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2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渺 电话:5325920 5325924

国 内

长江、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
国版图上最重要的两条河流，沿青藏高
原奔流而下，出山川，入平原，流经的中
部六省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
调，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联动。

江河为证，中部六省共抓大保护，
共推大治理，共谋新发展，一幅水清岸
绿、创新开放、文脉昌盛的高质量发展
画卷徐徐展开。

母亲河焕发生机活力

秋日傍晚，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草木摇曳，水鸟翩跹。

三门峡地处黄河入中原“第一站”，
境内有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多
条黄河一级支流，是黄河中游重要生态
屏障。同时，这里矿产资源丰富，是全
国第二大黄金产地，采矿带来经济收益
的同时，一度也曾侵蚀山体、污染河水。

“20 多年前，天鹅湖是一个臭水
沟、荒草滩，臭气熏天、污水横流。”三门
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鸟类环志
站站长高如意说。

近年来，随着黄河流域“共同抓好
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一场生态治
理攻坚战打响。

面对频频亮起的生态“红灯”，三门
峡壮士断腕关停坑口 1500余个，12万
余亩矿山覆土复绿，240公里生态廊道
建成使用。同时，实施绿色制造升级行
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18条黄河支流
实现清水入黄。

“鸟类是湿地生态的‘晴雨表’，数
以万计的天鹅来三门峡越冬。”高如意
说，在三门峡黄河湿地栖息的野生鸟类
从 20 年前的 175 种增加到如今的 315
种，其中包括黑鹳、白头鹤等11种国家
一级保护鸟类。

三门峡的变化是中部地区生态治
理取得明显成效的缩影。中部六省水

道纵横、山峦叠翠、湖泊散布，是我国
“生态重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生态
保护更是重中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持续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
湖泊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
同治理，加快补齐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和
处理设施短板。

黄河畔，清乱治污涵养水源、关矿
植绿保护水土、调水调沙冲淤治河，流
域内10条重点河流20个主要控制断面
生态流量全部达标，2022年，黄河干流
首次全线达到Ⅱ类水质。

长江边，化工企业搬迁治理污染、
“十年禁渔”扎实推进，2020年以来，长
江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Ⅱ类，流域优
Ⅲ水质断面比例从2015年的81.8%提高
到2023年的98.5%。

江水碧，河水清。焕发生机活力的
母亲河奔腾跃动，滔滔向东。

高质量发展勇闯新路

长江之滨武汉，“造车新实力”岚图
汽车的大本营；黄河岸边郑州，岚图汽
车的重点消费城市。虽相距500公里，
郑州消费者可在手机App上“隔空”选
车，从下单到提车，最快仅需3天。

便捷的消费体验，得益于“智慧”的
汽车生产线。岚图汽车总装车间，一条
智能化生产线同时混装3款车型，每隔
3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每辆车的颜
色、内饰、配置都不一样。

“这是柔性化、智能化生产的魅
力。”岚图汽车CEO卢放说，每辆车都有

“数字身份证”，机器扫一眼数字信息，
再抓取零部件装配，一条生产线就能实
现混流生产、千车千样、快速交付。

岚图汽车的柔性生产线只是武汉
“中国车谷”的一道“风景”，目前“中国
车谷”已集聚9家整车企业和1200多家
汽车零部件企业。

尽管如此，“中国车谷”的行业前沿
探索从未停止。面对全球汽车产业转
型升级浪潮，这里正聚焦智能网联汽

车、软件定义汽车、新能源汽车三大方
向，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
示范区。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调，立足实体
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
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
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部六省经济总量约占全国1/5，
在全国经济版图中举足轻重。走好向

“新”向“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关键在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

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制造业增加值
由2019年的 6.1 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
的6.8万亿元，规模约占全国1/5。中部
地区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国
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国比重分别达
27.3%和17.8%。

江河源远流长，发展任重道远。一
茬接着一茬干，绿色转型、创新驱动正
在蓄积起澎湃发展势能。

千年历史文脉永相传

站在太原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封
土堆旁，戴上VR眼镜，富丽堂皇的墓室
壁画清晰可见，上面绘有200余个彩绘
人物、马匹、神兽，还有各色仪仗、兵器、
乐器，1400余年前北齐勋贵的显赫威仪
与生活场面呈现眼前。

徐显秀墓室内保存着330余平方
米壁画，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南北
朝时期壁画墓，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余年来，出于恒温恒湿封闭保
护要求，观众无法踏足墓室参观壁画。
如今，科技赋能让文物“鲜活可触”——
依托徐显秀墓建成的太原北齐壁画博
物馆，游客可通过虚拟技术身临其境欣
赏壁画。

徐显秀墓所在的山西，拥有5万余
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531处，数量居全国第一。
2014年起，山西启动全省文物数字

化保护工程，迄今已实施云冈石窟、佛
光寺、永乐宫等145处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1家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的数字化
保护，初步建立重点文物数字化信息资
源库。

“文物活化利用，让更多人接触到、
感兴趣、看得懂，并从中汲取滋养。”太
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北齐壁画博物馆
馆长王江说，通过技术手段和创意运
营，让文物“活”起来，彰显中华文明旺
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创造力。

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部地
区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文物
遗存资源富集，历史人文底蕴深厚。古
老的甲骨文、距今6000多年的稻田、规
模最大的古铜矿遗址……串联成密布
在江河两岸的文明足迹。

2016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
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都
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水脉连着文脉，江河润泽千年。加
强两大流域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是延
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中原大地，国内大遗址分布最为密
集的地区，河南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成效显著，截至目前，河南已
建成开放遗址博物馆15处、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7处，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
成为热门“打卡地”。

三湘大地，269个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53 片历史文化街区、2590 处
历史建筑星罗棋布，湖南在城市规划
中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努力构建
具有湖南特色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体系。

滚滚大江流日夜，千年文脉贯古
今。长江、黄河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共同
记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江”“河”
文化，中部地区正在生动作答这一时代
课题。
新华社记者 李俊 张兴军 韩朝阳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长江、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澎湃着高质量发展的声音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记者
李延霞 刘慧）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局长李云泽24日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表示，为巩固提升大型商业银
行稳健经营发展的能力，更好地发
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作用，经
研究，国家计划对六家大型商业银
行增加核心一级资本，将按照“统
筹推进、分期分批、一行一策”的
思路，有序实施。

他表示，近年来，大型商业银

行主要依靠自身利润留存的方式来
增加资本，但随着银行减费让利的
力度不断加大，净息差有所收窄、
利润增速逐步放缓，需要统筹内部
和外部等多种渠道来充实资本。

李云泽表示，当前，大型商业
银行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
定，主要监管指标处于“健康区
间”。金融监管总局将持续督促大型
商业银行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强
化资本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能力。

国家计划对六家大型商业银行增资

9月24日10时31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使用捷
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 41 星、星时代-15/21/22 卫星、驭星二号 05
星、复旦一号卫星、天雁15星和吉天星A-01星共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郭厚泽 摄）

一箭八星！

秋分时节，安徽展羽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江卫军正忙着对鹅舍里
的皖西白鹅进行毛色筛选，“这主要为
配种前的基因提纯复壮做前期筛选。”

皖西白鹅是我国优良的中型鹅品
种之一，原产于安徽西部丘陵山区及河
南固始一带。江卫军从事皖西白鹅养
殖保种扩繁已经20余年。今年9月初，
他利用六安市为皖西白鹅育种企业提
供的保种经费置办了6套监控设备，以
便其实时掌握白鹅采食、产蛋等各项数
据。江卫军打趣道：“近期地方政府出
台的鹅产业发展政策中强化了对育种
企业的支持，这与半年前我和省委农办
主任喝的‘一杯茶’不无关联。”

这杯茶的故事来自“新农人下午
茶”活动，正是这一活动让江卫军印象
深、有获得感。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
安徽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通过与新农人
及农业龙头企业“喝杯茶”，与产业链专

家、相关要素保障部门“围炉煮茶”，在
“解剖麻雀”中摸清产业发展的现状、堵
点，以谋实农业产业提升的路径。

3月，“新农人下午茶”系列活动的
第7场——“白鹅”专场在六安市举行。
活动现场，有安徽省委农办主任、省市
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人、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专家以及为行业提供要素保障
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他们与鹅产业链头
部企业和新农人共话产业赋能之策。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畜牧部门负责
人王明辉回忆道，新农人反映的问题都
比较有针对性，产业技术体系专家也在
会上对产业市场行情、趋势等做了判
断，“这样的讨论不仅让我们行业主管
部门在制定政策时靶向更强，也让提供
要素保障的相关部门加深了对行业的
理解，让政策制定更协同。”

能现场办的当场解决，需要会后讨
论的列入交办事项。六安市金安区牧

鹅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汤翠琳
说，当时一些新农人反映的保险政策亟
待完善等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两
个月前我们发现鹅保险险种更细化了、
保障也提高了，长期的痛点通了，新农
人心里托底了。”

截至目前，“新农人下午茶”已举办
十期，安徽省围绕糯稻、白鹅、茶叶、坚果
等多领域，汇总新农人诉求建议，形成清
单逐条推进落实，畅通产业发展梗阻。

新农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打通新农人乡村产业发展的堵点，
完善农业经营体系，“新农人下午茶”活
动只是农业大省安徽破题的其中一
步。去年10月，安徽省成立省级层面
新农人协会，目前市级层面新农人协会
也已成立10个。

做大做强乡村产业、带动农民增
收，关键要发挥新农人的优势。近年
来，安徽省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家

庭农场突破32万个、农民合作社约11.5
万个，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潘鑫
看来，“新农人下午茶”活动以农业产业
链建设为目标，通过新农人与产业要素
保障部门和行业专家共叙，打通产业堵
点，而新农人协会汇聚各方资源，以联
合体向外引资源强链、向部门提困难谋
政策优链，让乡村产业在新农人手上不
断蓬勃兴盛。

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已开始深入
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升行动，
通过搭建对接平台、优化公共服务供
给、促进农民合作经营、推进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
钩，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高效发
展，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
增活力。

新华社记者 水金辰
（新华社合肥9月24日电）

“一杯茶”里见“真功夫”
——安徽探索“新农人下午茶”打通乡村产业发展梗阻

这是停靠于香港尖沙咀海运码头
的“深海一号”远洋科考船上的“蛟
龙号”（9月24日摄）。

当日上午，结束2024西太平洋国际
航次科考的中国远洋科考船“深海一
号”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首次访问香
港。访港期间，随船科学家为香港学生
进行科普讲座，分享此次科考成果。

新华社记者 陈铎 摄

“深海一号”

科考船访港

1、德宽路帆布厂综合楼 202

室，住宅楼，无家具，面积79.23平方

米，租金每月600元（不包含水、电、

物业费）。

2、开发区菱北西路厦华花园

6-203 室，住宅楼，无家具，面积

111.63平方米，租金每月800元（不包

含水、电、物业费）。

3、湖心北路1号戏曲大厦北面裙

楼1-4层，商业楼，总面积1424平方

米。其中，1层面积290平方，每平方

米45元；2层面积378平方，每平方米

35元；3-4层每层面积378平方，每平

方米32元；不包含水、电、物业费。

4、湖心北路88号广电大楼东楼8

楼南面圆弧，面积230平方米，租金每

平方米37元（包含水、电、物业费）。

5、湖心北路88号安庆市广播

电视台B号楼一楼，毛坯，面积1212

平方米，租金每平方米25元（不包

含水、电、物业费）。

出租咨询：阙先生13905565826

房产出租

9月20日上午，“校企合作——

徽商银行安庆分行智慧校园签约揭

牌仪式”在安庆市宜城科技学校圆

满举行，徽商银行安庆分行、安庆市

宜城科技学校、银通物联共同签署

银校战略合作协议，安庆市宜城科

技学校作为“徽商银行安庆分行智

慧校园示范园区”正式亮相，这标志

着徽商银行安庆分行正式迈开高校

校园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签约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共

同参观学校食堂一卡通现场使用场

景，正值学生下课用餐高峰，智慧校

园大大提升了效率，减少了学生排

队时间，降低了学校的管理难度。

徽商银行安庆分行一直致力于

金融科技的创新与发展，为客户提供

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智慧校园一

卡通项目的推出是徽行与学校共同

探索金融科技应用、服务校园生活的

重要举措，这一项目的实施，可以为

师生提供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务，共

同打造智慧、便捷的校园生活环境。

徽商银行安庆分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与学校携手并肩，共同探索

数智化校园建设的新模式、新路径，

推动校企合作、智慧校园一卡通项

目的深入实施，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人才，为教育

事业的发展贡献徽行力量。

通讯员 李银霞

校企合作 探索“数智化”校园建设新路径

徽商银行安庆分行智慧校园签约仪式举行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记者
韩佳诺 潘洁）国家统计局24日发布
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
列报告显示，75年来，我国人才培养
成果斐然，国民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基本实现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
国的历史性转变，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国民文化素质全面提升。随着
“两基”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各级各类教
育的不断发展，我国人口素质稳步提
高，劳动力素质结构更加优化。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
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9年，比1982年增加4.6年。2023年，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05年，比1982年增加3年；我国新增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年，接受
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5亿人。

报告显示，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
经历从小到大、由大到强的历史转

变。党的十九大以来，通过实施“教
育现代化推进工程”，重点推动高校

“双一流”建设、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
建设、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强学科
专业与行业企业、区域发展的对接联
动，加大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
前专业学位硕士生招生超过60%，形
成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类发展、齐
头并进的格局。1949年，我国研究生
在学人数仅为629人；2023年在学研
究生388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硕士生
数分别为61万人和327万人。

高校创新支撑作用不断增强。75
年来，我国高校立足国家需要，以高水
平学科布局、高精尖科研攻关、高效能
科技成果转化和高质量创新人才培育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战略支撑。
近年来，我国高校承担60%以上的国
家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承建
6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60%以
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

75年来我国国民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