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2 编辑：王丽

2021年6月4日综合新闻

“风”“电”交加
——一个中部城市交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业

“借风神器”越“长”越长、“避
雷神器”大显身手……江西萍乡
作为赣西工业重镇、中国近现代
工业发祥地之一，近年来转型升
级让人眼前一亮。

走进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的
中材科技（萍乡）风电叶片有限公
司，生产线上工人正在模具上给
叶片毛坯灌注树脂。这些毛坯成
型后将制成68.8米长、最宽处达
4.5米的超大叶片。这种由玻璃纤
维、环氧树脂等主要材料制成的

“借风神器”，安装后正面、侧面、
背面来风都能转动发电。

“68.8 米是去年生产的最长
叶片，而今年已是最短的！”中材
叶片公司副总经理文景波欣喜地
介绍，环保产业发展，市场需求旺
盛，让叶片越“长”越长，今年基地
生产的叶片最长的已达到 80.8
米。生产速度也越来越快，去年三
天生产一支叶片，今年已实现日

均生产一支大型风电叶片。
自然一片风，人间一片清。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环
保节能产业大有可为，下一步将
继续增强企业创新力、提升产品
竞争力，助推高质量发展。”芦溪
县委书记刘占纯说。

新兴产业势头起，传统产业
发新枝。

笔者在中材江西电瓷电气有
限公司厂房内看到，全自动生产
线上一块块白色瓷土正经过榨
泥、成型、修坯、上釉等工序，制成
电力工业的重要基础元件——瓷
质绝缘子。

“为了抢抓国家布局特高压
工程的市场机遇，公司投入1.2亿
元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提升，降
低能耗20%以上，提高生产效率4
倍以上。”公司副总经理林百福介
绍，集团在萍乡的生产基地可年
产15万支棒形支柱绝缘子、300

万片悬式绝缘子，占全国市场份
额超三分之一。

延续千年制瓷传统、富有瓷
土资源禀赋，芦溪享有“中国电瓷
之乡”的美誉，工业制瓷历史已逾
百年。然而，本世纪初一批粗放生
产的工厂，环保不过关、低端产品
扎堆，产业发展前景蒙尘。

为了将传统产业从“资源驱
动”扭转到“创新驱动”，芦溪立足
产业基础，一方面着力招大引强，
10余个央企项目相继落地，集聚
起电瓷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147
家，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另
一方面加强科技研发，成立中国
芦溪高压电瓷电气研究院，电瓷
行业涌现34家高新技术企业，获
得相关专利330项、国家重点新
产品奖2项……

从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
到国家第二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萍乡完成“风”“电”交加的工

业作业，交出了一份转型升级新
答卷——

在上栗县，花炮厂从 540家
减少至284家，烟花爆竹行业税
收占比从37%降至11%；引进近
40家电子信息企业，产业规模突
破两百亿元。

在湘东区，引进上海大学、山
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和湖南大
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团队开展项目
科研攻关，对接14家化工陶瓷企
业，形成“企业+研发基地”产业化
的创新模式。

在莲花县，通过关停转型，煤
矿企业从40多家减至8家，年产
煤矿从120万吨下降至22万吨，
而引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新
兴主导产业项目50个，总投资额
达325.18亿元。

在安源区，占地 430亩的人
工智能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园拔地
而起，引进落户企业35家，其中

规上企业14家，初步形成了自动
化设备、灯光芯片、镜头屏幕制造
等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数据显示，萍乡原煤开采量
已由历史最高1600万吨，下降到
去年117万吨；煤矿企业从历史
最高的1116家，下降到去年的26
家；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节能环
保等为主导的新兴产业蓬勃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
工业比重达2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国
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以
转换模式改造旧动能，以创新驱
动催生新动能，推动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迈向新台阶。”萍乡市委书
记陈敏说。

在“风”“电”交加中重生、因
转型创新而复兴——更多精彩的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答卷正在中部
大地上奋笔书写。

（新华社李兴文黄浩然初杭）

2021年成渝双城电子信息产业
高技能人才交流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为贯
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
大战略部署，助力打造世界赛事
名城，6月2日，由成都市总工会
主办的2021年成渝双城电子信
息产业高技能人才交流赛在四
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开幕，来自
成都和重庆通信运营商、物联
网、软件等行业的近300名高技
能人才参加了本次交流赛。

本次交流赛是成渝两地工会
着眼建设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协同举办的首场成渝两市电
子信息产业高技能人才交流赛。
记者了解到，此次交流赛以“建功
‘十四五’奋进新征程”为主题，
设置智能家居装调比赛和软件信
息技术比赛两个赛项，通过打造
产业工人技术切磋、技能交流、技
能展示的平台，引领两市产业职
工立足岗位奋进新征程、协同唱
好“双城记”，共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为推动双城战略再上新
台阶贡献产业工人的力量。

本报讯（记 者 袁
矛）6月 3日，由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四川省人
民政府主办，中央网信
办指导，中国网络视听
节目服务协会、成都市
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九届
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四
川成都开幕，此次大会
将持续至6月5日。

本届大会以“奋进
视听新征程”为主题，紧
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设置了45
场高热度、高水准的活
动，包括论坛、展览、发
布会、公益直播、文创市
集等多种形式。并且，实
现了云上大会与线下大
会同步互动、有机融合。

据了解，本次大会
全面聚焦建党 100 周
年的主题，策划了“庆
祝建党 100 周年精品
节目展”“精彩短视频
百年映初心”等丰富的
主题活动，通过线上线
下同步推进，深刻展现
党的百年奋斗光辉历
程和伟大成就，展现优
秀网络视听节目成果
和视听行业党建工作风貌。其中，

“礼赞百年华诞 视听美好未来”城
市氛围营造系列活动在成都设立
了100个氛围打卡点，营造了全民
参与、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
业的浓厚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会中
有 11 场主题活动用以展现新发
展理念下的四川，特别是成都的
网络视听发展成果，包括“四川
省‘精彩短视频 百年映初心’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短视
频创作传播活动优秀作品发布
仪式”“共建共享网络文明论坛”

“‘网络视听+城市文化新符号’
论坛”、2021“幸福美好”直播生
活节、第二届“成都 So 秀”暨成
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报告发布
仪式等。

近年来，河南省灵宝市各中小学校开设了皮影、烙铁画、剪纸等地方特色教育课程，让学生零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为6月2日，
灵宝市第四初级中学的学生在创作烙铁画。 刘晓伟 摄

2021年四川省六五环境日
主场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环境
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6月 3日，2021 年四
川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四
川成都举行。活动由四川省生
态环境厅、四川省委宣传部、四
川省人大城环资委等单位联合
举办，通过“美丽四川新征程”

“自然里的守护者”“艺术里的
绿色情怀”“了不起的环保人”
四个篇章展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主题，旨在进一步提升全
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意识，为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凝聚共
识、汇聚力量。

随着一部聚焦“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环保主题的短片播放，
宣传活动拉开帷幕。《“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
文 明 意 识 行 动 计 划 (2021-
2025)》主题活动随之启动。在

“自然里的守护者”篇章，来自四
川环境科学院生物所的徐玮、宜
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的周亮
等人以实际案例，呼吁公众提升
环保理念爱护环境。为展示四川
近年来在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等
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倡导公
众保护绿水青山，现场还启动了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绿
色生活 影像四川”环保电影周
活动、“双城绿动话发展，川渝作
家环保行”活动。

此外，活动宣布正式聘请四
川作协主席阿来、来自甘孜州理
塘县的丁真珍珠、四川籍演员雷
汉为四川首届生态环境保护大
使，他们将以身作则，积极宣传
生态环保理念。现场还表彰了十
位最美绿色先锋。

（上接1版）
“现在灰蒙蒙的雾霾天明显

少了，照片里的蓝天越来越多，我
的心情也越来越好！”王汝春对记
者说。近年来，河北省把坚决打赢
蓝天保卫战作为防治污染的重中
之重，空气质量显著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建设的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
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党的十九大把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

坚决向污染宣战！我国动员
各方力量，突出精准、科学、依
法、系统治污，集中力量攻克老
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编制
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
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为主战场，
调整优化产业、能源、运输、用地
结构。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清洁
煤电供应体系，全国超低排放煤
电机组已占煤电总装机容量近
九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
平原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
已基本完成。2020 年全国臭氧
年均浓度同比下降6.8%，实现自
2015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深入
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扎实
推进河湖长制，持续推进长江保
护修复、渤海综合治理、水源地
保护等标志性战役。到去年底，
长江干流历史性实现全Ⅱ类及
以上水质，珠江流域水质由良好
改善为优，黄河、松花江和淮河
流域水质由轻度污染改善为良

好。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
体消除比例已达到98.2%。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梅蓉
村，水绿山青，村容整洁。村口一
个绘着梅花盛开美丽画面的“集
装箱”引人注目，走近细看，才发
现是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农村
污水处理设备升级了，从根本上
解决了村里污水直排、散排、乱
排问题，周围320户村民直接受
益。”梅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
任吴方云说。桐庐县将提升改造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纳入民
生实事工程，目前县里正常运行
农污处理设施达1493处，越来
越多的村庄迈向“净绿美”。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全面
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
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有
效管控农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风险。到去年底，已基
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

“经过努力，‘十三五’规划
纲要确定的生态环境领域9项约
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
段性目标任务，超额完成。”生态
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说，“十四五”
开局之年，我们要加大生态环境
治理力度，扎实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各项工作，促进生产生活方
式绿色转型。

在发展中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
的美丽家园

位于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
族自治县境内的南山国家公园，
峰峦叠翠，林木茂盛。

“我家226亩集体林地纳入
南山国家公园统一流转管理，一
年拿到补偿资金1.1万多元。”城
步县白毛坪镇黄伞村村民沈文主
说，“国家公园还对黄伞村定点扶

贫，组织成立种植合作社，金银花
等中草药材种植发展到600多
亩，年产值达到近50万元。”

这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山
高林密，有常住人口6020人，怎
样构建生态保护与社区和谐发展
新模式？南山国家公园创新生态
补偿机制，发展绿色产业，助推脱
贫攻坚和地方经济发展，实现了
生态美、百姓富的良好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目的就是按照山水林田
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
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要坚
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
展，有序推进生态移民，适度发
展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绿
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2015年以来，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建立东北虎
豹、大熊猫、三江源、南山等10处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总面积约22
万平方公里。“十四五”时期，我国
将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和运营
机制，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目
前，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
护地超过1.18万个，有效保护了
90%的植被类型和陆地生态系
统、65%的高等植物群落、85%的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

在努力保持自然生态系统
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各地
各部门持续加强生态修复，让生
态系统休养生息、焕发生机。

山桂花、菠萝蜜、大果紫檀
等树木郁郁葱葱，有的已蹿到4
米多高……云南省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乡巴飘
村村民刀荣华，2018年砍掉自家
地里的橡胶林，种上了生态树
种。几年下来，刀荣华一家尝到
了修复热带雨林的甜头，通过领

取树苗管理费和接待游客，增收
15万多元。“一亩地一年能获得
600元的管理费，还可以发展旅
游，生态更好了，日子也更好
了！”他说。

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
金会探索以政府、基金会、企业和
农户共同参与的方式，在巴飘村
开展退胶还林、修复雨林。目前已
有30多户村民参与，种植近两万
棵树木，改善了生态环境。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
养以成。”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
得显著成效。大熊猫野生种群增
至1864只，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
300余头，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
到30万只以上。曾在我国野外消
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健康
可持续的野外种群。截至去年底，
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3.04%。
2000年至2017年，全球新增绿
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

今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将在云南昆明举行。2020年9月
30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
指出：“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行
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作为昆明大会主席国，中方愿
同各方分享生物多样性治理和
生态文明建设经验。”

绿色答卷世界瞩目，新的
“大考”已经开启。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保持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
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我们定能建成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
丽中国，为全世界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人民日报》刘毅寇江泽）

宁夏银川：
住房保障“降准扩面”
解决新市民等群体住房困难

新华社银川6月3日电（记者
任玮）为进一步解决城镇中低收
入群体、新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
人员等群体的住房困难，宁夏银
川市将于 7月 1日起正式实施新
的住房保障管理办法，进一步放
宽住房保障申请的年龄、户籍条
件和缴纳社会保险年限等门槛，
以此为更多社会群体提供基础
性、过渡性保障住房。

记者从银川市住房保障中心
获悉，新修订的《银川市城市住房
保障管理办法》放宽了银川市户籍
家庭或个人申请住房保障的年龄
规定，由原来的达到法定婚龄放宽
到年满18周岁。并对在银川市稳
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放宽了缴
纳社会保险年限的条件，由原来的
连续缴纳两年或累计缴纳三年以
上修改为连续缴纳一年以上且处
于正常缴纳状态。

同时，银川市放宽了申请公共
租赁住房、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和限
价商品住房的户籍条件，将申请公
租房需取得本市市辖区户籍两年以
上修改为一年以上。对于申请购买
经适房、限价房取得本市市辖区户
籍的时间不再限制。

新办法还增加了灵活就业人
员、新就业人员等群体申请公租
房的相关规定。比如，在银川市灵
活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连续缴纳
三年以上社会保险的，可申请公
租房；新就业人员为本科及以上
学历且获得相应学位，毕业未满
三年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请
公租房等等。

银川市还明确了从事基本公共
服务行业的部门、企事业单位整体
申请公租房的规定，为解决环卫、教
师、协警、公共交通等从业人员的住
房困难提供了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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