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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 刘羊旸 安 娜 张辛欣

新兴产业发展迈入快车道、

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下降……改革开放40年来，中

国的制造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转

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步伐稳步推进。

技术改造向智能升级

刷脸进门，戴上AR眼镜开

始工作——这不是科幻电影里

的场景，而是在中国商飞上海

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的数控加工

中心。工作人员通过AR眼镜

可以看到与现场实物按1比1

比例构造的三维模型，按照清

晰的装配路径、装备顺序，高效

准确完成任务。

“这里的设备智能化改造

后，都可以相互通讯。整个生

产单元实现了控制、传感、检测

的高度集成。”现场的工作人员

介绍说，人脸识别、人员定位、

智能传感等信息技术已融入生

产的多个环节。

类似的场景出现在很多智

能制造生产车间里。近年来，

我国传统制造业不断加快技术

改造步伐，智能制造贯穿于设

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

节，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新趋

势。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服务

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已有较好

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虽然发

展较快，但整体发展水平与世

界先进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特

别是在基础理论、基础算法、基

础材料、核心元器件等领域差

距较大，人才储备还不能满足

发展需求。对中国制造而言，

将制造优势与网络化、智能化

相叠加，形成数字时代新供给

能力是当务之急。

绿色制造培育新动能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工

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随之而来

的大量资源能源消耗给生态环

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当前，越

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正努力向绿

色化转型，积极探索将绿色注入

设计、生产等各个环节，将“能源

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资源节

约”等作为发展目标。

“积极参与污染防治攻坚

战，既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也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

健康稳定发展，还有利于广大

人民群众的福祉。”吉利控股集

团董事长李书福说，污染防治

攻坚战落实到汽车行业，最显

著的体现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

汽车，将绿色发展理念应用到

生产的多个环节。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

据显示，2015年~2017年全国规

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累计下降约17％，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累计下降约19％。

专家指出，推进绿色制造

要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

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

构和生产方式，培育发展新动

能，实现绿色增长。

创造拓展新空间

总部位于湖南浏阳的蓝思

科技，凭借多年来对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艺的先行研发投入，

为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手机前后盖双面玻璃、全

面屏、无线充电、人脸识别等新

功能或新设计，引领了产品设

计新的方向和趋势。”蓝思科技

副总裁刘曙光说，公司凭着创

新研发实现了突破，将迎来新

一轮发展空间。

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源

头活水”。近年来，我国制造业

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新兴产业发展

迈入快车道。2015年至2017

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10.5％，高于全部工

业年均增速4.4个百分点。

尽管创新能力日益增强，

但与世界制造强国相比还存在

很大差距，自主创新特别是原

始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

化效率不高，行业共性技术研

发滞缓，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

研发支出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

家的平均水平。

□ 王存理 朱 筱 沈汝发

盛夏七月，位于江苏泗洪县

境内的洪泽湖清水绿岸、鱼翔浅

底，游人如织。作为全国首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之一，泗洪县坚持“生

态立县”，以生态保护为基，产业

发展为要，绘出一幅“水清、景

美、民富”的美丽画卷。

守住生态红线

良好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泗洪拥有75万亩原生湿

地，占江淮生态经济区湿地总

面积的近 1/10，自然禀赋良

好。然而，20世纪90年代，部

分产业的粗放式发展造成当地

生态平衡失调。

痛定思痛。泗洪全面推进

“绿水青山专项行动”，投入

12.6亿元在全县范围内实施洪

泽湖退渔还湿、镇村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百河千渠环境整治

连通、造林绿化、美丽乡村建设

等“五大工程”，夯实生态发展

家底。

“过去，湿地水面上到处都

是渔船，围网密密麻麻，吃喝拉

撒全在船上，水面上漂浮着机

油和垃圾。”临淮镇二河村党支

部书记刘俊永回忆说。如今，

这片湿地空气质量达国家一

级，水质国家二类，是南水北调

东线工程一级水源地。

自 2011 年泗洪县政府与

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联合制

定“退渔还湿”工程规划至今年

上半年，已累计完成退渔还湿

面积13.85万亩。

作为全国养猪大县，泗洪

县的农业畜禽污染一度十分严

重。“沟渠污水到处都是，一到

夏天就散发臭味。现在我们镇

共三个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

能力达到500吨，沟渠水质达

到了一级B标准。”临淮镇党委

书记王志明说。

自2016年以来，泗洪县探

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PPP运营

模式，投资2.7亿元建成镇村污

水处理厂（站）130多个，铺设管

网400多公里，实现镇村污水

处理设施全覆盖，有效遏制了

农村生活污水直排现象。

另外，河道也是污染重灾

区。当地一位环保部门同志说，

“有些河道20多年都没清过。”目

前，泗洪已完成总任务量4288公

里的县乡河道疏浚工作，开工建

设36.3公里环县城生态绿廊和

130公里环洪泽湖生态绿廊，结

合“河长制”工作，全面完成洪泽

湖“双清”行动，铁腕打击非法采

砂，县域实现“零盗采”。

生态产业融合

夏日午后，渔民杨俊高采

摘归来，他的船上摆满了新摘

的绿色莲蓬和白色藕莛，剥开

轻嚼可感受丝丝甜味。

“退渔还湿”之后，泗洪通

过建设“水上牧场”，探索“生

态＋扶贫”新路径，让老渔民们

的“老生计”焕发绿色新生机。

据介绍，“退渔还湿”后，泗

洪县在湖面滩涂投放野生菱角、

莲藕、芡实及各类水生动物，成

立水上专业合作社，带动400多

户贫困户就业，年均增收3万余

元，既改善水质又创收富民。

2018年6月17日，中国泗

洪第三届洪泽湖湿地杯国际休

闲垂钓邀请赛在洪泽湖湿地开

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400多名

钓鱼爱好者同塘竞技。负责开

发这一项目的金水集团副总经

理张祥说，一次垂钓大赛带来的

直接、间接经济效益起码超亿元。

与此同时，泗洪大力推进

“生态＋绿色园区”模式，制定

“鼓励发展产业”和“禁止发展

产业”两张清单，三年来累计劝

退不符合环境要求的项目近

400个，全县11家化工企业全

部关停或重组。

探索制度创新

生态建设如何保持常态

化？制度建设是头道工序。组

建全县绿色发展指挥部、编制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推进洪

泽湖生态特区建设……泗洪厚

植生态优势，大力推进“生态＋

改革创新”，科学布局统筹“两

山”基地建设，构建与“两山”理

论实践创新相适应的体制机

制，激发生态“生命力”。

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是泗洪的一张靓丽名片，

在此基础上，泗洪推进泗洪洪

泽湖生态保护特区建设。“通过

构建统一登记、规划、保护、监

管的自然资源一体化管理模

式，实现自然资源保值增值。”

泗洪县旅游局局长邵海燕说，

2017 年，全县接待游客突破

4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2.3亿元，被评为“全国生态特

色旅游县”。

“我们建立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实绩考核、离任审计和责

任追究制度。积极推进资源环

境税费改革，实行差别化排污

收费，对采用清洁能源的企业

给予多种优惠。”泗洪县县长

李爱华说。

“‘走水路发水财’的旧有

观念一度让泗洪的生态遭到破

坏。‘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

略则让泗洪尝到甜头。我们将

继续探索打通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的通道，让宝贵的生态

资源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泗

洪县委书记王晓东说。

江苏东台黄海
森林公园夏日光影

黄海森林公园坚持“生态优先、

开发与保护并重”的理念，围绕“绿

色、生态、养生”主题，以森林生态、海

滨风情为特色，发展科普教育、湿地观

光、生态度假、养生康体、运动健身

等。图为航拍的盐城东台的黄海

森林公园。 泱 波 摄

□ 杜 刚 何 军

时至初伏，距离新疆阿克

苏冰糖心苹果集中采摘还有3

个月。果农侯佳预期，利用好

自己的品牌和微店，家里的冰

糖心苹果，今年的销售不会差。

侯佳的预期并非臆想。去

年11月，她开设微店，主要出

售苹果，附带一些新疆其他特

产。去年她家果园产出100多

吨苹果，其中8吨通过微店出

售。今年，她向工商部门申请

了“侯果”这一商标，7月17日

已得到工商部门受理通知。

“只要我的商标通过注册，

微店出售的量还能扩大。”侯佳

说。她计划和物流公司谈一

谈，降低物流成本。

侯佳和互联网的情结早在

2014年就结下了。当年，阿克

苏举办“阿克苏的苹果红了”网

络活动，两万个冰糖心苹果，送

给援疆干部家属、在外工作的

新疆人以及媒体人。随后几

年，阿克苏连续举办类似活动，

冰糖心苹果被更多人熟知，冰

糖心果农自然也受到关注，善

于表达、爱笑的侯佳更为媒体

喜爱。

在政府举办的一系列网络

活动中，侯佳看到了互联网传

播的力量。这也促使她开设了

微店、创立品牌。

通过互联网，侯佳还搜索

其他苹果产区产量、先进品种

和种植方法等大量信息。她觉

得，未来苹果种植需要学习一

些发达国家的规模化、机械化

种植，“我们现在苹果树间距太

小，不适合机械采摘。”她计划，

未来销量提高，她要扩大种植

面积、采用新的种植方法。

侯佳回忆和丈夫2002年

刚承包土地时，少有比较先进

的信息，只是没日没夜地劳

动。去年，她家36亩果园，除

掉成本，有约30万元的利润。

在阿克苏，被互联网改变

的不仅侯佳一家。据商务部大

数据监测，阿克苏淘宝网店去

年活跃卖家超过2400家，越来

越多的新疆特色林果通过互联

网走向五湖四海。

阿克苏地区是新疆特色林

果主产区，面积达450万亩，林

果业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3

成以上。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在北京发表《青藏高

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

指出，青藏高原各省区以循环

经济、可再生能源、特色产业为

特点的绿色发展模式已初步建

立；科学研究建成了较完备的

生态与环境监测体系。

白皮书在“绿色产业稳步

发展”部分指出，青藏高原各省

区着力发展特色农牧业，培育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建设

生态农牧业试验区。特色农牧

业已成为青藏高原绿色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

青藏高原拥有丰富的水

能、太阳能、地热能等绿色能

源。近年来，青藏高原各省区

基本构建了以水电、太阳能等

为主体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

系，保障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协调推进。

青藏高原经济发展坚持走

生态环境友好、资源节约集约

的道路，努力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旅游业已成为青藏高原实

现绿色增长和农牧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途径。在青藏高原社会

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

科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

作用。

（陈小愿 冯靖蓉）

本报讯 7月20日下午，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与湖北省宜

昌市下辖的枝江市政府签署姚

家港化工园产城融合项目合作

协议。未来，双方将就化工产

业绿色转型、产城融合方面展

开探索，打造破解“化工围江”

困局的长江绿色化工产城融合

样板。

据了解，长江沿线聚集了

全国约46%的化工产能，“化

工围江”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的难点问题。去年9月，地

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的湖北宜

昌率先出台文件，计划到2020

年，陆续“关停、改造、搬迁、转

型”134家沿江化工企业。

此次签约的姚家港化工园

产城融合项目正是宜昌为解决

“化工围江”和化工污染的破题

之举。项目总投资约152.49亿

元，分为化工产业园建设和城

市功能拓展两大部分。项目将

以长江沿线化工环保治理为契

机，按照一流环保安全、一流工

艺装备、一流园区管理的标准，

在枝江姚家港化工园对搬迁化

工企业实施升级改造或转型，

最终建立符合长江流域实情的

绿色化、现代化高标准化工产

业园。（齐中熙 李思远）

微店助新疆特色林果走向全国
互联网传播的力量促使塔里木盆地

果农开设微店、创立品牌

科技支撑青藏高原绿色产业发展

长江三峡下游将建绿色化工产业园

守 住 生态红线 放飞绿色梦想
江苏泗洪县坚持绿色发展，以生态保护为基，产业发展为要，

推进“生态＋绿色园区”模式，激发生态“生命力”

中国制造业向“绿色+智能”方向转型升级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正努力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将绿色注入设计、

生产等各个环节，将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资源节约等作为发展目标

中国第七大沙漠发展产业链治理沙化
7月21日，网格状的沙柳在沙漠上起到固沙的作用。据悉，库布

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位于内蒙古西南的鄂尔多斯市。经过30

多年来几代治沙人的努力，库布齐沙漠近1/3面积得到治理，生态资

源逐步恢复，并逐渐形成沙漠旅游、食品产业链。 刘文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