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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共同制作的十四集大型专题节目
《习近平经济思想系列讲读》，将于
2025年3月24日晚19：45档在总台财
经频道播出。这是首部系统阐释习近
平经济思想的电视专题片。

作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经济思想的重点专题，节目聚焦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要论述，深入解
读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鲜明政
治导向、深远战略思维、强烈历史担
当、真挚人民情怀和科学思想方
法，系统梳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全面展
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理
论价值和实践伟力。

节目创新演播室节目模式，特邀
我国经济领域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作

为讲读嘉宾，设置“时代之问”“思路
讲习”“思想伟力”“学思践悟”四个
版块，结合100多个基层实践案例与
40多位案例观察员的解读，生动阐释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
涵和实践要求，推动全社会更加自觉
地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解决问题、开
展工作，切实把所学所悟转化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和生动实践。

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新闻、央
视频、央视财经同步播出。

大型专题节目《习近平经济思想系列讲读》即将开播

本报讯 2024年安庆经开区规上
工业产值完成1055亿元，连续2年突破
千亿元，连续三年保持在全省开发园区
前30位，跻身国家级经开区百强行列。

在产业方面，汽车产业作为主导产
业集聚兴起，汽车产业产值实现314亿
元，同比增长17.5%，新引进汽车产业项
目42个，总投资188.4亿元，振宜二期、
浩博二期、金美汽车部件、新泉汽车饰
件等项目建成投产，势于势、可挺汽车
零部件、合力车桥等项目加速推进，成
功获批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业产业集
群；商业航天加速飞起来，签约落地商
业航天项目6个、总投资额76亿元，初

步形成了涵盖运载火箭、卫星制造、发
射服务等环节的产业生态。

项目建设方面，加速推进高铁新区
3.9平方公里起步区建设，起步区内新
安路、宝龙路、万福河南路等“四纵三
横”交通路网全线建成，万福安置房交
付验收，污水处理厂正在安装设备，南
塘之家一期、油气管线迁改等工程扎实
推进，工业用地实现“七通一平”，2000
余亩土地完成报批，可承接大项目落
地；新开工、新投产亿元以上项目 75
个，32个重点项目竣工投产，16个项目
被纳入全省集中开工动员项目清单，全
年开工率、纳统率均实现100%。

科技创新方面，大有时空牵头组建
的安徽省北斗导航与服务产业创新中
心获批省发改委产业创新中心，安庆合
力车桥获批安徽省工业设计中心，7家
企业获评2023年度安庆市高新技术企
业20强，4家企业获国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称号，振宜工业互联网平台入选
2024年安徽省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支出7.7亿元，
新增产学研项目26个、“揭榜挂帅”项
目10个，安庆经开区入选省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示范区。

营商环境方面，累计开展 19 期
“企业家接待日”活动，收办企业诉求
25条，全部办结、满意率100%；通过
为企服务热线、干部联系走访等渠道
累计收办企业诉求430条；紧盯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协调银行为300

余户企业提供资金周转，积极处理闲置
和低效用地1025亩，获评“2024年安
徽省国家级开发区亩均效益领跑者园
区”。市场经营主体新增数量和同比增
幅排在全市前列。

对外开放方面，综保区全年完成进
出口总值230亿元，安庆整车进口口岸和
安庆港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实现进口
汽车保税存储142台、进口粮食15.2万
吨，以进口大宗粮食为主的国际贸易、区
内税前交易实现营业收入5.1亿元。

下一步，安庆经开区将动员全区力
量、集中全区资源、鼓足全区干劲，在抓
项目、兴产业、重布局、办实事、提作风
等方面持续攻坚奋进，以“争当表率、争
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实践成果，开创现
代化一流开发园区建设新局面。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通讯员 汪晶）

安庆经开区去年实现产值1055亿元
跻身国家级经开区百强

古树名木是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
资源和生态资源，被誉为“绿色的国
宝”。在安庆这片土地上，生长着4756
株古树名木。它们见证着历史变迁，承
载着传统文化，在时间的长河里展现自
然之美、人文之美。

今年 1 月，《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经国务院审议通过
并公布，并于3月15日正式施行。作为
我国首部国家级古树名木保护专项法
规，《条例》构建了全链条保护体系，标志
着古树名木保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
新阶段。连日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探寻“扎根”安庆的古树名木，了解安庆
如何为一株株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

4756株古树名木建档挂牌

城区哪里有古树名木？记者在安庆
一一六医院内看到，多株大树挂有“身
份证”，上面标注着树木学名、树龄、编
号及养护责任单位等信息。

一株朴树底部进行了“刷白”养护，
四周被围栏隔开，围栏外挂着一张“身
份证”。这是一株三级古树，树龄 124
年。古树旁竖立着古树名木保护“五不
准”保护牌——不准砍伐；不准擅自移
植：不准刻伐钉钉、剥皮攀折；不准树下
取土、烧火；不准其他危害正常生长的
行为。违者按《安徽省古树名木保护条
例》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院区内有银杏、朴树等古树名木
30余株，树龄在100年到200年之间。平
时有专人进行浇水、锄草、施肥、修剪枯
弱枝等看护和管理，确保古树免遭破

坏、正常生长。
在宜秀区五横乡白林村，有一株高

10余米的二级古树皂荚。该乡有古树名
木72株，其中，二级古树1株、三级古树
71株。“古树分布不一，有的在村民家院
子里，有的在路边和巷道里。”五横乡林
业站负责人张文毅说，为保护古树，五
横乡实行属地管理和养护，“采取修建
围栏、补洞防腐、驱虫治病、搭架支撑
等，落实‘一树一策’保护修复、防病治
病等措施。”

记者从市林业局了解到，我市
4756株古树名木中，名木7株、一级古
树 94 株、二级古树 426 株、三级古树
4229株，目前均已实行建档挂牌保护。
古树名木树种主要为枫香、樟树、枫杨、

苦槠、银杏，最“年长”的树约有1300岁，
是生长在太湖县小池镇的罗汉松。

个性化“颐养”让古树名
木“延年益寿”

如何加强保护古树名木？记者从市林
业局了解到，我市精心部署“一树一策”，
织就古树名木保护的严密网络，实现了古
树名木的个性化“颐养”全面覆盖。

强化分级保护体系。通过全面排查
与科学建档，细化“一树一策”的保护修
复方案。依据《安徽省古树名木保护条
例》的分级标准，实施严谨的三级保护机
制，为古树名木披上坚实的保护“铠甲”。

构建监管网络体系。通过“林长+检察

长”巡查模式，已开展巡查20余次，一旦发
现保护隐患，即刻敦促责任单位整改，为
古树名木筑起司法守护的铜墙铁壁。

遵循属地管理与政府主导原则，明
确县级林业与城市绿化行政部门的养
护责任，签订责任书，锁定养护主体，确
保古树名木有人爱、有人管。

加强动态管理，依托全国古树名木
智慧管理系统，精心规划保护项目，优
化保护措施，初步实现古树名木精准保
护与管理。

推动社会参与与文化传承。充分利
用新媒体平台，聚焦历史文化、故事典
故、政策法规等维度，加大宣传力度，挖
掘古树名木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讲好
它们的不朽传奇。

据市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办公室
工作人员杨晨介绍，林业部门多次组织
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督查工作，督促各地
加强对古树名木的日常管护，设立保护
牌，落实相应保护措施和管护责任。目
前全市古树名木均已安排施救费用保
险投保，2024年对30株一级古树开展
保护复壮，同时安排对濒危、有保护价
值、处于重要区位的20株二级古树和
91株三级古树进行保护与修复。

依法守护“绿色的国宝”

3月15日起正式施行的《条例》，是
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古树
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应遵守的行为规范，
填补了古树名木保护领域国家层面的
法规空白，为古树名木保护提供了坚实
的法治保障。 （下转第二版）

依法守护4756株“绿色国宝”

古树又逢春 绿意满人间

本报讯 3月22日下午，市长张
君毅以“四不两直”方式深入潜山市、
岳西县暗访督导森林防灭火和清明
安全祭扫工作。他指出，随着清明节
临近，祭祀用火、农事用火增多，森林
防火进入关键期，各地及相关部门要
切实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
中有底”的行动力，狠抓森林防灭火工
作，坚决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在潜山市槎水镇，张君毅直奔龙
关村森林防火检查站，现场查看火种
收缴登记、值班值守记录。他强调，
检查站是防火“第一道防线”，要优化
点位布局、加强日常巡逻，严格检查
进山车辆和人员，确保火源不入林、

火种不进山。在镇专职消防队，张君
毅检查消防器材维护、队员应急演练
以及“三先四不打”落实情况，叮嘱队
员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提升实
战能力，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随后，张君毅随机前往岳西县天
堂镇木冲村，暗访防火检查站和村居
委会的值班值守、应急准备等工作。
他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严格落实
值班值守和安全巡逻工作，做到在岗
在位在状态，确保每片林区有人管、
每处风险有人盯。同时，要引导群众
文明祭祀、丧事简办，持续倡导文明
绿色祭扫方式，在全社会营造文明祭
扫、低碳祭扫氛围。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张君毅暗访督导森林防灭火工作时强调

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全力筑牢清明期间森林防灭火安全防线

活动现场，由废旧物品制作而成的手工艺品等，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全媒体记者 白萍 摄

本报讯 在“国际无废日”即
将来临之际，3月23日，2025年安
庆市“国际无废日”主题活动举
行，广泛宣传《安庆市无废城市建
设条例》，进一步凝聚全民共建“无
废城市”的社会共识，携手打造

“无废城市”建设的安庆样板。活动
由市生态环境局、市文化和旅游
局、迎江区人民政府、市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集团联合主办。

活动现场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活动。“无废城市”工作主题展
览，集中展示了我市“无废城市”建设
阶段性成果及典型案例、国内“无废
城市”建设经验等，普及生活垃圾分
类、资源循环利用等“无废”知识；围
绕《安庆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开展
有奖问答、举行模拟垃圾分类挑战
赛，展示由废旧物品制作而成的手工
艺品、装饰品、生活用品等。“通过参
加本次活动，我对‘无废城市’有了更
加深入的了解，以后要更加自觉地养
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

为安庆‘无废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小学生余芊影说。

活动还发布了《安庆市“无废
城市”建设倡议书》，倡议广大市民
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参
与生活垃圾分类，选择绿色出行方
式，支持“小份菜”改革，开展

“光盘行动”，不购买或使用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以主人翁姿态大力支
持企业履行环保主体责任，积极推
动“无废工厂”“无废场馆”“无废
小区”“无废商场”等“无废细胞”
建设，踊跃参与各类志愿活动，主
动监督与“无废城市”相悖的不文
明、不规范行为，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

我市自2023年启动省级“无废
城市”建设以来，各项工作稳步推
进，全省首部保障“无废城市”建
设的地方性法规——《安庆市无废
城市建设条例》将于3月30日第三
个“国际无废日”起施行。
（全媒体记者 白萍 通讯员 赵君）

“国际无废日”主题活动开展

凝聚社会共识 共建“无废城市”

本报讯 3月 12日，安徽省公布
省级非遗工坊名单，安庆市共有5家
非遗工坊成功入选，分别是潜山市欣
兴鑫舒席专业合作社、潜山市天柱陶
瓷有限公司、桐城创景茶业有限公
司、望江县慧兰挑花工艺品有限公司
和宿松县龙河茶叶有限公司。此次
安庆市非遗工坊入选数量位居全省
第一，充分展现了我市在非遗保护与
传承领域的卓越成就。

入选的5家非遗工坊所涉及非遗
项目分别是竹编（王河舒席）、痘姆
陶器烧制技艺、绿茶制作技艺 （桐
城小花）、挑花 （望江挑花）、绿茶

制作技艺（宿松香芽）。这些非遗项
目不仅承载着安庆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更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非遗工坊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
体，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
兴的关键力量。近年来，安庆市的非
遗工坊在技艺传承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同时通过创新和市场推广，让
传统非遗项目焕发出新的活力。此
次省级非遗工坊的成功入选，既是对
安庆非遗保护工作的肯定，也为全省
非遗传承与发展树立了典范。

（见习记者 黄媛媛）

5家非遗工坊入选省级名单
数量居全省第一

在怀宁县工业园区内，安徽万邦特
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主研
发的碱性电池隔膜纸不断下线（3 月 19
日摄）。

过去该产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该
公司自主创新研发的碱性电池隔膜纸，
解决了关键材料的“卡脖子”问题，产品
性能达到进口同类产品水平，且价格是
进口的三分之一，为重要产业自立自强
贡献了力量。

通讯员 檀志扬 操鹏 摄

自主研发

突破“卡脖子”

宜秀区五横乡白林村的皂荚古树。 通讯员 张文毅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