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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讯

夏日红石峡
位于河南省修武县云台

山景区内的红石峡全长 1500

米，是由红岩构成的丹霞地貌

峡谷景观。夏日来临，众多游

客前来观赏泉瀑溪潭，感受峡

谷的雄险奇幽。图为游客在

云台山红石峡景区游玩。

新华社记者 李 安 摄

□ 韩 梅

“今年，北京将全力支持雄安新

区提升承接能力，继续把支持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将雄

安新区和北京发展‘一体谋划、统筹

考虑’，雄安新区需要什么就主动支

持什么。”日前，北京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近日做出上述表示。

交通：进入北京1小时
交通圈

在京冀紧密合作下，京雄城际

铁路已全线开通运营，北京西站到

雄安的时间缩短至50分钟；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建成投用，从大兴机场

最快19分钟可达雄安新区。雄安

新区已进入北京1小时交通圈。

说起京雄交通巨变带来的红

利，雄安新区雄县社区服务中心主

任刘存难掩幸福感：“短短4年，京

雄高铁、京雄高速延伸到家门口，京

企、京校、京医纷至沓来，一看到带

京字的，就感到格外亲切。”

“北京和雄安新区直连直通的

交通体系正在加快构建。京雄高速

公路北京段已开工，力争今年底建

成京雄高速北京段市界至六环段，

届时北京到雄安就更快了。”北京市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产业：中关村企业在
雄安设立分支机构达142家

目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全面建

设和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行

的阶段。一批又一批北京项目落地

“未来之城”。

“雄安新区成立以来，北京发挥

科技资源优势，全力支持服务雄安

新区建设，加快编制《雄安新区中关

村科技园发展规划》，鼓励北京市属

国企参与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中关

村企业在雄安设立分支机构达到

142家，16家市属国企主动参与、支

持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北京市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中央企业在雄安新

区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及各类分支

机构已达100余家，这些中央企业

子公司、分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主

要布局在基础设施建设、前沿信息

技术、先进生物技术、现代服务业、

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据了解，央企

下一步将充分利用在能源、电力、通

信、轨道交通等领域的产业基础和

专长特长，在雄安加快布局一批国

际一流的新型科研机构、高新技术

企业，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研

究中心等。

公共服务：“三校”
进入收尾竣工阶段

在雄安新区白洋淀北岸，占地

5.7公顷，建筑面积4.26万平方米的

北京四中雄安校区项目拔地而起，

目前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预计今

年底交付使用。巧合的是，北京四

中第一任校长王道元先生的家乡就

在白洋淀南岸。

“建立于1907年的北京四中是

北京市重点中学，北京四中雄安校

区项目将秉承‘勤奋、严谨、民主、开

拓’的校训，做到以人育人，共同发

展，结合雄安新区实际为学生及教

师搭建平台，促进雄安新区学生全

面发展和有个性的发展。”北京四中

雄安校区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在医疗教育方面，北京市以

‘交钥匙’方式在雄安新区建设3所

学校、1所医院。截至目前，三所学

校项目接近完工，医院项目正在开

展主体结构施工。建成后将分别由

北京四中、史家胡同小学、北海幼儿

园、北京宣武医院提供办学办医支

持，让雄安人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

受到北京的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北

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为了提升雄安的公共

服务水平，除了硬件建设之外，今年

北京将协助雄安新区开展教师、医

生、护士等招聘和培训工作，继续开

展京雄教师互派、课程共享等活动。

作为首都北京的重要一翼，雄安

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承接能力

大幅提升，活力四射、惊喜不断……

□ 李兴文 黄浩然 初 杭 刘怀丕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初

夏时节，草木葱茏的中部大地上，绿

色发展风头正劲。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直是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和关心的事。两

年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

谈会上，他明确要求：“开展生态保

护和修复，强化环境建设和治理，推

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绿色发

展的美丽中部。”

煤城踩上发展“绿色风口”，黄

河变得“青春俏丽”亲人近人，乡村

建设“颜值”与“实力”并重……中部

地区真实的特色发展脉动，“靓”点

纷纷。

好风凭借力

一片扇叶有二十多层楼高，“巨

无霸”风扇从这里“成长”——

走进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的

中材科技（萍乡）风电叶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材叶片公司)，生产线

上工人正在模具上给叶片毛坯灌注

树脂，待成型后将制成68.8米长的

叶片。这些用于风力发电的叶片不

是用来“扇风”，而是“借风”。

公司副总经理文景波给生产风

力发电叶片做了个形象的比喻，由

玻璃纤维、环氧树脂等主要材料做

成的风电叶片，根部是“叶柄”、箱型

梁是“叶脉”，配合上特殊的外形和

动力设计，安装后无论正面、侧面、

背面来风都能转动发电。

“68.8米是去年生产的最长叶

片，而今年已是最短的！”中材叶片

公司副总经理文景波介绍。

“借风神器”为何越“长”越长？

环保产业发展，市场需求旺盛，让叶

片越“长”越长。据介绍，今年该基

地生产的叶片最长的已达到80.8

米。生产速度也越来越快，去年三

天生产一支叶片，今年已实现日均

生产一支大型风电叶片。产量已占

全国市场份额近25%。

“在‘碳达峰’‘碳中和’政策

背景下，公司对市场前景充满信心，

下一步将聚力新产品研发，进一步

朝着大功率、大叶型生产挺进。”

文景波说。

“借风神器”越“长”越长，让江

西萍乡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坚决。

煤矿企业从历史最高的1116家，下

降到去年的26家；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节能环保等为主导的新兴产

业蓬勃发展。这座因煤立市、因钢

而兴的城市，正在实现从国家首批

资源枯竭型城市到国家第二批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区的精彩转身。

自然一片风，人间一片清。在

“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下，中

部地区站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风

口”。能源匮乏的江西，2020年新

能源发电量为165亿千瓦时，其中

风力发电71亿千瓦时、光伏发电62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煤381.14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50.18万吨。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

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中部地区正在

抓住机会窗口，奋起破茧成蝶。

黄河绕青山

黑尾鸥、中杓鹬、黄臀鹎……在

马朝红的镜头里，孟津黄河湿地保

护区的鸟类，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

9种。她在这里当管护员20多年，

见证黄河生态近年来快速变好。

“我们着力高标准开展沿黄生

态廊道建设，加强环境综合治理和

湿地保护修复，力争把黄河孟津段

打造成岸绿景美的生态河。”河南洛

阳市孟津区委书记杨劭春说。

在黄河中下游，由于小浪底水

库的修建,经过调水调沙,保住了

下游黄河滩区的安澜,也使得万里

黄河孟津蓝。行走在孟津的黄河

岸边，远山黛青，涛声入耳，大堤内

外绿植葱茏，河中沙洲树木茂盛，

浅滩、水草、候鸟共同构成一幅和

谐风景画。随着保护力度加大，生

态持续恢复，黄河沿岸成为鸟类天

堂，仅在孟津就监测有270多种鸟

类栖息。

从孟津顺流而下100多公里，

就来到了郑州市惠济区的南裹

头。南裹头曾是嘈杂的渔家乐聚

集地，如今改造为湿地公园，变成

一处热门打卡地。这里以防汛物

资石头为主题，岸边绿草美如画，

还修建了观河台服务驿站、露天剧

场等。夏日的中午时分，观河台上

凉风习习，不少游客在此欢歌笑

语、休闲纳凉。

如今，在郑州市西北黄河之滨

南岸的黄河风景区眺望，青山巍巍、

黄河滔滔，雄浑浩荡与秀美宜人之

景可以尽收眼底，抚育了两岸千百

年的母亲河容光焕发。

黄河中下游缘何变得俏丽动

人、和蔼可亲？生态恢复是根本。

为重新构建“生态黄河”，2020年

初，河南启动“百千万”黄河生态保

护治理试点，在黄河部分河段堤外

建设宽约500米、面积为10万亩的

生态廊道。目前，河南沿黄地市的

370公里生态廊道已初具规模，将

黄河文化遗存、沿岸美景和现代产

业有机串联。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指引下，沿黄地

区聚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定施

策、久久为功，黄河一定能成为两岸

儿女的幸福河。

愿归田园居

让艺术与生活相遇，“绿色”与

“金色”相接，生态发展“疗效”让人

赞叹。

空山新雨后，天空蔚蓝如镜，

萍水河迤逦而过，山坡上的萍乡市

湘东区江口村，成片的白色“艺术

宫殿”，如一块白玉镶嵌在青山绿

水间。

竹艺编织、油葵花草种植，让原

生态产品走出农村；“零799”艺术

区、赣湘诗源藏书楼，让艺术气息走

进乡野——江口村通过保护山林、

污染整治、农房改造，生出“文艺范

儿”，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零 799”艺术区入驻艺术家

陈锋是江口村的一名“新村民”，他

“落户”在此，是希望在自然美景中

找寻艺术的踪迹，将艺术种子播撒

在广袤乡村。在他的油画中，小村庄

的四季变换诗意而美好。“乡村振兴

不仅是农村美、农民富，更重要的是

文化建设，是精神的富足。”陈锋说。

从山到河、自城而村，萍乡的生

态建设吸引更多人愿归田园，重新

寻回“乡愁记忆”——

在安源区，曾经的“江南煤都”，

由于不合理开采，严重破坏了当地

的生态环境，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随

意排放，安源河成了条“黑泥鳅”。

痛定思痛，当地关停91家采矿厂，

给河道清淤、为生态加分，如今观光

休闲农业每年吸引8万余名游客，

生态种植带动村民增收450万元。

在上栗县，“泉之源”田园综合

体在群众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完善基层自治的基础上，淘汰周边

村庄30余家花炮企业。如今游客

和村民或在廊桥休憩聊天，或在湖

上泛舟戏水，仅“五一”假期就吸引

5万余名游客，带动旅游增收210余

万元。

在莲花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成为乡村振兴新动能，2020年新

增省4A级乡村旅游点2家，3地获

评“江西康养旅游打卡地”，文旅、农

旅开始深度融合。

珍视山川河流、回归资源集约，

一幅幅绿色发展的美丽画卷正在中

部地区徐徐铺开。

峰峦叠翠、竹海摇曳，生活因遇

见绿色而生机勃勃；创业潮头、发展

蓝海，乡村振兴因绿色发展而点亮

想象空间。有生态，也要有未来。

在笃定美丽生态中创造绿色经济，

中部地区的生动实践，揭示出产业

融合创新、绿色发展“后发先至”的

可行路径。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正

在为推进中部绿色崛起、美丽中国

建设注入源源动力。

广州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司法改革创新引领区
本报讯 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近

日召开广州法院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建设专题

新闻发布会，发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改革创新引领区 服

务保障更具国际竞争力营商环境建设 助力

广州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了50项工作规划，首次提出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改革创新引领区”，

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推动形

成一批示范性司法改革创新项目，打造具有

标志性引领性的改革品牌。

《意见》聚焦服务保障更高水平的对外开

放，坚决贯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要求，以涉外审判精品战略为抓手，创新提出

10项优化涉外审判机制、服务“双区”建设的

机制举措。

例如，着力构建与发展相适应的涉外案

件管辖体系，在严格遵守中国法律、坚决维护

中国司法主权的基础上，为中外市场主体提

供普惠均等的司法服务；完善跨境司法送达

协助、域外法查明与适用机制，探索委托粤港

澳联营律师事务所送达，推动筹建全国一流

的“域外法查明通”平台。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勇在发布会

上表示，《意见》的发布，代表广州法院营商环

境建设工作迈入新的阶段。广州法院将全力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改革创新引领区，在

更高层次推进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为

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更

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中 新）

沪苏湖铁路引入
上海虹桥枢纽增加“新通道”

本报讯 经过1000余名作业人员5个

多小时的连续奋战，沪苏湖铁路引入上海虹

桥站南咽喉信号联锁换装日前顺利完成。本

次信号联锁施工和后续工作完成后，沪苏湖

铁路引入上海虹桥枢纽将新增一条通道，进

一步提高车辆运行效率和客运能力。

本次施工包括轨道铺设、信号设备安装、

系统调试及联锁软件换装、接触网调整等，涉

及周边6个站所、2个中心，需虹桥枢纽2个

供电单元同时停电，施工范围大、作业工点

多、安全风险高。

为配合本次施工，相关工程人员先后改

造完成了施工区栅栏封闭、路基加固、轨道预

铺及配套的信号、供电设备等65项前期工

作，为本次施工奠定了基础。

沪苏湖铁路起自上海虹桥站，途经江苏

省苏州市，终至浙江省湖州市湖州站，正线

全长约 163.7 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设

7座车站，包含上海虹桥站（既有）、松江南

站、汾湖站、盛泽站、南浔站、湖州东站、湖州

站（既有）。

沪苏湖铁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上海、苏

州、湖州等长三角重点城市的重要铁路运输

通道，与沪杭客专、宁杭高铁、湖杭高铁相连，

共同构筑起长三角核心区城际快速铁路客运

网络，增强上海对长三角核心腹地的辐射功

能，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贾远琨）

雄 安 新 区 承 接 能 力 大 幅 提 升
北京多措并举支持雄安建设，将雄安新区和北京发展“一体谋划、统筹考虑”

美 丽 中 部 绿 意 浓
在“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下，煤城踩上发展“绿色风口”，黄河变得

“青春俏丽”亲人近人

面朝碧蓝大海
福州临空经济振翅高飞

贵阳临空经济示范区加快建设
融合发展临空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