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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安徽将加快推进智能汽车创新发展
2025年关键技术突破、生态体系构建等获重大进展

本报讯 安徽省发改委等

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

确提出抢抓产业电动化、网联

化、智能化发展战略机遇，加快

推进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支持

合肥、芜湖等地建设智能汽车

测试示范区，分阶段、分区域推

动道路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

《实施方案》明确，坚持关

键技术突破与供需有效对接

相结合、近期平台搭建与长期

优势打造相结合、自主创新发

展与全球资源整合相结合、服

务民生需要与智慧城市建设

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到 2025

年，在关键技术突破、生态体

系构建、基础设施建设、政策

法规体系等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以突破智能汽车关键技

术、构建智能汽车产业生态、

推动智能汽车测试示范、推动

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智能汽车政策法规体系、统一

智能汽车技术标准和安全管

理体系为主要任务，在机制创

新、政策引导、合作交流、氛围

营造等方面推动安徽省智能

汽车创新发展。

“十三五”以来，安徽省汽

车产业取得蓬勃发展，整车及

零部件企业综合实力大幅提

升，汽车智能化、网联化水平不

断提高，汽车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增强。

2019年，全省新能源汽车销量

占全国销量超10%。下一步，

安徽省发改委将编制汽车产业

“十四五”规划，智能汽车将成

为安徽省汽车产业发展的重点

方向。（李 莉 张海帝）

黑龙江力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增长
全省商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哈尔滨召开

本报讯 记者袁小峰报道

黑龙江省商务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近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会议

提出，2021年力争全省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实际

利用省外资金持续增长，外贸

外资基本盘保持稳定，实现量

稳质升。

2021年，全省商务部门将

围绕畅通国内大循环和畅通

国内国际双循环两方面开展

工作。在促进畅通国内大循

环方面，围绕贯通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各环节，做强产业

链条，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

设，扩大消费规模，促进消费

升级，畅通国内大循环；在促

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发挥自贸试验区等

开放平台引领作用，稳住外贸

外资基本盘，推动对俄经贸合

作，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打造

对外开放新前沿。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重冲击和各种困难挑

战，黑龙江省商务、招商部门统

筹疫情防控与商务发展，贯彻

落实“六稳”“六保”工作要求，

全力推进“稳外贸、稳外资、促

消费”工作部署，全省商务运行

恢复加快、企稳向好，商务发展

取得积极成效。

本报讯 近日，来自宁夏

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消息

称，自治区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在2020年度全国辐射环境监

测质量考核中获得4个考核项

目全部合格的佳绩。

此次质量考核活动由生态

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组织开展，全国31个省级辐射

环境监测单位参加考核。在收

到盲样后，宁夏回族自治区核

与辐射安全中心从提升业务、

岗位练兵的角度出发，严格按

照实验规范操作，强化质量控

制，开展分析工作并上报分析

结果。近日，生态环境部辐射

环境监测技术中心通报结果，

宁夏考核项目全部合格。

承担此次考核任务的宁夏

回族自治区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隶属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是

全区唯一的辐射环境监测机

构。目前，该中心有放射性检

测实验室1500余平方米，辐射

环境监测人员36名，各类辐射

环境监测仪器158台（套），具

备土壤、空气、水体、生物样品

等项目的辐射环境质量监测能

力，49个项目通过省级计量认

证；在全区设有32个辐射环境

监测国控点和20个电磁辐射

环境监测省控点，全天候对辐

射环境进行监测。

下一步，宁夏全区核与辐

射安全监管工作将结合生态环

境发展趋势，补短板、强弱项、

促提升，以建设高标准实验室

为抓手，积极完善辐射环境监

测基础建设，不断提高监测能

力和水平，为各项生态环境决

策做好技术支撑和服务。

（邢纪国 马 霞）

宁夏辐射环境监测能力通过国家考核
4个考核项目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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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褶皱”里悄然发生的“中国奇迹”
——“极贫之地”云南怒江州脱贫纪实

□ 伍晓阳 赵珮然

中国西南，几条巨大的山

脉并肩高耸，被称为“地球褶

皱”。这里是横断山区，地球板

块运动最剧烈的地方。

贫困与山区，犹如“孪生姐

妹”——地处横断山区的云南

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98%以

上土地为高山峡谷，贫困发生

率曾高达56%，是全国最高的

州市之一，可谓“极贫之地”。

在怒江州消除贫困，这个

曾经“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

变成现实：26.96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4个深度贫困

县全部摘帽，傈僳族、独龙族、

怒族和普米族整族脱贫。在这

片“地球褶皱”里，“中国奇迹”

悄然发生。

下山记

腊新梅的老家，在巍峨的

高黎贡山上。

耸立在中缅边境的高黎贡

山，南北绵延数百公里，与怒江

和碧罗雪山共同构成了雄奇的

怒江大峡谷。峡谷两岸高山

上，散落着许多村庄，福贡县匹

河乡棉谷村是其中之一。

腊新梅在棉谷村住了近

30年，两年前，得知山下的新

家可以入住，她在全村第一个

搬了家。

“山上我受够了，买桶油都

背得要（累）死。”腊新梅说。在

山上，儿子上小学，走路单程要

3个小时，每天都得摸黑出门、

摸黑回家。一包水泥在山下卖

25元，搬到山上工钱要200元，

盖砖瓦房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搬不动大山，那就搬家。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腊新梅在

山下的指挥田安置点分到了新

房子。新家里，电视机、沙发和

茶几都是政府发的，她自己出

钱贴了地砖，买了餐桌和冰

箱。搬家倒不费劲，因为老家没

什么可搬的，她直接拎包走人。

新家的阳台上，栽着10多盆

绿植，有兰花、百合、石斛，都是从

老家山上采来的。腊新梅3岁的

小女儿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新生

活，养了一只小仓鼠当宠物。

腊新梅在安置点开了一家

水果店，在抖音上学会了做凉

粉和奶茶。她还筹划着让在外

打工的丈夫回来开理发店。“这

个1200多人的新社区，还没一

个理发店呢！”

安置点上建了一座村史

馆。这是一座怒族传统千脚

房，竹篾为墙、茅草为顶，里面

陈列着木碗、竹箩、弓弩等生产

生活工具，还有村民世代难离

的火塘。

村史馆里，一组照片记录

了怒族“五代房”的变迁：第一代

是茅草房，第二代是油毛毡房，

第三代是石棉瓦房，第四代是彩

钢瓦房，第五代终于变成了新楼

房。“你看，前面四代房只换了屋

顶。”搬迁过来的和付益老人感

慨道，“现在的好房子，以前不

敢想哟！”

怒江州委书记纳云德说，

过去怒江多数贫困群众居住在

高山峻岭、峡谷缝隙，一方水土

养不起一方人。决战脱贫攻坚

中，怒江州开展史上最大规模

的搬迁行动，让10万贫困群众

搬下大山，进城入镇集中安置，

实现“一步跨千年”。

从卫星图片看，易地搬迁

后，一个个老村寨神奇地“消

失”了，原来的寨址恢复绿色，

与大山融为一体。

筑路记

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

内，霓虹宛如彩虹。

彩虹寓示着美好。独龙族

人民喜爱彩虹，他们的服装是

彩虹颜色，建筑上画着彩虹图

案，桥梁也装饰成彩虹式样。

如今，这条改变独龙族命运的

公路隧道也增添了彩虹元素。

聚居在贡山县独龙江乡的

独龙族，曾经长期与世隔绝。

1964年，政府开辟了一条翻越高

黎贡山的人马驿道。每年大雪

封山前，山间铃响马帮来，将粮

食、盐巴和药品等运进独龙江乡。

41岁的独龙江乡龙元村村

民和晓永，年少时跑过马帮。

“从村里到县城来回要12天，相

当辛苦，滑坡、滚石、雪崩等随

时可能发生，每一趟都是生死

考验。”他说。

1999年，独龙江乡修通了

简易公路。汽车第一次开进独

龙江，独龙族男女老少纷纷上

前，伸手摸一摸这头看起来怪

怪的“铁牛”。“最后的马帮”退

出历史舞台，和晓永卖掉马，攒

了几年钱，买来一辆拖拉机跑

运输。

“大雪封山”还没解决，怎

么办？独龙江公路升级改造工

程上马。新公路在高黎贡山雪

线下新开一条 6.68 公里的隧

道，可以全年通行。2014年 4

月10日，高黎贡山隧道炸响最

后一炮，独龙族从此彻底告别

“大雪封山”的历史。

新公路建成后，独龙族加

快摆脱千年贫困，积极拥抱现

代文明。越来越多的独龙族家

庭有了汽车，和晓永的运输生

意逐渐难以为继。他看好旅游

业，转行做起了民宿生意。

怒江大峡谷，过去是“交通

末梢”，一条沿江公路等级较

低，险象环生，外地司机一听要

去怒江都头疼。

在交通运输部支持下，贯

通怒江大峡谷的怒江美丽公路

2019年底建成通车。这条288

公里的公路将怒江大峡谷一个

个城镇、安置点和景点串了起

来，全程配套建设了绿道。

美丽公路建成通车，不仅

让沿途30万人民“喜大普奔”，

更轰动了整个“驴友圈”。“驴

友”们喜不自禁：“怒江的绝色

风景要藏不住了！”“从人间到

天堂，原来只需6小时！”

过去，怒江之困，困在交

通。如今，怒江交通迎来了历

史性跨越——美丽公路开通，

打造了怒江旅游腾飞、乡村振

兴的新引擎；保泸高速公路试

通车，结束了怒江不通高速的

历史；兰坪通用机场开航，怒江

人民圆了“飞天梦”；怒江、澜沧

江上36座溜索改为桥梁，“过江

靠溜索”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兴业记

两年前的秋天，普路恒狠

下心，把祖祖辈辈种的包谷地

铲了，改种了草果。这是一种

药材，也用作调味香料。

普路恒家在福贡县鹿马登

乡亚坪村。从他记事起，房前

屋后、悬崖陡坡上，到处都种

着包谷。“把包谷种好，就不会

饿着。”老父亲临终前的话，让

普路恒把包谷地看成了命根子。

但在大峡谷里，包谷种得

再好，亩产不过 100 多公斤。

这点产量只能让一家人不挨饿，

挣钱是指望不上的。陡坡耕种

还加剧了水土流失，带来滑坡和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

“种包谷，没出路。”驻村扶

贫工作队召集村民开会，掰着

指头给大家算账，动员村民种

草果，种苗由政府提供。散了

会，普路恒闷不吭声，回家继续

种他的包谷。

扶贫队员一次次做工作，

有的村民将信将疑种下了草

果苗。几年后，变化悄然发

生：先种草果的村民，从吃包

谷饭变成了吃大米饭，一日两

餐变成了三餐，千脚房改成了

砖瓦房……

村里的包谷地一片片变

少。直到 2018 年，普路恒的

10亩地成了村里最后一块包谷

地。他再也坐不住了，把它们

都铲了，全部种上草果。“铲晚

了，早点铲才好呢！”

他买来一台除草机，每天

守在草果地里，比种包谷还上

心。今年草果即将挂果，他盼

望着有个好收成。

在整个怒江州，以草果为

主的香料作物种植达 144 万

亩。怒江州林草局局长吕超

说，2019年，全州农民人均林业

收入近3000元，占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40%以上。

通过大规模退耕还林、恢复

植被，依托地理气候和生物资源

优势，发展林下经济，怒江的“绿

水青山”正在变为“金山银山”。

搬下大山的怒江人，还有

了新职业。

穿针、引线、拉线……在泸

水市上江镇同心社区，30多位

从山上搬迁来的傈僳族妇女围

坐在桌前，手法娴熟地缝制着

棒球。拉完108针后，一个崭

新的棒球就缝好了。

52岁的何才妹以前别说做

棒球，就连棒球这个词也没听

过。经过半年训练，她已经成

了缝棒球的好手。“缝一个能挣

两块五毛钱，手脚麻利的工友

一天能做40多个，一个月能挣

3000多块。而且就在家门口，

方便照顾家里。”何才妹说。

3万名贫困群众当上护林

员，2万多人参与生态修复治

理，17万多人转移就业，民宿老

板、探险向导、带货主播等新职

业不断涌现……迈上小康路的

怒江人，迎来百业兴旺。

整治成效谁更好 “擂台赛”上见分晓
四川大竹县举办“三晒三评”现场考评会，将2020年度群众最牵挂、最期盼的

民生实事整治成效摆在台面上、晒在阳光下，接受群众检阅

□ 程一凡 魏铃峰 邱椿博

“现在请现场考评组评委对

前三个单位的展示情况和答辩

情况进行综合比较打分……”

1月8日下午，在四川省大竹县

卫生健康局礼堂，一场别开生

面的“擂台赛”正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擂台下，23名现场考评

组评委正襟危坐、目光如炬；擂

台上，来自7个“群众最不满意

的10件事”专项整治牵头责任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正通过视

频、PPT、现场讲解的方式，展示

专项整治举措、完成进度、取得

的成效，将2020年度群众最牵

挂、最期盼的民生实事整治成

效摆在台面上、晒在阳光下，接

受群众检阅。

这场“擂台赛”也称“三晒

三评”现场考评会，整个考评会

分为场内考评和场外考评。参

评单位除了在台上接受考评组

评委的现场提问，还要接受场

外随机电话抽评，两项考评同

步进行。参评单位如对电话抽

评结果有异议，可以提出申诉，

考评组将在大会现场播放电话

录音，由参评单位进行答辩。

“通过这种形式，让整治成

效好的部门露露脸、出出彩；让

成效不好的部门红红脸、出出

汗，从而达到倒逼整治活动落

细、落实的目的。”大竹县整治活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

“办什么，群众说了算；好

不好，群众来评判”——自2020

年年初以来，大竹县集中开展

“大走访”“大征集”“大梳理”

“大调查”等活动，要求全县各

财政供养人员每人至少征集两

条群众诉求。县整治办将诉求

线索分层分类分办给各地各相

关部门，每条诉求均明确责任

单位、责任人和诉求解决时

限。大竹县汇总梳理出前20位

的群众诉求事项，再通过群众

网络投票排出前15位的诉求事

项，由县委常委会研究，最终确

定10件事作为本年度集中整治

事项，并由分管县领导挂包集

中整治事项，确保年底销号。

为了动真碰硬检验2020年

度整治成效，大竹县创新开展了

此次“三晒三评”活动。“通过晒

进度、晒举措、晒成效和电话抽

评、现场考评、群众测评的方式，

一方面激励各地各部门比学赶

超，另一方面让全县干部群众感

受整治活动带来的具体变化。”

据大竹县整治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人介绍，当天考评会

后，除了评比出3个先进单位，

大竹县还要将本次活动的结果

进行全县通报，并作为整治活动

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

推行“十步工作法”，邀请第

三方机构对诉求办理情况进行

全覆盖电话核查；创建“民生

110”平台，常态收集办理群众诉

求，一站式解决民生事项、纪检

投诉等问题；开展“点穴式”暗

访，每周一暗访一通报，做到“点

事、点人、点责”……依靠群众、

大胆探索、积极创新是近年来大

竹县在开展整治“群众最不满意

的10件事”活动中一以贯之的

“关键词”，创新工作措施为整治

成效的稳步提升打牢了基础。

2020年，大竹县共征集“群

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群众诉

求40,582条，剔除无效诉求，

全年办结并反馈39,423条，办

结率、满意率均为 100%。目

前，大竹县2021年整治工作已

全面启动，由县整治办统筹力

量，派出6个指导组，对各乡镇

（街道）、部门开展群众诉求征

集办理工作进行指导，目前已

征集群众诉求4万余条。

广西广西钦州港货运忙钦州港货运忙
近日，在广西钦州港，集装箱装卸一派繁忙。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广西钦州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95.04万标箱，同比增长30.98%。图为钦州港龙门吊

在吊运集装箱。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世界超市世界超市””义义乌乌：：外贸经济充满活力外贸经济充满活力
面对疫情冲击，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省义乌市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加速主动转型，外贸经济保持韧性和活

力。据海关统计，2020年 1月~11月，义乌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2859.9亿元人民币，较2019年同期增长6.9%。图为也门客商在义

乌国际商贸城选购茶壶。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