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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看点

洛南打好“节会经济”牌
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按照

“立足实际、深挖特色、创新理念、综合施

策”的发展思路，以改革创新为抓手，以

节会经济为突破，以拉动消费为重点，实

现了节会活动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文

化旅游、高品质城市建设等深度融合，节

会经济成为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增长极。今年1~10月，举办各类节会

12场次，吸引游客240余万人，实现综

合收入14亿元。 6版

重点推荐

本报讯 聂金秀 记者

罗勉报道 近日，《中国区

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3》

（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

发布，广东省蝉联第一，连

续7年领跑全国。

广东省科技厅表示，广

东正加快构建“基础研究+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

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

新生态链，接下来将进一步

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奋

力打造科技体制改革示范

地、重要原始创新策源地、

关键核心技术发源地、科技

成果转化最佳地、科技金融

深度融合地、全球一流科技

创新人才向往聚集地，持续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据了解，《报告》是在科

技部支持下，由中国科技发

展战略研究小组联合中国

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

管理研究中心编写，已连续

发布23年，是国内权威的

区域发展评价报告，被视

作全国各地创新能力的“年

度大考”。根据《报告》设置

的评价体系，区域创新能力

综合得分在35分以上，便

属于创新领先地区。2023

年，广东综合得分达到

58.86分，创新能力领先优

势明显。

《报告》设置了评价区

域创新能力的5个一级指

标，广东的企业创新、创新

绩效和知识获取3个指标排名全国第

一，知识创造和创新环境指标排名全国

第二，各维度均有较好表现。

《报告》特别指出，广东在企业创新

和创新绩效方面表现突出。

在企业创新方面，一大批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是广东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列举了一组

数据：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6.7万

家，5年增加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达6.9

万家，5年翻了2倍多；在企业研究开发

投入、技术能力提升综合指标等方面，广

东均排名第一。

创新绩效指标，是指创新为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创造效益的能力。广东企业

创新能力强，目前已形成17个国家级创

新型产业集群、8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成

为创新绩效指标排名领先的重要支撑。

既要锻造“长板”，也要补齐“短板”。

知识创造指标用来衡量一个地区创造新

知识的能力，与基础研究的水平密切相

关。今年，广东这项指标排名与2022年

一致，继续位居全国第二。

《报告》分析指出，为提升基础研究

能力，提高知识创造水平，广东大力推进

高等院校、实验室、科研院所的建设，鹏

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两大“国之重器”

挂牌运作，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和重点领

域研发计划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科学

研究的实力得到提升，成效逐步凸显。

《报告》对广东发挥区域创新“领头

羊”作用寄予厚望，期待广东加快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

一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

系，推进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攻关，在数

字经济、新能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开

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激发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

□ 田亚飞

□ 本报记者 王 斌

山，依着河；河，润着山，从华北

平原到甘陇大地，一张宁榆协作的时

代答卷正徐徐铺开，印证着宁河人的

初心如磐。生逢伟大时代，肩负伟大

使命，现在，循着党的二十大精神

前行，他们身为“执笔者”，当好“答卷

人”，正绘就新的伟大蓝图。

重部署 强对接
镌刻山海深情

跨越山海回答时代命题，离不

开两地党委政府的深远谋划。

2023年，天津市宁河区和甘肃

省兰州市榆中县两地围绕东西部协

作内容，召开高层联席会议，协商合

作事宜，洽谈项目内容。坚持高位

推动，深化协作层次；着眼促农增

收，巩固脱贫成果；盘活帮扶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今年两地相关部门

密切互动，人员交流互访多达100

余人次，为年度工作高质量完成奠

定了坚实基础。

谋产业 建园区
共谱发展新篇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宁榆两地

勠力同心，共同推进产业合作项目高

质量发展，“协作之花”在陇原大地结

出了累累硕果。

技术输入。引进筛选适宜高海

拔地区优质高产花蕾型金银花新品

种，扦插繁殖10万株种苗，建立示范

基地200亩，在解决就业的同时增加

了农民收入；实施高原夏菜集约化育

苗及不同品种引进试验示范项目，孕

育以花椰菜、甘蓝、芹菜、娃娃菜、辣

椒及叶菜等为主的蔬菜种苗3000万

株，在日光温室进行集约化、规模化

育苗；开展不同蔬菜种类品种试验示

范，通过技术培训，培养专业化育苗

技术员5名、蔬菜种植专业人员200

人次。

设备输入。为艾草产业园、甘肃

雪源晶淀粉加工厂进一步开展精深

加工，延长产业链条，购置精深加工

设备；投资300万建设甘肃康源现

代农业有限公司高原夏菜产业园，

建强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

项目输入。实施新营镇新营村

南山提灌二期工程，新建1000立方

米高位水池1座，新建各类阀井112

座，镇墩25座，确保新营村南山片

1000亩山旱地正常灌溉；2022年，

投资1702万元建成甘肃榆中农产

品加工产业基地，实施马铃薯深加

工项目，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6090

万元，年利润可达802万元。该项目

拓展马铃薯种植9000亩，带动900

户种植户，致富路上迎来新“薯”光。

稳就业 促消费
激活经济一池水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

兴，离不开就业保障和消费支持。

宁榆两地积极探索东西部劳务协作

新机制，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举

办完成劳务协作培训班7期，培训

农村劳动力266人，其中脱贫劳动力

139人；共输转农村劳动力3998人，

其中脱贫劳动力3941人。在榆中县

238个行政村创新设置就业社保协

管员乡村公益性岗位，充分发挥乡村

公益性岗位就业兜底保障作用，在

优化基层就业服务的同时提高协管

员自身家庭的收入。

消费旺了，经济才会是一池活

水。今年以来，在宁河区的帮扶下，

榆中县先后组织全县20多家农特产

品企业赴天津、上海、广州、南京等地

开展产销推介活动10余场，实现消

费帮扶1.652亿元。在宁河区注册

的榆中农特产品直营店，目前入驻榆

中农产品企业14家，高原夏菜、百

合、生鲜牛羊肉等55款产品，累计销

售额达140万元。

如今，在宁河的帮扶下，榆中就

业和消费“两驾马车”齐头并进，创造

了更多就业和消费渠道，进一步助力

了榆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

引人才 抓项目
描绘乡村振兴新蓝图

引人才抓项目，是宁河区对榆中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期盼的最好回

应。“共筑桃李梦，同圆育人心”，宁河

聚焦教育质量、师资培训、基础设

施、交流互访等方面，围绕教师队

伍、设施完善、学生资助等重点工作

结对子，在感情上互联互通、思路上

互学互鉴、发展上互帮互助，共互派

挂职校长、跟班教师199人次。其

中，宁河区教育局选派68名优秀教

师到榆中援教，榆中县派出跟师跟

班教师131人次。宁河区支教校长

教师立足任教学科和管理岗位，开

展了“结一个对子、办一次讲座、上一

节公开课、帮一个困难生”结对帮扶

“四个一”活动。与榆中县98名教

师结成互助对子，举办专题讲座

36场次，培训3790人次；组织公开

课 41节，受益教师500余人；组织

开展信息技术提升讲座2场次，培

训榆中县师生11733人次；结对帮

扶学生 533 名，捐助资金近万元。

有力助推榆中教育事业迈入高质量

发展快车道。

2023年，宁河区安排东西协作

资金455.73万元，用于宁榆示范村

共建发展。在哈班岔村、王保营村，

通过实施村内道路基础设施、修建排

水区、建设公厕等项目，对村庄进行

亮化，人居环境进行美化，进一步推

进了示范村的乡村风貌提升，加快了

生态宜居、生活美好、乡风文明的美

丽乡村发展。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

春山”，从华北平原出发，向甘陇大地

并进，党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号角

经久不息。人才为笔，项目为墨，执

笔挥毫天地间，宁河人写下了东西部

协作在榆中的宁河答卷，书写属于宁

河人的承诺与担当。

□ 谷亚光

小南海是美丽的。看见小南海

这名字，可能很多人就会联想到海

南岛，联想到我国最南端的南海，联

想到文学作品或民间传说中的观世

音。是的，这些联想都有一定的合

理性，但联想毕竟只是一个想象，而

小南海却是我心中的实存，并且现

实中确实也有这样一个地方。她就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之东 30 多公里

的汝南县南关。

一

小南海周边曾是一个温馨幽美

的校园，校园里的学生并不多，每届

仅有两个班级，约80人。当时，那些

学生都是来自全省各地的少年英

才。他（她）们要在小南海边度过四

年最宝贵的青葱岁月。每个学生都

像一朵正在绽放的青春之花，洋溢着

饱满的活力，胸怀着报国的理想，对

未来寄予着玫瑰色的希望。

小南海的春天是绚烂的。

水里长着大片的芦苇，青苍苍的

一眼望不到边，风一吹来，哗啦啦地

响，里面好像藏着一种神秘的东西。

风一过去，芦苇荡里就会有水鸟叫

唤，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你如果走近水边，就会发现水里

还有鱼，各色的鲤鱼，红的、黑的、

黄的、花的，它们在自由徜徉、追逐。

还有鲫鱼、鳜鱼，甚至还能看见鼋鱼

与麻虾。鱼儿时而吃几口水草，时而

喝几口清水，然后又游到另一个地方

去了。

水边有一条不算太宽的土路通

向花圃，路两旁栽植着两排约有几十

年的老梨树。初春时节，梨花盛开，

一树一树像下了雪。如果你站在路

边向东一望，那种健壮的虬枝上的白

花，又像翩翩起舞的满树粉蝶，生机

勃勃。

顺路走到花圃看看，园工师傅打

开玻璃门，给你一个微笑。呵，那是

什么？是海棠。真好看，那花白中透

红，“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

缕魂”。那是什么？是兰花，君子兰，

极珍贵的品种，那花像绢像绸，像

蓝色的梦。那边，架子上的那盆是

什么，是昙花，可惜你来晚了，她昨

夜刚刚开过。这花不常见，开花更

是短暂，只开一会儿功夫，所谓昙花

一现，一点都不假。花有几百种，牡

丹、芍药、紫罗兰、石竹、仙人掌、蝴

蝶花……如果你有时间去欣赏，半

天也看不完。

你最好能站在高处俯瞰一下校

园，才能领略全景。校园虽然人不太

多，但面积还是挺可观，大约有一两

千亩。东部除了花圃，还有苗圃，苗

圃里正在培育泡桐、毛白杨等树种，

可能有几十亩。南部外围有汝河经

过，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曾

从汝河渡过。汝河又深又宽，水流很

急，水黄浊，泥沙不少。

汝河这边是几百亩的苹果园和

其他果园。这里的富士苹果树已经

种了几十年，更新了两三代。果园里

富士这个品种，大约是在 1910 年左

右，由前辈教员，一个留法博士从法

国带回来的。

果园里面有汝河大堤，大堤里面

就是面积约有几百亩水面的小南海

和几十亩见方的大操场，小南海北面

有宿舍楼、教师办公室、校领导办公

室，还有教学楼、图书馆、食堂等。西

部有教师家属院等。整个校园坐北

朝南，背后是古蔡州城，即当今的汝

南县城。

二

校园静怡，空气幽香，是学习的

好地方。每天一大早，就有男女学生

在校园的树下、花坛边读书。听一

听，他们有的在小声读英语，有的在

诵诗词，还有的在记植物的性状形态

特征。

上课了，学生进入明亮的课堂，

老师结合实际讲授理论知识，除了土

壤学、气象学、植物学、生态学、森林

学、植保学、园艺学等专业课程，还有

语文、英语、哲学、政治经济学、高等

数学等基础课。自习或课后，学生读

书丰富多彩，有一部分选择与专业有

关的书籍，更多的人则是读文学、哲

学和美学等书。

那时，几个文学发烧友读的文学

书有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白痴》《罪与罚》，司汤达的《红与

黑》，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歌德

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狄更斯的《大

卫·科波菲尔》《双城记》，雨果的《巴

黎圣母院》《悲惨世界》，金庸的《射雕

英雄传》《侠客行》《鹿鼎记》，琼瑶的

《窗外》《烟雨蒙蒙》，张贤亮的《绿化

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承志的

《北方的河》，孟晓云的《胡杨泪》，

柯云路的《新星》，刘索拉的《你别无

选择》等。

爱读哲学书的学生，看的都是

当时的知识分子们热捧的书，比如

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哲学

笔记》，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

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哲

学史讲演录》《美学》，康德的《纯粹

理性批判》，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

论》《哲学研究》，北大哲学系编写的

《古希腊哲学》，全增嘏的《西方哲学

史》，肖前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

史唯物主义》，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等。

除了读书，大家在一起还会讨

论，甚至争论。常常是同学们下自习

回到寝室后，讨论的节目就开始了。

是大河有水小河满，还是小河无水大

河干？人为什么活着？等等，不同的

观点你来我往，直到熄灯号响过，热

闹的声音才低下来。

那些年月，青年人意气风发，朝

气蓬勃，人们思想活跃，社会充满活

力，各行各业涌动着机会和可能性，

到处能够听到《在希望的田野上》等

甜美的歌声。

三

课堂学习一段时间后，接着会

有实习。实习有时在周边乡村的果

林里剪枝，有时又会乘车到山区林

场，比如薄山、确山等地林场了解植

物的生态学分布。最远的一次是去

鸡公山实习，到那里认识树木花草

品种。

鸡公山是避暑胜地，与庐山、莫

干山、北戴河齐名，年平均气温 23.7

摄氏度。此山地处河南与湖北交界

处的大别山区，植物种类繁多。在鸡

公山实习时，同学们住宿在山上的清

泉旅社。清泉旅社里有一眼清泉，终

年汩汩泉水不断，打上来的泉水用手

一试竟有冰凉之感。

山里有樱桃沟，到处长满野樱

桃树，红红的野樱桃触手可得，爱吃

樱桃的人可以大饱口福。实习时有

一部分同学想去看大瀑布，结果迷

路，进入深山原始森林，经受了饥饿

和极度疲劳的考验，幸好在天黑来

临时碰上了湖北境内的守林人帮助

带路，才使他们在绝望的夜色里，跌

跌撞撞从密林深山中返回住处。其

中发生的惊险故事，有的人至今记忆

犹新。

在学习之余，班级或学校团委也

组织春游或参观革命先烈纪念馆等

活动。有一次春游去了嵖岈山，当时

的嵖岈山上怪石嶙峋，几乎见不到一

棵树，远远一望黑森森的石峰石林，

觉得野趣盎然。有一年春末，同学们

去了杨靖宇的故居参观，当时，杨靖宇

60多岁的女儿接待了大家，讲述了她

父亲的许多抗日故事，不少同学感动

得掉下眼泪。

难忘的是，我与一位要好的同学

在一个周末步行十多里去赏宿鸭湖。

有人说，宿鸭湖即是《李愬雪夜入

蔡州》一文中所说的鹅鸭池，到底是

不是，这里无意考证。但有资料证

实，宿鸭湖当年为国内最大的人工

湖，站在湖东岸向西望去，一眼望不

到边。茫茫大水，碧波荡漾。岸边垂

柳依依，青草像绿毯铺地。水边有碗

大的河蚌。用手沾着水洗把脸，凉丝

丝的，爽快极了。

同学当即赋诗一首以明志：“春

风春水春光满，朋辈畅游大湖边，他

年若得五彩笔，写意新绿无涯间。”

时光匆匆，几十年过去了，小南

海边的学校早已搬到别处去了，如今

只剩下一片幽静的园林供人们玩

赏。也偶有昔日的学子带着回忆到

那儿看上一眼。

小 南 海 的 春 天

宁榆同心奋力写好东西部协作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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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榆中栖云小镇李家庄田园综合体项目，该项目是财政部2017年确定的全国首批、西北唯一的8个国家级田园

综合体建设试点之一，项目规划占地2.65万亩，其中核心区8300亩，按照烂漫花海区、栖云小镇、生态田园区、养生养老区、

生态养殖区、智慧农业生产区等9大功能区域规划布局，共计34个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22.7亿元。

（榆中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