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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话的文物”
助力重庆旧城改造

武陵深处“桃花源”
——黔东铜仁绿色发展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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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绿
建设绿色屏障

负氧离子14394个每立方米，温
度25.4摄氏度，清晨的梵净山仿佛是
一个天然氧吧。

梵净山是铜仁市建设绿水青山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铜仁旗帜鲜明打造绿色
发展先行示范区，开展了覆盖全域的
绿化行动，对重点区域的绿化面积、
质量及责任进行了明确。

“绿道”。按照“一条道路、两边风
景、三季有花、四季洁美”最美通道要
求，对跨越境内的高速公路、重点国
省道、重点景区公路等两侧进行绿化
美化。

“绿水”。围绕乌江、锦江河等重
要江河、重要湿地及各区县中心城区
河段两岸等进行绿化和景观提质
增效。

“绿城”。山中有城、城中有水、山

环水绕、山水相依。对各区县中心城
区进行绿化美化，打造一批城市公园
和市民休闲空间。

“绿园”。对国家级、省级、市级工
业园区和农业园区主要通道、山体及
园区周边等进行绿化，建设一批生态
园区。

“绿景”。重点对全市3A级以上
旅游景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等主
要通道两侧及周围可绿化地进行绿
化美化。

不负青山，终得青山。一张覆盖
全域的“绿网”在全市铺开。近年来，
铜仁市每年完成绿化面积100万亩，
森林覆盖率每年提高1个多百分点，
已经达66.2%，位居全省第二位。

护绿
零容忍+高标准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是盛产
锰矿的一个县。曾经，电解锰、锰矿

开采等锰产业遍地开花，滥采乱挖
导致山体遭破坏，一些河流也受到
污染。

如今到松桃县处处是山清水秀
和良好生态。该关的锰矿企业已经关
了，整合后的矿企采用的是没有污染
的工艺。

像松桃县一样，铜仁市在生态污
染方面是“零容忍”，在生态修复方面
是高标准。重拳治理污染，强力整改
环保问题，推动锰污染治理和锰产业
高质量发展。

整治水污染。形成“一河一策”，
每条河有人管有人治，强化河长责
任，强化日常管理，推进市域内水质
100%达标。推进节水减污工程，提高
污水重复利用率，确保污染物稳定达
标排放。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将距离锦江
河干流400米以内区域划定为禁养
区，对禁养区内从事畜禽养殖的违规
行为进行取缔，共拆除水产养殖网箱
面积约5万平方米。

工业达标。对工业企业的节能减
排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不符合国家
产能政策的“三高”企业及“五小”企
业实行迁建或关停。

依法治林。开展森林保护“六个
严禁”“绿剑行动”等执法专项行动，
建立跨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创新推行

“巡回法庭”，严厉打击一批涉林违法
犯罪活动。

融绿
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铜仁把绿色、生态作为发展方向
和目标，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无论是茶、蔬、果、菌、药，还是生
猪、家禽、牛羊等，无不加上了“生态”
前缀，打上了绿色标签。

绿色为铜仁的产业发展插上
了翅膀。十大特色优势产业集聚
壮大，建成茶叶、生猪两个百亿级
产业集群，生猪规模养殖率、特色
冷水鱼产量及黄精、百合、玉竹种
植面积全省第一，抹茶产量占全
国 25%。

与此同时，“梵净山珍·健康养
生”“梵山净水·泡茶好水”“梵净抹
茶·香溢天下”等品牌知名度、市场美
誉度提升，铜仁成为“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被授予“中国抹茶之都”
称号。

铜仁市在“工业强市”过程中坚
持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大力推进
以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为支撑的
新型工业化，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7.2%，新兴产业占比从4.8%提升至
20%，传统产业占比从 59%下降至
47.7%。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朗溪镇
东部石漠化面积曾达41平方公里，
占全镇国土面积超六成。恶劣的自然
环境让当地群众苦不堪言，一度深陷
贫困泥沼，“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
箩”曾是当地的真实写照。

当地群众并未低头，过往的数
十年间，他们在石旮旯里培土，栽上
果树，一点点地将荒山变成绿野。开
展石漠化治理之前，朗溪镇人均耕
地面积只有0.2亩，现已增长至1亩
多。如今，朗溪镇已建成 5 万多亩
果园。

朗溪镇镇长辜大军说，近年来，
当地政府争取各类资金 3000 多万
元，完善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园区
每年的水果产量达9000多吨，产值
3000多万元，园区附近5个村的村
民人均年收入达1.2万余元。

（新华社李自良李黔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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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严格管控
煤矿采掘接续紧张
严禁超能力生产

新华社太原4月14日电（记者 梁晓
飞）为有效防范化解煤矿系统性重大安
全风险，山西省应急管理厅日前下发通
知，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强化监管执法，
严格管控煤矿采掘接续紧张。

2021年下半年，山西煤矿安全监管
监察部门排查、检查发现，部分煤矿存在
采掘接续紧张问题或采掘接续紧张潜在
风险。

通知要求，煤矿企业要加强对矿井
开拓煤量、准备煤量、回采煤量的动态管
控，严禁数据造假；强化生产合理布局，
严禁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强
化重大灾害治理，严禁擅自缩减灾害治
理时间，降低灾害治理标准，减少灾害治
理措施等行为；注重科技赋能，杜绝靠人
海战术提高产量。

煤矿上级公司发现煤矿存在采掘接
续紧张有关情形时，要主动调整生产经
营指标和考核指标，督促煤矿落实限产
或停产措施；坚决杜绝明知煤矿采掘接
续紧张，仍然下达不切实际的产量考核
指标或相应的经营考核指标。

自长江北滨拾阶而上，踏过百
年前的老城垣，沿解放东路西行至
白象街，一座座精美建筑，讲述着重
庆老城的繁华往事。走在重庆渝中
区南纪门街道，古朴典雅的重庆老
城铺展在眼前。

这里曾是重庆最繁华的街道，
也是不少“老重庆”想“逃离”的
地方。

脏乱差、棚户区、交通拥堵，回
忆起多年前的南纪门街道，住户尹
长华摇了摇头说：“那时，这一片都
是矮房子、破房子。”商圈的高楼大
厦与这里的棚户区形成鲜明对比，
众多建筑文物隐藏在棚户区中，无
人问津。

南纪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姜军
说，南纪门街道地处重庆“母城”下
半城，是渝中区最小的街道，面积仅
0.65平方公里，却拥有19处文物和
博物馆单位。

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让文物
“开口”，创新讲述重庆“母城”记忆，
成为渝中区旧城改造过程中不可避
免的问题。

走进位于白象街传统风貌区的

重庆药材公会大楼旧址，凝聚了中
西方特色的阁楼精致典雅，罗马柱
上的浮雕样式全部取材于中药材。
早在明末清初，药材公会大楼所在
的储奇门片区就是重庆著名的山货
药材集散地，成为鄂、湘、赣、粤连接
西南各省的中转站。作为重庆市文
物保护单位，药材公会大楼见证了
重庆药材市场的百年辉煌。

姜军说，对于传统风貌建筑，我
们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重在保护、活
化与传承，在保留历史文化风貌和
原生态建筑肌理基础上，拓展公共
空间、植入现代业态，促进文化、旅
游与居民生活相融合。

如今，以药材公会大楼旧址为
核心，正加快打造医药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布局中药材展示交易、中医
药博物馆、中医药现场体验馆、药膳
餐饮等业态，推动中医药产业与周
边传统风貌区文商旅融合发展，努
力将中医药产业发展成为附加展
示、旅游、购物、餐饮、体验多种功能
的复合型产业。

“近年来，我们集中对山城巷、
十八梯、白象街三大传统风貌区进

行产业升级，在风貌区引入一批具
有山城特色、人文底蕴的商业业态，
提升了风貌区的人气。”渝中区历史
文化街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
迪兵说。

去年以来，山城巷全面改造，
“棚户区”变人气“打卡地”；十八梯
更新归来，城市文脉在发展中延续；
白象街提档升级，唤醒重庆开埠文
化的商机活力……

与此同时，南纪门街道已投入
2.1亿元改造16个老旧小区住宅93
万平方米、环境配套整治提升2.53
万平方米，生态空间不断优化；推进
乱堆乱放、乱贴乱画、乱停乱摆专项
整治；对于影响街道形象的劳务市
场、旧家具市场等，根据市场的功能
作用和特点逐渐关闭，并加快重点
区域环境提档升级、业态结构升级。

街道美了、文物“活”了、产业兴
了，记忆中的“烟火重庆”重现。古厝
城楼、特色民居、店铺作坊……传统
风貌建筑以鲜明的地方元素讲述着
重庆故事，承载着重庆人最浓郁的
乡愁。

（新华社李晓婷伍鲲鹏）

海南博鳌东屿岛
车联网项目建成试运营

新华社海口4月14日电（记者 王存
福）记者从海南省工信厅获悉，博鳌东屿
岛车联网项目近日建成并投入试运营，
将助力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实现“智慧办
会”“绿色办会”理念。

据介绍，项目全线实现5G全覆盖，
建成4个智慧站牌等，并通过融合路侧
设备构建了“5G+车路协同”示范场景，
实现数字孪生管控。项目共投入4台自
动驾驶出租车、4台自动驾驶小巴、2台
无人驾驶清扫车和2台无人驾驶自动售
卖车开展应用示范。

东屿岛车联网项目实现了从单车智
能走向多元感知的网联化转变，路侧智
能化进一步增强，设备感知能力得到了
有力提升，设备通信时延进一步缩短，实
现了自动驾驶车辆盲区预警、行人及非
机动车感知等功能。项目包含了丰富的
开放道路试点场景，车辆运行路线包括
机场、景区和酒店等场景。项目开放道路
里程17公里，首次实现了海南省大规模
的开放道路自动驾驶出租车和园区自动
驾驶小巴运营试点。

（上接1版）

“互联网+”实现
便民惠民利民“零距离”

新时代文明实践贵在“实践”，要出
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让群众得到“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惠，才能真正实现“群众
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四川
各地积极整合网络资源开展各类文明实
践活动，加强对群众的思想引领，实现便
民惠民利民“零距离”。

在眉山市，彭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联合黄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打
造“橙心为民智慧助老”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项目，志愿者定期给65岁以上的老人
培训直播技巧，指导老人在田间地头通
过直播带货增收；丹棱县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网络平台，以文字、图片、视频等
形式开展科学知识普及、文明礼仪培训
等课程，多角度展播先进人物事迹，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乐山市，市中区创新开展“云服
务”送文化进万家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搭建区图书馆和“云”阅读平台，为群众
提供充足优质的网上阅读资源，并广泛
开展全民阅读有奖活动、寻找阅读达人
等线上阅读推广活动，截至目前，“云”阅
读量已达30余万人次；通过亲子公益领
读、名家线上荐书、名家直播朗诵等“云”
传诵方式，引导市民感悟经典魅力，启迪
智慧；通过“云”展播的方式展示“寻踪诗
人之旅·寻找嘉定传说”“悦读一座城·讲
述嘉州故事”等网络征集活动中的优秀
作品，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夹
江县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
在“夹江发布”App和“夹江发布”微信
公众号、抖音号上开设“荔城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板块”，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

……
目前，四川省正稳步推进“互联网+

文明实践”模式，构建运行管理长效机
制，整合各方力量资源，广泛开展文明实
践活动，在“新”上下功夫，在“特”上出亮
点，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线上线下“同频
共振”，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暖人心、聚
民心、树新风。

春天草长莺飞，层林

叠染。“黔中各郡邑，独美于铜

仁。”行走在黔东铜仁市，仿佛进入一

幅山水田园画中。

贵州“东大门”铜仁市地处武陵山区腹

地。近年来，铜仁市突出保护境内的梵净

山、乌江和锦江河“一山两江”，聚力打造

生态宜居、低碳循环的“深绿城市”，走

出一条城市化与生态宜居相融共生

的路子，努力成为武陵山脉的

“桃花源”。

场馆建设是办好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的重中之重，也是
支撑盛会如期顺利举
办的硬件基础。7 年
来，发扬工匠精神，打
造巧夺天工、世界一
流的场馆设施的建设
者，是筑梦冬奥的“硬
核力量”。

在 4 月 8 日举行
的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总结表彰大会
上，大量建设者群体
和代表荣获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突出
贡献集体”“突出贡
献个人”称号。在异
常困难情况下推进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筹备工作，建设者向
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
格答卷。

回 首 7 年 冬 奥
路 ，硬 件 设 施 建 设
先行。

冬奥场馆建设标
准高、难度大、周期
短。北控集团董事长

田振清记得，延庆赛区起初是一个无
路、无水、无电、无通信的“四无”山区，
数万名建设者夜以继日拼搏奋战，涌
现出云端上的“骡马队”、生命相托的

“夫妻井”等感人故事，最终成就“雪飞
燕”“雪游龙”等一批惊艳世界的一流

场馆。
回首艰苦推进期，新冠肺炎疫情

等挑战接踵而至。
大量冬奥场馆我国没有设计、建

设经验，疫情挑战更让工程推进变得
难上加难。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
丁建明的工作足迹踏遍北京赛区、延
庆赛区的每一处竞赛场馆、主要非竞
赛场馆和临时设施，统筹协调55项首
都冬奥工程，实现全部8个竞赛场馆提
前1年交付，主要配套基础设施提前2
年完工投用。

回首赛时保障难，大事小情必作
于细。

为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
闭幕式和20多次联排彩排供电万无一
失，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的保电人员
将国家体育场“鸟巢”电力设施的
11830颗螺丝全部拧紧3遍。依托北京
冬奥电力运行保障指挥平台，所有场
馆全部电气设备的电气量、机械量、环
境量、监测量做到“四维感知”，成为供
电保障的“千里眼”“顺风耳”。

不计得失，默默耕耘，全力以赴。
一些建设者完成赛前建设任务，

带着不舍奔赴新的建设战线；一些建
设者参与赛时保障，在闭环内外舍家
忘我、奋战数月；一些建设者至今坚守
在场馆，积极谋划、接续奋斗，要管理
好、运用好北京冬奥遗产……

7年，建设者长了年纪，很多人多
了皱纹白发，也多了自信笃定。这段经
历足够荣耀：北京2022，我是建设者！

（新华社 张骁 姬烨 王璐 李欣莹
黄爱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