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新”逐“绿”
看鄂尔多斯新能源产业蝶变

近年来，鄂尔多斯坚持以“双碳”目

标倒逼产业转型、以能源结构调整带动

经济结构转型、以新兴产业推动经济转

型，建设大基地、拓展新场景、提升新空

间，推进新能源产业提速、扩量、成链，

加快构建集能源生产、装备制造、应用

示范于一体的“风光氢储车”全链条产业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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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看点

上半年珠三角6城工业投资增速超20%

山东出台40条措施
进一步提振扩大消费

悠 远 美 丽 的 南 河

□ 谷亚光

小时候有很多乐趣，看小人书、玩

泥哨子、推铁环、下象棋、甩四角……

这些都是我百玩不厌的项目。这些

乐趣伴我度过了童年，快快乐乐，但

今天想起来，仿佛那个贪玩的孩子不

是自己，那些活动场景也模糊了。在

儿时记忆中，唯有一个地方的图景老

在脑子里晃悠，总是不能忘记。那就

是南河。

河水清长又神秘

南河，又叫运河，在我们村庄之

南，离村约有1公里。去南河必经一

个炸弹坑，炸弹坑是日本侵华时，飞

机轰炸留下的。炸弹坑旁边是一个

菜园，菜园的园工是我一个远门的爷

爷，他着一身黑棉布裤褂，瘦瘦的，花

白头发。看到我们几个小孩子从菜园

旁边经过，总是微笑着跟我打招呼。

菜园的对面是庄稼地，常年是麦豆轮

作或小麦玉米轮作。小孩子们边玩边

走过这段路程，就到了南河边上。

那时，听老人讲南河历史悠久，

但南河究竟起源于什么年代，无从查

考。有传说，南河是隋唐大运河的一

部分，历史上曾经舳舻千里，非常繁

忙。时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河面

上还在跑船，运输粮棉布匹、杂货商

品，所以，南河叫运河当时是名副其

实。从近处说，运河西通商丘周口，

东联夏邑永城，这是当时人们谈论的

边界。后来，大约是公路铁路的发

展，南河里的运输船就没有了。

在我初识南河的时候，南河河面

宽不足百米，水也已经不太多了，大约

有小半河。春夏季节，河里蒹葭苍苍，

水鸟飞翔。六七月间，河心有大片的

荷叶，荷叶上冒着一朵朵粉红或粉白

的莲花，采莲的姑娘驾着小舟在莲叶

间嬉戏穿梭，不时传来欢声笑语。一

群群的鲤鱼、鲫鱼、白鲢在水中自由

徜徉。

秋冬之交，芦花摇荡，像满河的

“白头翁”在亲切交谈。上冻之前，大

人们会把芦苇割下，或编织席篓，或

打成苇笆用于建房盖顶。

一年当中，我总有一些日子会跟着

干活的大人在河边玩耍，有时也沿着河

畔割一篮青草带回家喂猪或兔子。每

当我看到南河里的青苍翠叶和清幽的

河水，隐隐约约有一种神秘感。

夹岸桃花似锦霞

那时候南河滩上种满了桃树，一

到春天，南河两岸十里桃花盛开，站

在河堤上一看，似铺天盖地的云锦，

美丽极了。红的桃花像女孩的面颊，

粉的桃花如妈妈的丝质围巾。这些

桃花艳得让我惊讶，就像一场迷离的

梦，虚幻、缥缈、馨香、温柔、感动。

那种梦一样的日子，年年春天总

会有几天，那是人间的大美，是大自

然对当时处于艰苦生活中的父老乡

亲的一份馈赠。那梦嵌入了我的脑

海，至今，尽管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

那如幻境一般的桃花源却还能清晰

地还原到我的眼前。

夏天，我和几个孩子跟着某个家

长来看桃园，卫护生产队的果实。这

时，桃树上结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各

样的果子。有的像王母娘娘蟠桃会

上的仙桃，有的扁扁的像一个大的算

盘珠子。有的颜色白白的称作“五月

白”，熟的最早，也很甜。有的颜色红

红的，咬一口，汁液满口，叫做水蜜

桃。还有的看着颜色挺好看，又红又

白的，一口咬下去，却是酸得倒牙。

现在这样描写这些桃，当时是不敢动

一根桃毛的，因为那是生产队的“神

圣财产”，只有到生产队给大家分桃

时，才能验证孩子们的日常观察。

在桃树行里钻来钻去，身上有时

会痒起来。因为夏天天热，孩子穿衣

服比较少。孩子们之所以愿意冒着

身痒的危险在桃行里玩耍，是有乐趣

在，其中一个趣事是摘桃胶。桃树受

伤或被虫子钻了以后，树身或桃枝上

就会流出桃胶。新鲜的桃胶黏黏的、

颤颤的，拿在手里捏在一块，可以塑

成各种喜欢的形状。一到天凉了，桃

胶就凝成了硬块，也就玩不成了。后

来才知道，桃胶还是中药材，能够美容

养颜，因为富含蛋白，还是补脑佳品。

野菜伴鱼味鲜美

有年秋天，桃子收完了，桃园里

也没有了人。南河里的水这时候更

少了，生产队里决定竭河捕鱼。队长

把生产队里的青壮劳力分成几组，每

组负责打一个堤堰，把生产队对应的

河面分割成几段。然后，把一段河里

的水用水泵抽到另一段里，每抽干一

段河道，都会有鲤鱼、鲫鱼、鲢鱼、泥

鳅、黄鳝、鲶鱼等百十斤鱼获。那天，

在队里收获“干净”的苇

根烂泥里，我竟发现一

条两斤左右的鲶鱼。当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

那个黑花鲶鱼捉上岸来

交给队长的时候，队长用黑乎乎的大

手在我的光头瓜上轻轻拍了拍，算是

给了我“奖励”。

生产队收获的鱼大部分送到集

市上换钱了，剩下一小部分才分给各

家各户，我家分到了七八条像妈妈的

梳子那么长的鲫鱼和鲢鱼。妈妈小

心翼翼地把鱼清理干净，配上野苋

菜、扫帚苗、榆木耳等野菜，给我们烧

了两顿鱼汤。我和妹妹吃起来，觉得

味道异常鲜美，吃后好久还在回味。

南河，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岁月更迭，时光如梭，南河的桃

树早就老了，没了，南河桃花也只能

在梦里再见了。几十年来，南河的水

随着气候变化涨涨落落，水草青青，

水鸟啾啾。听说现在南河实行了河

长制，县领导挂帅当河长，负责南河

水质管理和两岸生态建设。如今河

水满满、水光耀银，“细雨鱼儿出、微

风燕子斜。”南河风光超过了当年。

更为可喜的是，南河两岸完全换了容

颜：垂柳依依，花草竹树遍植，十步一

景、百步一阁，赏心悦目，在当地已成

美丽滨河游览区了。

哦，故乡的南河呦!

□ 聂金秀 鲁利韦

□ 本报记者 罗 勉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多地招商引

资超千亿元，加速竞跑万亿级产业

赛道，特别是珠三角工业投资普遍

增长较快，9市中有 6市增速超过

20%，中山（50.8%）、深圳（47.5%）、

珠海（41.6%）、佛山（35.5%）等地增

势迅猛。

作为中国工业十强城市，深圳、

佛山、广州的工业投资增速在全国万

亿俱乐部城市中均居前列，高于苏

州、重庆、天津、宁波等地。在年工业

总产值超15万亿元的超级体量基础

上，珠三角正在寻求制造业再进阶，

蓬勃发展的新能源、新型储能等新兴

产业就是一个突破口。

近日，广东新能源汽车·新型储

能产业大会在佛山市南海区举行。

这是广东首个省级储能产业主题大

会，其牵手佛山的背后是这里产业发

展势头迅猛。今年上半年，佛山引进

新型储能产业重大项目13个，签约

投资额1145亿元，其中6个已开工

建设，而且佛山全市锂离子电池产量

增长63.5%。这是第一经济大省广

东加快布局新兴产业的缩影。

规模以上工业各展所长

作为全国乃至全球制造业高地，

珠三角的表现历来备受关注。从上

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来看，

珠三角工业总体复苏较快，9市中有

7市同比实现正增长。其中，佛山以

7.2%的增速一马当先，领跑珠三角。

紧随其后的珠海（5.8%）、中山（4.3%）、

深圳（3.9%）的增速也都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3.8%）。佛山、惠州、中山等5

个城市的增速高于一季度。

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平均增速

来看，珠三角9市中有8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为正增长，其中珠海、惠

州、佛山、深圳的增速居前四。

透过今年上半年珠三角各地工业

数据，能够发现三个比较明朗的趋势。

第一，新能源相关产业爆发式增

长。珠三角城市无一不抢抓新能源

风口，而且各领风骚。广州新能源汽

车产量增长1.1倍，充电桩产量增长

21.3%；深圳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89.7%，新能源汽车产量增

长170.2%、充电桩产量增长32.6%；

珠海新能源产业增加值增长34.7%；

惠州上半年新型储能产业集群产值

达590亿元、增长35%，预计全年超

1200亿元；东莞汽车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16.8%，充电桩产量增长41.1%；

江门硅能源产业链增加值增长

47.1%，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增长

16.5%……异军突起的新能源产业，

为珠三角制造业升级打开更大发展

空间。

第二，智能化产品及家电增势较

猛。“粤家电”是广东引以为豪的名

片，今年上半年传统家电和新的智能

设备总体增势都不错。广州工业机

器人、服务机器人、显示器产量分别

增长49.8%、33.8%、16.3%，家用空

气湿度调节装置、智能电视产量均增

长20%以上；佛山彩色电视机、电冷

热饮水机、家用吸排油烟机产量分别

增长72.1%、31.5%、19.9%；东莞虚拟

现实设备产量增长126.7%；珠海智能

家电产业增加值增长23.3%……数字

化、智能化产品产销两旺，实际上也

倒逼着珠三角产业向深度“数智化”

转型。

第三，医药及食品行业增长较迅

速。食品关乎人的每一天，药品关乎

每个人的一生，这两个刚需行业的增

长在珠三角体现得较为明显。东莞

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1.2%；惠州

生命健康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1.2%；

中山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9%，

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9%……总

体来看，珠三角各地上半年工业在承

压中蓄力向前、各展所长。

工业投资增速“狂飙”

今年上半年，广东工业投资增长

23.2%，珠三角各地也普遍实现较快

增长。中山、深圳、珠海增长超40%，

佛山也达到35.5%，江门为28.1%。

从国内重点区域对比来看，珠三

角上述城市的工业投资增速高于无

锡、苏州、常州、徐州、南京等长三角

城市。

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工业投资

平均增速来看，珠三角同样“很能

打”，9市增幅全部超过10%。其中，

深圳（49.2%）、珠海（40.8%）、惠州

（35.6%）、中山（32.5%）、江门（21.5%）、

佛山（20.1%）等地都在“狂飙”，超过上

海、苏州、合肥、徐州等长三角城市。

抓工业投资，珠三角确实下了狠功

夫。究其原因，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国内外都在重估制造业

的价值，促使广东继续先行。自新

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更加重视产

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欧美发达国

家近年来也在推动“再工业化”，制

造业资源“兵家必争”。处在中美经

贸摩擦的前线，加上制造业规模约

占全国的1/8，广东愈发感受到稳工

业的重要性、迫切性，也有更强的危

机感，因此重仓制造业、扩大有效

投资。

第二，广东的战略导向和政策引

领，推动各市更加聚焦制造业。去年

以来，广东省委反复强调要突出制造

业当家。今年初召开全省高质量发

展大会之后，广东陆续出台“招商引

资20条”“高质量发展33条”“制造

业当家22条”等一系列干货满满的

政策措施，以真金白银引导和激励各

地政府和企业更加专注投入到制造

业中。

第三，珠三角各地稳工业、稳投

资频频出招，带动项目加快建设。围

绕抓大产业、大平台、大项目、大企

业、大环境，珠三角9市各出实招。

比如，深圳加速推进“工业上楼”，计

划全年工业投资超2000亿元；佛山

推出制造业当家30条举措，大力撑

企业、挺制造，上半年完成重点项目

投资超800亿元；惠州组建工作专班

全流程服务埃克森美孚等重大项目

建设，上半年工业投资771亿元、总

量居全省第二；珠海全面建设“5.0产

业新空间”，力争全年工业投资迈上

千亿元台阶。

抢占新型储能“黄金赛道”

稳住上半场，决战下半程。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成为全国各地共同

的抓手，无论是二线、三线城市，还是

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都以超强

力度投身到这个“战局”中。

招商引资，广东很“生猛”，省内

不少城市取得新突破，多地上半年签

约超千亿元。

佛山围绕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

制造、新型储能、新材料等领域精

准招商，签约引进1亿元以上项目267

个，同比增长21.36%，签约投资总额

2405.72亿元，同比增长25.48%。

惠州招商引进产业项目839个，

完成年度目标1300个的65%；计划

投资总额约1782.17亿元，完成年度

目标3400亿元的52%。

江门引进投资超1亿元项目241

个，同比增长 58.6%，计划投资额

1296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

重点招引的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

件等“5+1”条产业链项目89个，计划

投资额452亿元。

实际上，在新一轮制造业竞速赛

中，新型储能产业成为京津冀、长三

角等众多地区竞逐的风口。粤港澳

大湾区也冲在前面，在政策扶持、项

目招引、场景应用等多方面发力，抢

占新型储能“黄金赛道”。

继广东今年3月出台《广东省推

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提出万亿元营收目标后，东莞、

惠州、珠海、江门等地都迅速推出落

地举措，从增资扩产、创新研发、要素

保障、产业链协同等不同层面，扶持

新型储能产业发展。

面对新兴产业的风口，珠三角各

地都在发力。比如，肇庆市瞄准新能

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新型储能、电

子信息等重点产业链招商，上半年新

引进产业项目253个、计划投资总额

624.3亿元。珠海市抓住新能源、新

型储能等产业赛道新机遇，总投资超

1000亿元的28个产业立柱项目加

快落地。

本报讯 王然 记者高杨日前从山东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山东将提振消费作为当前扩需求的

关键，从强化大宗消费支撑、优化服务消

费供给、培育新消费增长点和优化城乡

消费环境等四方面出台40条政策措施，

进一步提振扩大消费，筑牢经济回升向

好的基础。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能源

局局长胡薄说，山东省近日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提振扩大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

主要围绕群众关心关切的汽车、住房以

及餐饮、文旅等重点消费领域，上下联动

拿出真金白银，推出大众化、普惠性的支

持政策，营造便利消费、放心消费环境，

不断提升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

在强化大宗消费支撑方面，山东从

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推动新能源汽

车下乡、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居民充电桩

分时电价、增加城市停车位供给、加大汽

车消费信贷支持、城市片区综合更新改

造、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支持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开展家居家装促销等方

面推出12条政策措施，有效满足居民的

汽车、住房消费需求。

在优化服务消费供给方面，山东从

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扩大餐饮和住宿

消费、提升健康服务消费、增加养老和托

育服务供给等方面推出10条政策措施，

促进居民生活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

在培育新消费增长点方面，山东从

壮大信息服务消费、丰富5G网络和千兆

光网应用场景、促进电子产品消费、支持

直播电商、发展新零售、倡导绿色消费、

培育预制菜产业等方面推出11条举措，

挖掘释放新兴的、升级类的消费潜力。

在优化城乡消费环境方面，山东从

丰富城市消费场景、建设农村商业体系、

补齐流通体系短板、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营造放心优质消费环境等方面推出7条

政策措施，一体完善促消费基础保障。

长三角地区发布
“健身合同示范文本”

本报讯 记者李宏伟报道 近日，《长

三角区域体育健身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2023版）》发布。自今年9月1日起，长

三角区域内的体育健身行业经营者和消

费者可以参照该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该“健身合同示范文本”是由上海市

体育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021

年发布的《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2021版）》基础上，经过调

研论证，联合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体育

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制定的。新版

“健身合同示范文本”参照2021版实现

“三个一”升级：一是统一“冷静期”做法，

设置7天冷静期全额退款条款，为长三角

区域体育健身领域的冲动型消费者提供

了有力保障；二是倡导“一卡通用”，针对

长三角区域人员流动频繁、健身企业跨

省市连锁经营的特点，合同明确了会籍、

办卡、解约、退费等体育健身核心要素的

约定，尝试让消费者持一张卡可以在长

三角区域同品牌门店通用；三是统一一

个“计费公式”，合同沿用2021版创设的

公式，确定余额计算方式，明确约定退费

期限，力求使长三角消费者的退费标准

一致。

开栏的话：

大美神州，山河锦绣。

中华大地之美，时而温婉清

新，时而磅礴大气，时而神秘浪

漫……我们要拿起笔，以审美的

视角、艺术的手法，描绘山水草

木、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之变迁，

赞颂改革发展成就，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本报特推出“大美神

州”专栏，以飨读者。

近日，广东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产业大会在佛山市南海区举行。图为与会嘉宾就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

献策。 聂金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