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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筑基
开创基层治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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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汕尾市建立完善“镇、村、组”三级治

理架构和“大数据+网格化+群众路线”三项

治理机制，共治、自治、法治、德治、善治“五治

一体”综合施策，有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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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建军

山西省朔州市，一座因煤而建、

因煤而兴的城市，一直以来，似乎与

“黑”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如今，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

心，放眼朔州，绿色律动、花团锦簇、

满目皆春。这，正是朔州生态修复

交出的亮眼成绩单！朔州，正加速

建成现代化塞上绿都。

能源之绿见智慧

在中煤平朔集团井工三矿地面

控制室内，工作人员按下“启动”按

钮后，工作面上的采煤机瞬间运转

起来，新采的“乌金”稳稳地顺着运

输带向矿井出口方向传输。昔日井

下采煤工，今朝地面控制员。插上

数字化技术翅膀的煤矿，生产、监

控、维护、安全等环节均实现少人或

无人化，提高了安全系数，更提升了

开采质效。

1987年，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

外合作企业——安太堡露天煤矿投

产。两年之后，煤矿所在地雁北地

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地级市——朔

州。煤炭，成为朔州的标签。目前，

该市煤炭年产能1.96亿吨，位列全

国第三、山西第一。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朔州重任在肩。

“按照今年的煤炭保供任务，全

年产煤不能低于1.93亿吨，日生产煤

炭不能低于50万吨。”朔州市发展改

革委主任石生华表示，今年前7个

月，已经完成全年保供任务的77%。

煤炭产能不能减，“双碳”目标

如何破题？朔州市委书记姜四清

说，朔州的大方向是提高产业发展

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将能源

产业升级为“绿色低碳综合能源服

务业”。

从建设智能化工作面入手，力

求矿井普及智能化开采，进而提高

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是朔州擘画中

的“三级跳”。目前，该市煤炭先进

产能占比已达92%，建成两座智能

化矿井和81座智能化工作面，到

2030年，朔州的全部煤矿均将实现

智能化。

作为中部地区清洁电力外送的

主要基地之一，朔州一直设法让煤

电“联姻”更为美满。朔州市市长

吴秀玲说，通过建设低热值煤发电

项目、超临界、超超临界发电机组

等，煤炭就地转化在朔州已经初显

规模效益。

除了实现火电减排，提高“绿

电”占比也是关键一招。朔州市产

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王玉奎告诉记

者，充分利用海拔高、日照长、风量

大等自然禀赋，目前，朔州新能源装

机容量达600多万千瓦，已达总容

量的38%，“十四五”期间更将构建

起基于共享储能的风光储源端一体

化“能源互联网”。

产业之绿看胆识

行至朔州平鲁区占地3600多

亩的朔州低碳硅芯产业园区，记者

看见首批入驻的6个项目正在加紧

施工。硅芯材料是构筑电子信息、

新能源等产业发展基础的功能性材

料。这个千亿级的硅芯产业园区，

部署了硅芯全产业链，是朔州转型

发展的一个重要新增长极。

谋转型，煤与“非煤”两极并不

互斥。除了探路煤电清洁高效利

用，朔州更在“非煤”领域下大力气

布局。通过打造转型综改示范高

地、能源革命创新高地等“四大高

地”，朔州希望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闯出一片天地，让传统煤电产业不

必再一肩挑起发展重担。

在朔州经济开发区，投资192

亿元的宝武太钢集团90万吨铬铁

低碳冶炼项目即将落地。这条近零

碳排放铬合金生产示范线，站上了

全球不锈钢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前沿

阵地。

石生华介绍，利用朔州丰富的

光伏资源发电，以绿电制氢，用绿氢

还原铬矿，打造集“绿电+绿氢+氢

冶金+低碳冶炼+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一线贯穿的绿色生产流程，是这

一项目的亮点。

记者了解到，计划年内开工的

中煤平朔煤制烯烃新材料产业园，

计划年产220万吨煤制甲醇、80万吨

甲醇制烯烃，为晋北低热值煤化工

找到发展新可能。“这一项目将改变

朔州只能卖原料、燃料的现状，把精深

加工产业链带进朔州。”石生华说。

与此同时，“朔州牌”碳基新

材料、钙基新材料、固废新材料、

高端陶瓷等新兴产业集群也已踏

上征程，朔州产业转型的绿意，日

渐动人。

家园之绿显精神

绿，一直是朔州人极为看重的

颜色。这座镶嵌在内外长城之间的

边塞古城，历史上生态欠账不轻，渴

盼绿色，也渴盼更有生机的家园。

满目绿意盼不来，唯有一任接

着一任干。何况，作为京津风沙源

治理重点区域、首都水资源保护上

游地区，维系京津冀生态安全，朔州

丝毫马虎不得。

这些年朔州的一座县城名满全

国，这就是诞生“右玉精神”的右玉

县。经过右玉人民70多年坚持不

懈造林治沙，久久为功改善生态，硬

是将林木绿化率从不足0.3%提高

到57%，在毛乌素沙漠风口地带绘

出一幅壮美的绿色画卷。朔州市生

态环境局局长卢生权告诉记者：“右

玉就是朔州的缩影。”

平鲁区太平山卧龙山30万亩樟

子松基地、山阴县西山40万亩防护林

带、怀仁市西山40万亩生态园林区、

应县龙首山15万亩防护林区……

一块块版图被染绿。外长城沿线

生态旅游带、西山坡城郊森林景观

带、桑干河生态修复带、南坡区生态

经济林带……一条条廊带披绿装。

数据显示，朔州的森林覆盖率由共

和国成立初的不足1%、建市初的

9.35%，提高到如今的20.5%。

大地绿起来，朔州的水也逐渐

丰起来、清起来。经过几年系统治

理，发源于此的桑干河再现清水潺

流、桑干夕照的美景，水质不复劣Ⅴ
类，去年已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实

现“一汪清流向京畿”。神头泉、太

平窑水库等水域，更成为每年成千

上万候鸟的“新家”。

唤回绿色，朔州重现雁门关农牧

交错带核心区的荣光也就有了底

气。近年来，当地坚持走“特”“优”之

路，初步形成了“有机旱作农业、草牧

业、农产品加工业”融合发展的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体系。“北肉”平台主产

区、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区建设协同推

进，形成“肉羊、玉米、奶源、牧草、杂

粮、蔬果”六大基地，正是农牧融合在

朔州绽出的“六朵金花”。

煤山智变、产业兴园，苍林清

波、叠映秋色。转型画卷日渐斑斓

多姿的朔州，收获的是沉甸甸的信

心、亮晶晶的希望。

昔日煤城 今日绿都
——山西朔州上演城市“变形记”

本报讯 特约记者郑莹莹报道 据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发布的消息，上海

计划在脑机接口、6G技术等未来产业上发力，

到2030年实现未来产业产值达5000亿元左

右的发展目标。

根据最新印发的《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

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到2030年，上海计划在未来健

康、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材料

等领域涌现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硬核成果、

创新企业和领军人才。

根据《方案》，上海将在一些前沿领域

“落子”。

比如，在脑机接口领域，上海计划加速在非

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脑机融合技术等领域的

突破；探索脑机接口技术在肢体运动障碍、慢性

意识障碍、精神疾病等医疗康复领域的应用。

在6G技术上，上海计划聚焦6G智能终

端、系统设备、通感算一体化网络以及融合应

用等领域，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并强化6G标

准引领。

在量子科技上，上海计划围绕量子计算、

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积极培育量子科技产业；

推动量子技术在金融、大数据计算、医疗健康、

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应用。

为了竞逐这些“未来赛道”，上海将实施

“领跑计划”“雨林计划”等六大计划。比如，

“雨林计划”指的是，上海将探索设立市场化主

导的未来产业引导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产

品和服务创新；推动国际性行业组织落户，支

持企业参与制定未来产业标准规范等。

□ 本报记者 罗 勉

□ 卢俊锦 蔡勇跃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深圳

人的文化生活丰富而火热。深圳博

物馆、关山月美术馆等艺术场馆推

出一系列高质量展览，吸引市民前

来看展；深圳图书馆、各大书城人气

不减，市民静享书香之乐……

这是深圳市民乐享文化福利的

一个缩影。高水平文化场馆加速建

设、高品质文艺活动越来越多、文化

生态越来越好……当前，深圳不断

着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深入推进文化强市建设，繁荣发展

文化事业产业，为建设现代文明之

城、培育现代文明市民，凝聚起强大

的精神力量。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断提高

“以文化人、以文化物、以文化

城”。深圳正着力打造新时代文化

高质量发展典范，塑造与深圳经济

地位相匹配的文化优势和文化形

象。其中，文化服务水平是城市公

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广

大市民文化生活的品质，承载着城

市文明的基底。深圳公共文化服务

以市民文化需求为导向，不仅为市

民搭建了成长进步的阶梯，更帮助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找到幸

福生活的真谛。

近年来，深圳坚持政策引领，制

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等实施意见；

推动各区制定群众文艺创作扶持、

奖励、文化名人引进、名家工作室

认定等具体方案；推动在宣传文化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中，设立群众文

艺创作扶持和作品奖励专项经费，

全面完善政策、经费、人才等方面

的配套。

高效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持续推动深圳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

发展。近年来，“新时代十大文化设

施”——深圳市文化馆（新馆）、深圳

第二图书馆等重大设施项目加快推

进，公共文化设施实现市、区、街道、

社区四级100%全覆盖，“悠·图书

馆”“智慧书房”“南山书房”等新型

高品质文化空间相继涌现，“十分钟

文化服务圈”更加优质。由1000多

个公共图书馆及服务点、5700多万

册图书共同构建的“图书馆之城”建

设卓有成效。此外，深圳全市登记

文化志愿者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达

3.6‰，年均开展文化志愿服务超

6000场次。

文艺精品创作勇攀高峰

作为一座城市文化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文艺精品能折射出城市

的人文精神，更是城市文化实力的

生动体现。从《春天的故事》《走进

新时代》到《灯火里的中国》《信仰》

《再一次出发》，从一批批在全国传

得开、唱得响的深圳主旋律歌曲中

不难看出，深圳艺术家的创作始终

饱含对国家、对时代的深厚情怀。

在今年6月广东省第十二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工作

中，深圳11部作品获奖。在历届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评选中，深圳也

呈现出亮眼的原创实力。身处时代

聚光灯下的深圳，坚持把文化繁荣

发展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让高度

的文化自觉成为深圳文艺精品创作

生产高效运转的风向标。

此外，公共文化事业和经营性

文化产业全覆盖、文艺创作全过程、

扶持对象不设限的立体式资金保障

模式，催生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

国》《英雄颂》、原创现当代舞剧《追

梦人》、电视剧《从这里开始》等文艺

精品。其中，《我的祖国》获2018-

2019年度“时代交响——中国交响

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英雄颂》

以别开生面的艺术形式刻画百年党

史，业内专家评价认为，该作品是主

旋律音乐创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相统一的主旋律精品佳作不断在深

圳诞生，彰显着这座城市引领新时

代文艺风尚、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

的决心与实力。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以来，深圳以推动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不断

优化政策发展环境，积极培育文化

产业市场主体，加快推进创意设计、

数字文化等“文化+”新业态，华侨

城集团、华强方特文化集团入选

第十三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

据统计，2021年深圳文化产业

增加值达2566亿元，年均增速超过

同期该市GDP增速，占该市GDP

的比重提高到8.37%。今年6月，

深圳出台的《深圳市培育数字创意

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和科技支

撑，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在文化生产、

传播、消费等各环节的全面赋能。

截至2021年底，深圳共有11

家旅游场所纳入广东“粤书吧”试点

建设；甘坑客家小镇、大田世居等

8家旅游服务中心纳入“两中心融

合”试点建设。

2022年6月，深圳被国务院认

定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文化和旅游企业服务体系

建设完善、消费质量水平高的地

方”，成为全国首批文化和旅游产业

发展获国务院督查激励的城市。

近年来，深圳公共文化服务工

作秉承“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

区精神，抢抓“双区”建设历史机遇，

围绕“普惠性、高质量、可持续”核心

要求，突出“五个聚焦”，大力推动构

建高质量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正

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书写着

新时代的文明篇章。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正在

以文化的力量为引领，向“城市文明

典范”大步迈进。

上海计划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
2030年拟实现5000亿元产值目标

辽宁大连发布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提出“一湾两极，五廊多点”结构布局

本报讯 记者施文郁报道 日前，《大连市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出

台。据悉，《规划》以存量“创新”与存量“焕新”

为主线，提出“发展创新·城市焕新”的城市更新

总体目标，活力创新、幸福宜居、人文海湾、绿色

生态及韧性智慧五大愿景。同时，提出“一湾两

极，五廊多点”的大连城市更新结构布局。

“一湾两极”是指延续大连沿湾发展的历史

脉络，强化大连湾沿湾区域作为未来城市更新

的主引擎，以梭鱼湾、大连石化厂区域作为产业

发展转型极点，以大连老城区作为城市焕新提

升极点。

“五廊多点”即依托“一湾两极”，形成贯穿

大连主要建成区域的五条城市更新廊道，包括

梭鱼湾—老甘井子—周水子—辛寨子产业转型

创新廊道、大连湾—金普南—金马路—金石滩产

城融合创新廊道、小野田—周水子—机车厂—星

海湾—七贤岭综合提升发展廊道、大连湾—大连

老城—大连南岸城市品质提升廊道、哈大沿线

城市提升发展廊道。

另悉，为确保落实更新结构布局，差异化制

定更新空间分区，《规划》划定了重点改造区、鼓

励改造区、敏感改造区及一般改造区等四类更

新空间分区。重点改造区是城市更新总体结构

中的结构性地区；鼓励改造区是城市更新改造

需求与意愿强烈、更新实施必要性高的区域；敏

感改造区指涉及历史文化、生态保护等敏感要

素的密集区域，包括矿山、矿坑、海岸线修复等

涉及生态安全、生态修复的区域，历史建筑、历

史风貌街区及工业遗存等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

区域；一般改造区指可根据自身条件适时开展

城市更新的区域，包括现状建成情况尚可，更新

诉求一般的区域。

这座城市引领新时代文艺风尚
——深圳加速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观察

广州：家门口的“口袋公园”
近年来，广州持续推动城市“口袋公园”建设，充分利用城市的边角地、闲置地实施“见缝插绿”，形成了一

处处可供周边居民休闲、散步、健身及开展亲子活动的生态活力空间，构筑城市绿色新街景。图为市民在位

于广州市花都区的紫兰“口袋公园”里散步。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