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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河北省河间
市一家通信科技公司工作人
员在生产车间工作。

河北省河间市信息设备
制造业起步于上世纪 70 年
代，是当地一大传统产业。近
年来，河间市发挥产业集群
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
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信息
设备制造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市
场竞争力。目前，河间市信息
设备制造企业已发展到 81
家，行业从业人员近2万人，
年产值超50亿元。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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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阳峰乡金星
村村民在晾晒面条。

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积极推进农业
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新华社发 傅建斌 摄

特色产业促增收

新华社海口11月17日电（记者陈凯姿）海
南省近日对外公布《关于促进中医药在海南自
由贸易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将中
医药服务纳入海南自贸港新增鼓励类产业目
录，全面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意见提出，海南将充分利用自贸港政策制
度优势，将中医药服务贸易作为全省开展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进行突破，吸引更多
中医药服务贸易企业落户。海南将融合创新发
展中医药健康旅游，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将中医药生态、绿色和健康的理念与旅游深
度融合，打造独特的中医药健康旅游新业态新
模式。此外，鼓励省内公立医院拓展服务项目，
增设与休闲度假功能相结合的康养中心；鼓励
旅行社与各类中医医疗、康养机构合作，将中医
药与观光、休闲、度假类产品结合，在国内外市
场推广。

据了解，海南还提出构建高水平中医药服
务体系，到 2022 年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
盖，实现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
70%以上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在
中药研究方面，海南将充分利用独特的热带气
候资源，开展南药、芳香药、黎药、海洋药资源的
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

海南：推动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

新华社昆明 11月 17日电（严勇 李凡）经
“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批准，
来自中国、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的 14 家
科研机构和政府组织 17 日在云南省临沧市共
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减贫与发展联盟。

该联盟聚焦“一带一路”区域扶贫与发展的
共性挑战和重大需求，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
中心联合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波兰科学院等 14
家科研单位和政府组织共同发起成立，旨在推
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扶贫开发经验
与模式共享。

2018 年 11 月在北京成立的“一带一路”国
际科学组织联盟，是首个在“一带一路”倡议框
架下由沿线国家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组成的综
合性国际科技组织，为沿线各国开展科技合作、
应对挑战、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搭建了机制性、保障性平台。

据悉，“一带一路”减贫与发展联盟将秘书
处设在临沧市，并建立可持续创新示范基地。

“一带一路”减贫
与发展联盟成立

新华社上海11月17日电（记者李荣）记者
从 17 日在沪举行的第八届先进制造业大会上
获悉，上海正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市
场服务的畅通循环，瞄准数字化转型的新方
向，加快打造集成电路等先导产业高地和电子
信息、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集群。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上海正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上海高地”，以及电子
信息、汽车、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生命健康、时
尚消费品六大重点产业集群。此前，《上海市建
设 100+ 智 能 工 厂 专 项 行 动 方 案（2020-2022
年）》已正式发布，聚焦供给端优化能力，融通智
能制造解决方案和赋能工具箱；聚焦应用端深
耕行业，持续推进汽车、电子信息等领域的智能
化转型升级。未来 3 年，上海预计新增 1 万台机
器人，拉动新增投资300亿元。

此外，上海以 5G+协同设计、5G+柔性化生
产、5G+远程运维等应用场景，加速行业的数字
化转型。“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实施人工智能赋
能制造业专项行动，融通海量数据、云端算力和
智能算法优势。

据悉，按照“产业地图+特色产业园区”的布
局，上海第一批已发布了26个特色产业园区，后
续还将陆续推出。

上海加快打造
重点产业集群

深秋时节，位于鄱阳湖畔的江西省九
江市濂溪区姑塘镇天高云阔。一大早，王
第友带着几位同伴登上一艘巡护船，开始
了一天的巡湖工作。“船还是这条船，人还
是这群人，但过去出湖是去捕鱼，现在则
是护渔。”

52岁的王第友皮肤黝黑，双手布满
老茧，这是长年累月在湖里讨生活留下
的印记。“过去鄱阳湖的鱼很多，随便一
撒网都能满载而归。”王第友告诉记者，
那时候每次出湖归来，渔船上满是江鱼
和河蟹，有时鱼儿还会自己蹦到船上来。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过度捕捞，长
江和鄱阳湖的鱼类资源日益衰竭。眼看

着鱼儿越来越少，祖祖辈辈都受到江湖
馈赠的渔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再
这么捕捞下去，子孙后代们吃什么？”王
第友说。

2016年，王第友把渔具渔网全部低
价处理，“洗脚上岸”成为鄱阳湖的一名
巡护员。“下湖巡护的主要工作是观察江
豚和候鸟，清理湖面垃圾，举报非法捕捞
和非法采砂。”他告诉记者，刚开始巡湖
时，有的渔民不理解，在背后骂他是叛
徒，有时甚至还要面对人身安全的威胁。

王第友回忆说，2017年7月，在一次
巡护任务中，他发现前方有6艘渔船正在
非法使用电网捕鱼，劝阻无效后，他正准备

打电话向渔政部门举报，不料对方的渔船
齐刷刷地冲了过来，“我们看着情况不对
劲，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赶紧掉头撤退。”

巡湖工作辛苦枯燥，但是王第友依
然选择坚持，默默守护着这片水域。随着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日益
深入人心，渔民们也逐渐意识到竭泽而
渔的危害，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陆续实施
禁捕之后，包括鄱阳湖、洞庭湖在内的长
江流域近30万渔民交船收网。从渔舟唱
晚到“舟停人歇”，折射出湖区渔民的生
态理念之变。

如今，王第友的身份是九江市微笑
天使江豚保护中心的巡护队长，现在每

周下湖的次数比打鱼时还要多，每周出湖
五天，每天分上午、下午两班巡查湖面。让
他感到欣喜的是，最近总是能见到一些许
久未在鄱阳湖出现的鱼类，鱼儿的数量也
明显多了，记忆里鱼虾嬉戏的场景又重新
浮现。

“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见到江豚的
频率明显高了许多。当江豚跃出水面，在
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那真是一种
别样的风景。”王第友相信，在大家的共
同呵护下，未来长江和鄱阳湖的生态环
境会越来越好。

新华社南昌11月17日电
新华社记者 范帆

我是“职业”护渔人

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
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指明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三次座谈会聚焦长江经济带发
展。中华民族母亲河焕发新颜，长江经济
带正在奏响高质量发展的新乐章。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这是长江生态保护事业历史性的一
幕。

2020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长江流域
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长江流域各地
重点水域也将相继进入为期 10 年的常
年禁捕期。

截至目前，重点水域退捕任务基本
完成，8.4万条渔船、17.97万渔民退捕上
岸，安置保障稳步实施，就业率达到
97.79%，社保完成率达到99.44%。

2016年1月5日，重庆。习近平总书
记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018年4月26日，武汉。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

“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
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
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
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以长江经济
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11月14日，南京。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

“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从推动、深入推动，到全面推动，5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长江上游、
中游、下游，三次召开座谈会聚焦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布局逐渐清晰。

“沿江生态环境达到近五年最好水
平。”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天琦说。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重庆市万
州区，熊人建开着船来回往返。这名昔日
的渔民转型为长江“美容师”，忙着清理
江面垃圾和漂浮物。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是系统工
程，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
系统性出发统筹考虑。

以问题为导向，动真碰硬，持续攻坚
——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连续
三年组织拍摄警示片，建立问题台账，制
定整改方案。前两年披露的 315 个问题
已完成整改 226 个，沿江省市累计自查
问题4137个，已完成整改3415个。

坚持标本兼治，大力推动城镇污水

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矿库污染治理

“4+1”工程建设——
长江干流沿线城市和县城集中式污

水垃圾处理设施接近实现全覆盖；沿江
省级化工园区基本实现污水达标排放；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高到75%；长江
干流沿线码头船舶垃圾处理设施已基本
建成；1641座需治理的尾矿库中1612座
完成了治理方案编制，1318座完成了初
步治理……

狠抓保护修复，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完成沿江11省市63个城市入河排
污口排查，排查出入河排污口60292个；
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 1372 个黑
臭水体完成消除 96.7%；全面开展长江
岸线清理整治，2441个违法违规项目整
改完成 98.9%；累计完成新营造林 1165
万亩，退耕还湿51万亩……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当表率

踏上新征程，长江经济带将在践行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构筑高水平
对外开放新高地，长江经济带动力澎湃
——

今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

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积极支

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都市
圈为支撑的新动力源加快成长，城市群集
聚程度和承载能力显著提升。

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庆广阳岛、江
西九江、湖南岳阳深入推动绿色发展示范，
浙江丽水、江西抚州积极开展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新路子。

自贸试验区长三角全覆盖，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推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长江经济带活力四射——

5 年来，长江经济带累计搬改关转化
工企业8091家，搬迁改造危险化学品企业
464 家；持续优化新兴产业布局，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均超
过50%。

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延续历史文
脉——

初冬时节，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
园，一河波光潋滟，两岸叠翠流金。

近年来，扬州一体推进长江和运河沿
岸修复保护，利用运河湿地资源，启动建设
3800亩的生态文化公园。

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人文
荟萃，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
的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神采。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引，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将稳步推进，让一江清水绵延
后世、惠泽人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综述

“快看！快看！江豚，一头，两头，四五
头呢！”

近日，一段市民手机拍摄的江豚逐
浪的视频，在南通人的朋友圈火了。看到
这段视频，在江边住了52年的赵荣娟感
叹：“几十年不见的江豚，又回到这片江
面了！”

赵荣娟所说的“这片江面”，是指江
苏省南通市五山地区这段长江。这里江
面宽阔，烟波浩渺，狼山、军山、剑山、黄
泥山、马鞍山五山临江而立，葱茏叠翠，
就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几年前，可不是这个样子。”75 岁
的赵荣娟说。

赵荣娟23岁嫁到五山地区，当时这
里尚未开发，江豚还常见。20世纪70年

代以后，这里逐渐被码头、工厂占据，扬
尘、污水、噪音随之而来，江豚也见不到
了。

其中，污染最为严重的硫磺码头、水
泥厂就在赵荣娟家附近，这让她苦不堪
言。“傍晚洗好晾在外面的衣服，第二天
一早起来发现变黄了。”

更让人不放心的是，多座从事危化
品装卸的码头，竟然设在当地居民饮用
水源地——狼山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内，一些码头的危化品甚至直排长江。

2016年，中央就长江经济带发展提
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方
针，17 平方公里的五山地区由此“沧桑
巨变”。

“203 家‘散乱污’企业，该搬的搬，

该关的关；危化品码头、硫磺码头、集装
箱码头，全部退出；数万平方米的违建全
部拆除，居民小区重新规划建设。”南通
市委书记徐惠民说。

借着“政策东风”，南通市对原来老
港区、破厂区、旧小区、小景区相互交织
的五山地区进行大刀阔斧地整治，先后
投入100多亿元，将“城市伤疤”修复为

“森林公园”和“城市客厅”。
如今，漫步五山地区7公里江岸，一

边是鸟语花香的森林，一边是波澜壮阔
的江面，犹如行走在画中。

“水清了，岸绿了，鸟多了，江豚又回
来了！”爱拍鸟的南通市民成晓民告诉记
者，环境改善对他们拍鸟也是一种“福
利”，他最近就拍到了难得一见的寿带鸟，

经常一起拍鸟的朋友，还拍到了江豚跃出水
面的画面。

“移港退产，是生态修复，也是转型升
级。”南通市长江办副主任周雪莹说，退出
的都是效益低下的“散乱污”企业，而搬迁
重建的现代化码头，污染少，效率高，如重
建的集装箱码头，2019 年吞吐量达 113.6
万标箱，同比增长70.9%。

2018年6月，赵荣娟住进位于狼山国
家森林公园旁边的新房。现如今，她最享受
的事情，就是每天清晨和老伴在森林公园
慢跑1小时。

她说：“没看过过去的五山，就不晓得
今天的五山有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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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不见的江豚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