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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

重点推荐

立足定位强合作
让区域协调迸发更强动力

6版

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从锚定东北亚

海洋城市的辽宁大连，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龙头上海；从位于湘赣边的江西萍乡，到地处“中

蒙俄经济走廊”西翼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

旗，各地代表委员均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区位

优势，围绕地方发展与区域发展相互赋能带动

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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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 波 周莹莹

□ 本报记者 苟 俊

这是“先富帮后富”的“长

跑”——江苏省常州市对口帮扶陕

西省安康市以来，两市携手走过快

速发展、绿色崛起的五年，一起奔

小康。

这是跨越千里的“握手”——五

年来，两市党政互访、县区结对，常

州市69名干部、766名科教文卫人

才，倾力支援安康市。

这是真诚务实的合作——五年

来，常州市近28.2亿元资金注入秦

巴山乡，实施帮扶项目1868个，携

手迈向高质量。

苏陕合作至今已有26个年头，

常州、安康两地经济合作促发展的

点点滴滴，协作交流抓建设的分分

秒秒，定格在秦巴大地的山山水水。

按照江苏、陕西两省《进一步加

强扶贫协作和经济合作战略协议》，

安康市10个县区和常州市6个市

区，以及农业、教育、卫计、人社、科

技、工信等多个部门签订合作协议，

率先在全省实现苏陕交流县级协议

全覆盖，深化拓展结对帮扶关系，累

计实现镇镇、村村、村企结对帮扶

113个，学校、医院结对帮扶115个。

同时，采取人才选派、双向挂职、

培训考察等方式，促进双方观念互

通、思路互动、技术互学、作风互鉴，

两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交流学习累计1087批次1万

余人。安康市推送的9篇典型案例

先后入选《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携

手奔小康案例选编》。常州对口帮

扶安康工作组荣膺“陕西省脱贫攻

坚组织创新奖”，10个县区帮扶联

络组、11名优秀干部人才分别荣获

脱贫攻坚“创新奖”“奉献奖”。

安康市坚持把苏陕协作资金

用在刀刃上，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

治本之策，聚焦益贫项目，振兴富民

产业。“十三五”以来，建成石泉醉美

桑海乡村旅游区、岚皋宏大猕猴桃

产业示范园、恒口恒晨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园等苏陕产业合作示范项目

186个，到位投资20.42亿元。全市

274个现代茶叶园区中，苏陕资金

支持茶园项目 235 个，投入资金

2.41 亿元，带动 3.49 万贫困群众

致富。

安康市积极推行“山上兴产业，

山下建社区，社区办工厂”的发展模

式，在常州市的帮扶助力下，结合毛

绒玩具产业劳动密集、技术门槛不

高的特点，从2018年 1月23日第

一只毛绒玩具在社区工厂下线，到

如今每天80万只毛绒玩具从安康

发往北美和欧洲市场，两地携手把

陕南地区劳动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吸引江浙企业入驻，有效破解稳

定就业难题。

截至2021年底，安康市1867

个苏陕扶贫协作项目涵盖产业合

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消费扶贫、

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

领域，在营新社区工厂累积达到

1023家，吸纳就业3.17万人，实现

产值56.86亿元。其中，建成投产

毛绒玩具（织袜）企业716家（点），

吸纳就业1.52万人。

为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

里”，安康市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

导、全民参与的方式，坚持把消费扶

贫作为巩固脱贫成果、聚力乡村振

兴的重要举措，通过市场推介、电商

营销、活动展销等方式，使紫阳富硒

茶、汉阴香米、平利绞股蓝、岚皋魔

芋……这些秦巴山区的土特产，从

田间地头走向市民餐桌，实现贫困

地区与江浙消费市场无缝对接。目

前，安康市销往全国各地的扶贫产

品累计102.45亿元，销往江苏地区

的特色农畜牧产品6.05亿元，帮扶

带动贫困人口2.4万余人。

以苏陕扶贫协作为契机，常州、

安康两地通过建立劳务协作机制，

不断巩固脱贫成果。“十三五”以来，

通过组织劳务输出、订单式劳务协

作等方式，培训贫困劳动力2624人

次，转移到江苏就业6358人次，贫

困学生就读114名，就地就近就业

6125人次。同时，江苏社会各界积

极参与扶贫协作，向安康市捐赠资

金 3468 万元，捐物折款 2401 万

元。疫情防控和抗洪救灾期间，常

州市捐赠物资562万元，社会力量

帮扶成效明显。

山高水长情相牵，经济协作心

相连。在《苏陕“十四五”协作框架

协议》的指引下，“常安协作”迈入新

发展阶段。安康市正以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奋力把生态优势、区位优

势、资源优势等转化为发展优势、产

业优势、项目优势，通过“苏陕协作”

打出“组合拳”，推动“常安实践”跑

出发展“加速度”，携手并肩书写高

质量发展新奇迹。

□ 曾盼明 李怀安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枕长江、拥洞庭、纳四水，岳阳

市坐拥湖南全部163公里长江岸线

和60%的洞庭湖水域面积、1500多

平方公里的东洞庭湖湿地，是湖

南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桥头堡”。

2018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

岳阳考察，作出“守护好一江碧水”

重要指示，为岳阳市锚定生态改革

方向、擘绘生态发展蓝图。

一条江水悠悠，两岸青山环

绕。近年来，岳阳市自觉扛牢“守护

好一江碧水”首倡地政治责任，坚持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坚如磐石的定力、久久

为功的韧劲，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让“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底色更

亮，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互促共进、

相得益彰。

以绿为底
打造长江“最美岸线”

芳草萋萋，芦苇茵茵，水鸟翔

集，在岳阳市君山区华龙码头，豚跃

长江的景致尤为壮观。这里曾经是

忙碌的非法砂石码头，年产砂石40

多万吨。如今，码头变身湿地，江豚

水鸟回来了，一派生机盎然。

“洞庭湖区江豚从2012年的

80 多只增长到 2017 年的 120 多

只，5年监测一次，今年这个数字还

将会有很大的提升。”岳阳市江豚保

护协会志愿者谭格说。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上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为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确立了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一场专项整

治长江岸线的战役在长江沿岸正式

打响。

填土方、植草皮、播草籽……牢

记殷殷嘱托，岳阳市一边关停复绿，

一边提质改造，全面实施长江岸线

专项整治、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发布《岳阳市长江岸线港口码头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取缔华龙码头

等沿长江岸线和洞庭湖君山水域原

有的39个非法码头,誓将163公里

长江岸线建成美丽风景线。

2019年3月，距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长江岳阳段不到一年时间，岳

阳市就已完成造林面积20.7万亩，

其中长江岸线完成岸线绿化8050

亩，占年度任务的59%。

2020年8月，岳阳获批成为湖

南省唯一、全国第5个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示范区。为了大江焕新

颜，岳阳市委明确将“建设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示范区”作为岳阳“三区

一中心”建设的首要任务，实施十大

标志性工程，建设兼具生态功能和

景观效应的“绿色长廊”。

目前，十大标志性工程已有八

项形成实物成果，华龙码头成为长

江湿地生态修复典范；城陵矶老港

改造成长江流域首个巨型“胶囊”散

货仓库，成为长江之畔新地标；君山

长江岸线建成专业级马拉松赛道，

新晋为网红打卡地……

青山绿水绕，巴陵入画来。

2021年，岳阳长江水质断面稳定达

到Ⅱ类，洞庭湖水质综合评价接近

地表水Ⅲ类，江豚、麋鹿稳定栖息分

别达120头和200多头，越冬水鸟

数量超过28万只，创近10年之最。

转型升级
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

石油化工产业是岳阳的第一主

导产业。多年来，围绕石油化工的

上下游产业链，一批化工企业进驻

岳阳，形成了“化工围江”的局面。

岳阳市作为湖南省唯一拥有长

江干流岸线的城市，是湖南全省破

解“化工围江”工作的主战场。

连日来，在岳阳绿色化工产业

园内巴陵石化己内酰胺搬迁升级项

目现场，挖掘机、推土机、自卸车等

多种机械正在忙碌进行场平作

业。据介绍，该项目是岳阳目前破

解“化工围江”单个投资体量最大的

项目，已完成项目详细设计、土建基

础交安、现场桩基等工程，累计完成

投资57.5亿元，建成后将节约用地

1415亩，降低排污量一半以上。

破解“化工围江”，只为碧水东

流。岳阳市以产业生态化为导向，

推进产业绿色转型、经济绿色提质，

加快走出大江大湖和重化工地区生

态环境协同保护治理新路子。

一方面，通过依法关停沿江污

染企业。对长江沿线新增化工企业

“一脚踩死”，一律向绿色化工产业

园集中。出台《岳阳市沿江化工生

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方案》，沿

江化工企业关停转产搬迁15家，腾

退土地1007亩。

另一方面，通过转型升级、腾笼

换鸟，在旧产能退出的基础上引入

新动能，重点培育打造“12+1”优势

产业链，华为、正威、攀华等一批先

进制造“旗舰项目”相继落地，全市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83家。

眼下，国家级港口物流枢纽加

快建设，岳阳港危化品船舶洗舱站

工程、岳阳城陵矶新港危化品集装

箱堆场工程高标准建成，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松阳湖铁路专用线等

建成投运，城陵矶港集装箱吞吐量

增加到62.5万标箱……岳阳长江

百里绿色经济发展走廊蓄势待发，

163公里长江黄金水道正不断释放

绿色效益。

双向转化
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

青山绿水皆含金。2021年4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的意见》，为岳阳市推进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提供了方法遵

循和方向指引。

岳阳市以创建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示范区为契机，充分利用“好山

好水、鱼米之乡”资源优势，积极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打通“绿

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向转化通

道，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互促

互进、共生共赢。

系统谋划岳阳长江百里绿色经

济发展走廊、长江生态文化展示基

地、G240乡味长廊及洞庭湖生态

产品示范基地等绿色发展十大标志

性工程，“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

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价值理念，成为全市上下的广泛共

识和共同行动。

同时，岳阳市统筹生态治理制

度安排和市场运作的关系，在生态

环境修复中实现生态环境新的价

值。在城市治理进程中，突出以环

境综合治理为基础，通过环境改善

提升土地价值，通过土地溢价反哺

环境建设，走出了一条片区生态治

理与城市协同发展之路。南湖生态

提质改造、君山沿江环湖绿道等建

设，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含绿量”

“含金量”，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不

仅创造了良好生态效益，也提升了

居民的幸福指数，还带动了旅游

人气。

目前，岳阳市已启动平江县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积极开展生

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产业培育、生

态补偿机制等价值实现路径探索。

岳阳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2022年，我们将在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供需精准对接、可持续经营开

发、保护补偿、评估考核等方面开展

积极探索，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

为岳阳绿色发展的增长点、支撑点、

发力点。”

山西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作为主攻方向

本报讯 记者崔志强报道 近日，在山西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山西省“十四五”规划各

专项规划系列解读新闻发布会第21场发布会

上，有关部门深入解读了《山西省“十四五”“两

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生

态经济发展规划》。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新闻发

言人、一级巡视员陆东表示，黄河流域是山西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区域，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点和主攻方向。

黄河干流山西段总长965公里，流域面积

占山西总面积的73.1%；吕梁山、太行山“两山”

面积占山西国土面积的83%；汾河、桑干河、滹

沱河、漳河、沁河、涑水河和大清河“七河”流域

面积占山西国土面积的72%。抓好“两山七河

一流域”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对于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规划》提出了四

项举措：一是强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谋篇布局。要切实发挥规划战略引领作

用，科学确定山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生态

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二是统筹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提升黄河流域水生态

环境质量。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

人、以水定产，降低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依法

划定“七河”源头保护区，建设水源涵养林，制定

实施河湖岸线修复计划，强化岩溶大泉生态修

复。三是减污降碳同步发力，改善黄河流域空

气质量。加快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实施碳达峰

碳中和“山西行动”，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推进低碳试点示范建设。四是强化风险防

控，守牢黄河流域环境安全底线。要保障土壤

环境安全，强化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管控，有序

实施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

海南建立健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本报讯 罗津 记者王心武报道 海南省

自然禀赋优越、生态环境良好，建立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

向。日前，《海南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实施，对推动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方案》分别提出了到2023年、2025年和

2035年三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在政策解读新

闻发布会上，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新闻发

言人伍晓红介绍，到2023年，全面完成海南省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基本建立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体系，试点市县探索形成一定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模式和可视化成果；到2025年，基

本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框架，生态产品

的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机

制持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特色机制和模

式基本形成，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走在全国前列；

到2035年，全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制度体系，建立面向国际的生态产品

交易平台、认证体系和生态品牌，完善政府主

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

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海南经验”。

《方案》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出了六项

重点任务，以重点解决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

押、难交易、难变现”为导向，形成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系统性工作思路。一是摸清资源家底，

开展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二是科学量化评估，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制度。三是挖掘生态价

值，将生态环境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四

是提升品牌溢价，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增值。五

是培育交易市场，推动生态产品交易国际国内

双循环精准供需对接。六是引导多方参与，建

立生态环境保护利益导向机制。

绿色长廊入画图 一江碧水向东流
——湖南省岳阳市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六周年综述

山高水长情牵苏陕 经济协作心连“常安”
——江苏省常州市对口帮扶陕西省安康市五年记

东西协作丝路谱新曲东西协作丝路谱新曲
兰州与连云港铁海兰州与连云港铁海联运联运班列成功首发班列成功首发

日前，伴随着一声汽笛声鸣响，满载着70个标准集装箱

货物的兰州—连云港铁海联运班列从兰州国际陆港缓缓驶

出，预计3日后抵达江苏连云港港口。同日，兰州市与连云

港市新时代区域合作发展战略协议签署暨铁海联运班列对

开仪式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兰州、连云港两地同步举行。甘

肃省位处“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兰州市是“一带一路”

重要节点城市；江苏省位处“一带一路”交汇点，连云港市是

陇海铁路、连霍高速公路的起点城市，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

作示范区。两市签署区域合作发展战略协议后，将有效整

合双方优势资源，积极探索全新运输模式，为两地贸易企业

打通一条绿色低碳、高效便捷、安全稳定的铁海联运新通

道，争取将兰州陆港打造为连云港向西开放的前置港，将连

云港打造为兰州向东开放的出海港。

本报记者 王 斌/文 甘肃（兰州）国际陆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