需求型”救助，为特困群体

精准提供生活、就业、教育、精神关

爱等服务。

循着幸福坐标，“奔小康一个不

落”在苏州有了更丰富内涵。不仅是

农民、特困群体，占常住人口一半以

上的外来人员也在这里有了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自 1997 年进入昆山正新橡胶，

湖北麻城人柯学锋通过业余自学、

实训实操，掌握了公司所有生产设

备的使用技术，每天要保障 5 个车

间、24条生产线安全运转。23年来，

这个“新苏州人”见证公司第一个轮

胎问世，也逐步实现安居梦想。如

今，夫妻团聚，15岁的儿子也在当地

读书，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人与城相依，“小我”与“大我”

同行，这是幸福苏州的深层密码。

如果说物质条件改善是幸福苏

州的面孔，城市文脉传承则是幸福

苏州的灵魂。昆山自 2018 年起承办

“百戏盛典”，集中展演我国现存的

348 个戏曲剧种，被称为“中国戏曲

史上最完整的剧种大检阅”。2019

年，苏州建有博物馆、美术馆、图书

馆等近千家，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

积全国领先。全市每年开展各类惠

民展演 7 万多场次，惠及农村及社

区群众1000万人次以上。

从改革开放之初“县域六虎”争

雄，到如今十大板块竞艳，从物质不

断丰裕到文化日渐繁荣，苏州在高

质量均衡发展路上不断丰富着幸福

的内涵。

向着

更幸福美好的蓝图前行

“苏州开放创新合作热力图”全

球首发、“苏州产业链全球合作对接

图”上线开通……今年以来，因开放

而兴的苏州吹响了“再出发”号角，

并将生物医药确定为“一号产业”，

力争到 2030 年，集聚相关企业超 1

万家，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

“越是在考验经济韧性的吃紧

关头，越是需要我们开放再出发。”

苏州市市长李亚平说，面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苏州用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集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

夯实高水平全面小康的经济家底。

卫星地图显示，长江干流超过

90 度的弯道有 181 道，其中奔流入

海前的最后一道在苏州张家港。这

个“江海交汇第一湾”将9公里生产

岸线调整为生态岸线，精心打造最

美江湾。

岸边，船老大沈国华主动结束

44 年“以江为家，逐鱼而行”的生

活，和周边渔民一起谋划转型。如

今，他被当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聘为渔政船船长，每天沿江巡逻，

为长江生态保护贡献力量。“母亲河

养活渔民祖祖辈辈，现在该是我们

报答她了。”

张家港湾的华丽变身是苏州大

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缩影。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

江，苏州重塑“江”与“人”的关系，奋

力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江文

明新时代篇章。

漫步在昆山张浦镇滨江路两

岸，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一个蓝眼睛、

大胡子的法国小伙儿，身穿天蓝色

河湖监督员马甲，手拎环保袋，沿着

河道巡查。

36岁的何诺是法资企业迪亚姆

展示设备（昆山）有限公司运营经

理，2019年底被聘为民间河长。清理

沿岸垃圾、检查管道排放、观察水质

颜色……“几乎每周都会把 5.5 公里

的河道走一遍。”何诺说，美丽生态

共建共享，希望带动更多人护河、爱

河、守河。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苏州将对照“强富美

高”总要求，冲刺全面小康建设“最

后一公里”，部署现代化试点“最先

一公里”，争取早日建成“现代国际

大都市，美丽幸福新天堂”。

“吃老本跑不出‘加速度’，不加

油轰不出‘推背感’，我们要再创一

个激情燃烧、干事创业的火红年代，

把发展与民生的蓝图描绘得更加精

美。”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蓝绍敏说。

（新华社 刘亢 凌军辉 刘巍巍）

近年来，吉林省长春市将生态

建设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以

“还绿于民”“绿色共享”的理念，通

过透绿、增绿、补绿等一系列行动，

打造“森林城”升级版，让绿色成为

城市发展最耀眼的底色。

透 绿
拆掉万米墙，盘活“绿资源”

人民大街是贯通长春市城区

南北的主干道，也是城市的中轴

线。吉林省内很多重要单位坐落于

此，以往都围挡在各种院墙中，院

子里的花草树木外人看不到，走在

路边满眼尽是院外停车位上密密

麻麻的汽车。

2019年，长春市决定在人民大

街两侧开展“拆围透绿”行动，将各

单位原有围墙拆除，让单位内外环

境融为一体。

中国吉林森工集团拆掉了围

墙和大门，园林绿化部门在院内原

有绿化基础上增加了草坪面积，种

植了鲜花和乔木，摆放了休闲长

椅。“沿街绿地由园林部门统一维

护，每年还能为我们节省五六万元

经费。”集团后勤管理员刘健说。

去年以来，长春市很多主要街

路沿线的单位陆续拆掉围墙，取消

了门外路边的停车位，养在“深闺”

中的绿色“透”了出来，一批“口袋

公园”冒了出来。截至目前，长春市

拆围透绿已达12125延米。

原本被围墙围住的吉林省宾

馆，如今被宽度约 8米的绿化带包

围。吉林省宾馆副总经理刘海波

说：“拆围透绿不仅拆掉了有形的

墙，更拆掉了机关单位和老百姓之

间无形的墙。”

增 绿
工厂变公园，弃地变湿地

茂密的森林植被、架设在森林中

的栈道、古朴安静的老式厂房——长

春水文化生态园坐落于长春市主

城区，是以“水文化”为主题的生态

园区。其前身为长春市第一净水

厂，始建于 1932 年，2015 年迁址

新建。

当时，很多知名开发商盯上了

这片 32 公顷的市中心生态绿地。

长春市最终决定按照修旧如旧的

原则，把这里建成生态公园，免费

开放。

工业遗址变成了城市绿地，

“臭水沟”改造后成了城市地标。占

地面积310公顷的南溪湿地公园曾

是一片覆盖着废土、垃圾的“臭水

区”。改造水体、栽种植被、搭建景

观，如今，南溪湿地公园已成为长

春南部新城的生态核心区，9万多

株乔木落地生根，30余种水生植物

净化着水体。

2012 年长春市只有 30多个公

园，现在已经有148个。“我家周边

的房子都涨价了，我们有空就过来

赏景散步。”家住南溪湿地公园旁

边的市民杨爽说。

新城区大面积增绿，老旧小区

则拆除违章建筑，建造街景绿地，

围绕侵占公共绿地等行为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大批绿地得以回归。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长春市

新增公园绿地面积480.43公顷，新

增 各 类 绿 地 近 2000 公 顷 。截 至

2019年，长春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到41%。

享 绿
推窗可见绿，出门即见景

“妈妈快看，又有松鼠！”在长

春市南部的百木园，3岁的王宇慢

悠悠地滑行着平衡车。他每周都跟

父母来百木园搭帐篷、野餐。

“大马路，四排树，圆广场，小

别墅”，多年前，长春曾以“森林城”

闻名。近年来，长春市启动绿色宜

居森林城规划，城市建设保障生态

优先，绿色共享成为城市发展的主

导理念。

长春东南角，国家AAAAA级

风景名胜区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

被誉为“长春绿肺”，但大量机动车

在林间道路穿梭，噪音尾气破坏了

动植物的生存空间。

为此，长春决定禁止机动车进

入净月潭国家风景名胜区，并在林

间建人行步道，为人与动物和谐相

处创造最优环境。

随着绿地增多和市民生态保

护意识的提升，人们开始看见松鼠

等小动物在公园树林里穿梭觅食。

有些松鼠不怕人，会在游客身边吃

东西，“共享”森林。

养绿护绿更加深入人心。在长

春市南关区西双河小区，很多老党

员主动认领了绿地看护任务。“绿

地不仅要建起来，还要管理好才能

享受好。”长春市南关区委书记谢

志敏说。

长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王世忠说，未来长春市将进

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变“公园

坐落在城市中”为“城市坐落在公

园里”，让老百姓实现“推窗见绿、

出门见景”，尽享绿色与美好。

（新华社 褚晓亮 张建 姚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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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居住

在贵州石漠化山区

的群众而言，那些连

绵不绝、植被稀少的

荒山，似乎没什么利

用价值。但近年来，

得益于光伏产业的

发展，不少荒山得以

“生金”。

家住盘州市保

田镇鹅毛寨村的李

顺，过去只在电视

上 看 到 过 光 伏 发

电，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新东西”如今

不 仅 落 户 在 他 们

村，还和自己的腰

包扯上了关系。“我

家 2 亩地流转给了

光伏电站，流转费

每年 1200 元。我在

这里打工，每天上

班8小时，工资80元。”

盘州市位于贵州省西部，全年平

均气温15.2℃，年均无霜期271天，日

照时数1593小时，光照资源充足。这

些自然条件，使拥有大片荒山的鹅毛

寨村迎来了发展新机。

鹅毛寨村的村支书陈大林介绍，

位于该村的光伏电站占地 6670 亩，

基本都是荒山和低产山地，涉及全村

410 户农户。自 2017 年正式运营以

来，仅土地流转费一项就户均增收近

3万元。“运营三年来，电站累计发电

2.3亿千瓦时，产值1.8亿元。”陈大林

说，光伏发电不但具有经济效益，而

且生态效益也很可观。

“棚上发电、棚下种植”，为了充

分利用光伏板下面的土地，当地还在

光伏电站种植了蔬菜、中药材、牧草

等作物。笔者在光伏电站看到，连绵

不绝的光伏面板在太阳照射下熠熠

发光，光伏面板下，白芨、金银草等中

药材长势喜人。

这几日，鹅毛寨村的村民李彩义

等人忙着在种植基地里除草。李彩义

告诉笔者，土地流转给光伏电站的农

户，除了有土地流转费、务工收入

外，“还能享受到种植作物收益30％

的分红”。

笔者从贵州省能源局了解到，近

日，国家能源局公布了 2020 年光伏

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结果，贵州省

以装机规模 522 万千瓦获得拟纳入

国家补贴光伏项目全国第一位，共涉

及项目57个。

据了解，这些项目计划总投资超

过200亿元，将陆续在今年下半年开

工，2021年上半年建成投产，项目建

设期间，可提供短期就业岗位3万余

个。其中，26个项目位于威宁、纳雍、

紫云等目前未摘帽或剩余贫困人口

超过1万人的县，装机200万千瓦，涉

及投资80亿元，将有力带动当地脱贫

攻坚。

（新华社 施钱贵 郑明鸿）

7 月，在青海省果洛

藏 族 自 治 州 班 玛 县 境

内，大片的野生藏雪茶

树抽出枝丫，与玛柯河

两岸翠绿的松柏，构成

一幅错落有致的绿色油

画。独特的藏式碉楼静

静屹立在河边，见证着

脱贫攻坚以来雪域藏乡

发生的欣喜变化。

“我们从小就有喝

藏雪茶的习惯，但从没

想过家门口野生的茶树

能挣钱。”班玛县灯塔乡

要什道村党支部书记安

子尕太一边除草，一边

观察着茶树的长势，“现

在班玛藏雪茶的名气越

来越大，种植藏雪茶的

人越来越多。”

据了解，藏雪茶是

用花叶海棠和变叶海棠

的叶子加工而成。在我国，花叶海棠

和变叶海棠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海

拔 3000 米至 3500 米的地区。班玛县

就处在这一区域。

在政府的推动下，藏雪茶产业规

模逐渐扩大。2015 年，班玛县利用当

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着力发展藏

雪茶产业，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1800

万元，建起了集藏雪茶树种植、生产

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班玛县藏雪茶产

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从2014年开始尝试人工种

植，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

经营，从最初的100多亩茶树地发展

到了现在 1.85 万亩优质茶园基地。”

班玛县藏雪茶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井国梅说。

从喝茶到制茶，52岁的尕梅和其

他 5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在藏

雪茶产业园里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2015年以前，尕梅和丈夫两人生

活困苦，居无定所。“早上 8 点出发，

带上茶叶、干粮和帐篷，在山上挖一

个月贝母，也只能挣2000多元。高原

上能挖贝母的时间很短，但这却是我

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现在我不仅会采摘茶叶，还会

炒茶和晾晒茶叶。”现在尕梅每月有

3300元的工资，年底还有近千元的奖

金，年收入4万多元。

如今在班玛县，像尕梅一样通过

特色扶贫产业受益的贫困群众共有

7766名，直接受益1230余万元，人均

增收 1583.8 元。据统计，截至 2019

年，班玛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8020 元，同比增长 11.3％。今

年 4 月 ，班 玛 县 正 式 退 出 贫 困 县

序列。

据统计，2016年至 2019年，班玛

县藏雪茶产业四年总产值 1718 万

元，其中种植藏雪茶产值达 665 万

元，生产产值达 1053 万元。2019 年，

班玛县藏雪茶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就为 50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平均

分红2300元。

龙头公司创新销售方式，让更多

贫困群众从中受益。“去年我们尝试

邀请网红直播带货，5分钟就卖掉了

5000份藏雪茶，营收45万元。根据分

红机制，这笔收入能给班玛县 134户

贫困户每人带来1314元的收益。”井

国梅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展高原

绿色有机藏雪茶产业，把班玛藏雪茶

产业发展成健康产业、富民产业、支

柱产业，使之真正成为‘扶贫之茶’。”

班玛县副县长李富年说。

（新华社 白玛央措 赵家淞）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成功实现
高分多模卫星数据接收

新华社北京7月 7日电（记者 董
瑞丰）记者 7日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

息创新研究院获悉，该院下属的中国

遥感卫星地面站日前已成功实现了

高分辨率多模综合成像卫星的数据

接收。

高分多模卫星是具备亚米级分

辨率的民用光学遥感卫星，可实现多

种成像模式切换。该卫星于 7月 3日

发射，当天 22点 07分至 22点 16分，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密云站按计划

成功跟踪、接收到该卫星首轨下行数

据。之后，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喀什

站、三亚站、北极站先后按计划成功

完成了该卫星的数据接收任务。

截至 6 日，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总计完成高分多模卫星数据接收任

务 12 条轨道，接收数据量 1012GB，

所有接收数据均处理正常。

据了解，高分多模卫星的在轨应

用将进一步提升我国遥感卫星技术

水平，满足相关行业用户部门对高精

度遥感影像数据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