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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时评

盐碱滩上
崛起外资高地

随着我国开放的日益深入，天津开

发区外资产业结构逐步优化，聚焦高精

尖项目，吸引外资走向“选资时代”。

2017年，天津开发区高技术制造业产

值占全区比重同比提高3.3个百分点。

重点推荐

6版

黄渤海伏季
休渔期结束
9月1日，我国黄渤海伏

季休渔期结束。山东省烟

台市的渔船陆续出海，开始

捕捞作业。图为渔民在渔

港将捕获的渔搬运上岸。

新华社发（唐 克 摄）

为 未 来 之 城 夯 实 根 基
—— 雄安新区建设新进展见闻

□ 曹国厂 高 博 徐步云

河北雄安新区自2017年4月1

日设立以来，一举一动都备受外界

瞩目。

一年多来，这里没有人们想象中

大规模建筑工地遍地开花，没有迅速

崛起的高楼大厦，更没有一线城市的

热闹与繁华。

新华社记者采访发现，这片热土

悄然发生着变化：规划编制、制定政

策、组建机构、科技创新、智能城市设

计、民生就业、产业升级、体制机制创

新、群众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重

点工作行稳致远。

许多工作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但每一步都是在为这座未来之

城夯实根基，也是新区成长壮大最原

始的细胞。

谋定后动，筑牢新区
长远发展规划基础

雄安新区建设，规划先行。记者

连日来在雄安新区采访了解到，雄安

新区规划编制关注度高、动用机构

多、涉及领域广、集聚人才多。新区

规划体系构成为“1+4+25”，即由1

个规划纲要、4个综合性规划和25个

专项规划构成。

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采取了

国际咨询，从 279 个国际国内顶

尖设计机构中优先确定 12 家参

加城市设计，经评议推荐出3个设

计方案，国际咨询成果被充分吸

纳到相关规划中，目前正在就相

关区域规划设计开展第二轮国际

方案征集。

雄安新区设立以来，河北省委、

省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8月19

日，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利用

一天时间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当前和

下一阶段工作。记者粗略统计，仅从

今年五一以来，河北省类似会议已召

开6次。

值得一提的是，新区科学研究防

洪和抗震等安全标准，起步区防洪标

准为200年一遇，五个外围组团防洪

标准为100年一遇，其他特色小城镇

防洪标准原则上为50年一遇；避难

场所、应急指挥中心等城市要害系统

按基本烈度Ⅸ度抗震设防，高标准设

防、高质量建设，确保千年大计安全

万无一失。

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雄安新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说，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不

是短期可以一蹴而就的，必须有“功

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

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强化环境综合治理，筑牢
长远发展生态根基

生态资源是雄安新区最宝贵的

财富。雄安新区开好局、起好步，重

要基础是保护白洋淀生态功能和强

化环境治理。

白洋淀上游的唐河主河道内，有

一个原定于1979年停用的污水库，

但直至2017年6月底才实现彻底截

污，超期运行近40年。污水库尾距

离白洋淀仅2.5公里，对白洋淀水环

境质量构成严重威胁。

雄安新区安新县西涝淀村党支

部书记刘艳辉说，几十年的污水排

放，周边村镇工业垃圾、冶炼残渣、生

活垃圾长年累月往里倒，垃圾成山、

污水横流，生活在这一带的居民苦不

堪言。

今年5月，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

与生态修复一期工程正式启动。经

过几个月的治理，如今唐河污水库已

经蜕变成了绿树成荫、青草丰茂的雄

安新区环保教育基地。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

绍，一年多来，新区持续推进白洋淀

流域“洗脸工程”，清运河道和村庄各

类垃圾344.5万方，封堵非法排污口

85处，治理纳污坑塘366个，建成小

型污水站152个，完成生态补水逾

1.1亿立方米。

除了白洋淀综合治理，去年新区

全面实施了散煤替代工程，2017年

新区PM2.5平均浓度同比2016年下

降21.5%；今年实施了10万亩苗景

兼用林项目，目前已累计种植超过

850万株……

“智慧城市”见雏形，
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今年5月30日，雄安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海绵绿地、

智能路灯、生态停车场、人脸声纹识

别的无人超市、无人驾驶汽车道路、

透水的植草砖……这里，能深切感受

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智慧城

市”的缩影。

从全国大多数国家级新区的行

政管理架构来看，雄安新区大胆创

新，设立“1办1部5局”7个内设机构

的“精简、高效、统一”的新区党工委、

管委会。

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刘宝玲说，新区建设

过程中，实行智能城市设计、文物保

护、地质普查、教育先行。新区广大

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顾全大局，为

实现“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清清楚

楚再开工建设”，做出了艰苦努力和

无私奉献。

雄安三县传统产业以服装制鞋、

皮革塑料与废旧金属加工为主，不仅

规模小而分散，处于产业链的中低

端，而且极易产生污染。然而这些传

统产业提供了大量当地居民就业岗

位。传统产业何去何从，是人们普遍

关心的话题。

对此，雄安新区治理传统产业

并非“一刀切”和简单地“关、并、

停”，而是推进非污染型传统产业

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高端化

发展。

去年 6月，容城县引入时尚元

素，与北京服装学院共同打造容城时

尚产业园。通过校地合作成立产学

研基地、筹办服装文化节、引进原创

设计师、产业培训等方式，打造了容

城服装产业链时尚生态圈，引导容城

传统服装产业创新升级。

坚持传统产业治理与升级的同

时，雄安新区确保有序实现高端产业

布局。截至今年6月底，新区已与阿

里巴巴、腾讯、百度、科大讯飞等近

10家高新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核准超过百家高端高新企业和驻京

大型央企在雄安新区开展工商注册

登记。

“ 粮 仓 ”飞 出 欢 乐 歌
—— 黑龙江“深耕”农业供给端助力乡村振兴

□ 孙英威 杨 喆 闫 睿

木耳界种出“白富美”，农民创业

“猫冬”变“忙冬”，“保险＋期货”让种

粮收益“有了底”……我国最大“粮

仓”黑龙江省积极推进农业优质化、

产业链条化、改革配套化，向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目标

持续发力。

高质量成为农业生产“关键词”

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进黑龙江省

穆棱市穆棱河流域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时，一处食用菌基地已完成了第三

茬采摘，一种白色的“白玉木耳”格外

显眼。

“这可以说是木耳界的‘白富美’

了。”基地负责人杨弘学指着一株白

玉木耳介绍，白玉木耳是利用从野生

毛木耳中发现的白色变异菌株，经培

养而成，市场价值是普通黑木耳的2

倍以上。

据介绍，基地的白玉木耳将直接

销售到北京等一线城市，预计销售额

500余万元。“现在种啥不能‘大帮

哄’了，得打出差异化，才能有更高效

益。”杨弘学说。

近年来，黑龙江不断推进种植业

结构调整，越来越多的种植者将目光

瞄准了高质量农业，通过提高农产品

质量创造更大效益。

在虎林市东诚镇复兴村的良艳

有机鸭稻种植合作社里，水稻已进入

灌浆阶段。“我们的有机鸭稻不用化

肥和农药，市场价每斤10元以上。”

合作社理事长宋国良说，优质稻米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目前合作社种植的

1000亩鸭稻已被预订一空。

据了解，今年黑龙江省绿色有机

食品认证面积可达到8000万亩，比

上年增加近400万亩。该省还计划

将“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剂”的农

业“三减”高标准示范面积扩大到

3500万亩。与此同时，经济作物种

植面积稳步增长，截至6月末全省经

济作物面积达1660万亩，比上年增

加6.1％。

“两头两尾”释放产业化红利

在绥化市青冈县柞岗镇的一处

汉麻田里，两台收割机轰隆作响，正

在收获成熟的汉麻。

“多亏我们这儿引进了汉麻加工

企业，汉麻亩效益比以前种玉米多

300元左右。”柞岗镇硕累农业产业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关荣军说，合作社

种植的1100亩汉麻与当地一家加工

企业签订了购销协议，预计产值可达

120余万元，可带动12户贫困户户

均增收3500元。

在黑龙江，“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这“两头两尾”正在逐渐释放产业

化“红利”。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规

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12.8％，增加值同比增长

13％，为近年最快增速。

在快速发展的农业产业中，农民

创业大军正在成为其中的重要力

量。“实现乡村振兴还是要靠我们脚

踏实地去创业。”谈及创业梦想，毕业

于兰州大学、今年 31 岁的乔卫齐

说。如今，通过互联网，乔卫齐将家

乡明水县的优质农产品卖到了全国

各地，去年销售额达到200万元。

如今，黑龙江省像乔卫齐一样的

农民创业者已有150余万人。黑龙

江省农业部门初步测算，上半年全省

农民创业纯收入预计为255.2亿元，

到年底全省农民创业人数可达160

万人，有望实现农民创业纯收入360

亿元。

改革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再过一个月，佳木斯市桦川县苏

家店镇新胜村农民郑国锋种植的大

豆就要收获了。相比以往，今年郑国

锋格外“淡定”。

“参加了‘保险＋期货’，咱这心

里就有底了。”郑国锋说，“政策性保

险保产量，‘保险＋期货’保价格，种

粮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郑国锋口中的“保险＋期货”，

是黑龙江省在部分地区推行的一种

新型农业保险，期货公司为种植者

提供价格保险，可以解决农户卖粮

时可能面临的价格下跌等问题。目

前，黑龙江省大豆、玉米等农作物价

格保险、收入保险试点承保面积已

达51万亩。

农业保险改革试点只是黑龙江

在农业领域众多改革中的一项。近

年来，黑龙江省以两大平原现代农业

综合配套改革为牵动，构建与先进生

产力相适应的农业生产体系，各项改

革不断深化，发展动力持续增强。

富锦市锦山镇洪洲村曾是当地

有名的贫困村，欠外债曾达到100万

元。2017年，富锦市成为黑龙江省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洪洲村

抓住机遇，率先成立了当地首家农村

股份制合作组织——锦山镇洪洲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村党支部书记李

平芹说，通过整合资产，发展旅游业，

今年村集体营收预计可达100万元。

部分专家及基层干部同时表示，

黑龙江农业供给端亮点频现，但在

破解农业“大而不强”、推进农业改

革等方面仍需发力。黑龙江省政协

委员李应文认为，产业化程度不够

高，一二三产融合不够深，一些领域

改革不够快等问题，均需持之以恒努

力破解。

地名要让人
记得住乡愁

□ 扶 青

早上在“威尼斯”起床，中午到“维也

纳”办事，晚上在“曼哈顿”吃饭逛街，不

出城也能“周游世界”……最近，《半月

谈》记者梳理发现，尽管我国多次提出要

清理规范洋地名，但受经济利益驱使、迎

合崇洋心态等影响，承载着中国地域文

化、城市文化的地名依然不断遭受洋风

侵袭。

洋地名入侵，看起来很“潮”，实则东

施效颦，经不起推敲。有媒体曾随机选

取全国 12 座城市 240 个小区，发现 1/5

的小区在命名的时候，都含有外国的信

息。明明是中国的建筑，与异域风情毫

不相干，却硬要冠上什么加州水岸、普罗

旺斯等洋名，用意何在呢？应该说，这里

面存在商业炒作的成分，但中国传统文

化浩如烟海，可借鉴可使用的元素更多，

一些开发商滥用洋地名，实则是缺乏文

化自信，价值观混乱的表现。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取地名的方式

值得反思。比如地名雷同、缺乏特色，很

多城市都有解放路、人民路、花园路，甚

至用一二三四这样的数字简单命名。这

样的方式也许便于管理，但未免有些千

篇一律。相形之下，许多保有历史含义

的命名，譬如北京的王府井、南京的乌衣

巷、重庆的打铜街等，不仅识别度高，也

别有韵味。还有就是，一些地方存在随

意改名的现象，特别是随着行政区域的

调整，为了表示是新地名，或者为了扩大

影响，故意将专名更换。有统计称，近

30年时间里大约6万个乡镇名字和40万

个村名被弃用。这样的方式，对个人和

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等到以

后想要恢复古地名，大众往往又不知其

所以然了。其反映的是，一些地方没有

意识到地名是历史的宝贵遗产，从内心

缺乏对传统文化的体认。

地名并非一个枯燥的名称，而是代

表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刻度，存在历史、

文化、社会、民族等多方面的意义。随手

举例，提起荆州，人们会想起三国故事；

谈及西安案板街，就让人梦回唐朝；说起

绍兴，人们马上指出是鲁迅故乡。这说

明，地名从来不是空荡荡的概念，它和当

地气候风俗、经济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其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让

人们有了身份认同，当我们问起“你是哪

里人”，不仅是在询问地域籍贯，更是询

问一种情感归属。现在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地域归属感看似削

弱了，然而对家乡有认同感的人，依然会

大大方方展示自己的籍贯。这正是文化

基因的力量。从维系市县乡村的感情，

到建立对某省人的认同，到身为中国人

感到自豪，这其中蕴含着强大的凝聚力、

向心力。

我国早在1986年就颁布了《地名管

理条例》，并明确规定“不以外国人名、地

名命名我国地名”，近年来，很多地方逐

渐开始建立地方管理规章制度体系，清

理整治居民区、街巷等地名中存在的

“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可以说，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认识到保护地名文化

的重要性。接下来，应在法律法规和部

门联动层面上持续探索，推动建立提前

介入机制和严格审验制度，多向专家要

看法，多向百姓要意见，争取一个地名不

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还要让人记得住

乡愁、挂得住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