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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人们惊喜地
发现，蓝天越来越多，水渐渐清了，山更绿
了，大城市的空气也越来越干净。这些可
喜的变化和近年来全国上下节能减排行动
密不可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
说，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共识。为
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从
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出发，创
造性采用切实可行的各种措施，推进发展
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就是
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

“将节能减排这两个既相联系又不相
同的措施整合起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
新。一般说来，节能有利于环境保护。”周
宏春说。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
化，2007 年 4 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节能减
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全面部
署节能减排工作。此后，国务院印发节能
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了 45 条具体工
作安排。许多省（区、市）建立领导机构和
协调机制，落实责任制和政策措施，各级政
府推动节能减排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

为把节能减排目标落到实处，我国采
取了经济的、法律的乃至必要的行政手段：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实施重点工程，推广先
进技术和产品，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发展循
环经济，推行市场化机制，完善经济政策，

健全法规标准，加强能力建设，广泛开展宣
传等。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数
据，“十一五”，国家安排中央资金 2250 亿
元，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重点流域水污染防
治、节能环保能力建设等，带动全社会投资
约 1.6 万亿元，形成节能能力约 3.4 亿吨标
准煤，新增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 6500多万
吨，燃煤电厂投运脱硫机组超过 5.78 亿
千瓦。

在重点领域节能领域，我国组织开展
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这些高耗能大型企
业积极推进节能减排，通过开展能源审计，
编制节能规划，实施能效水平对标，公告能
源利用状况等，显著降低了能源资源的消
耗和浪费。“十一五”期间，这些企业节能
1.65亿吨标准煤。

记者在江苏省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
公司了解到，这家企业成立了节能减排研
究所，先后实施能源管控、余热回收发电、
污水处理、烧结机烟气脱硫等一系列项目，
提前两年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节能减排任
务。公司总经理张文基说：“近 5 年来，公
司投入 10 亿元用于节能改造，累计完成节
能量 37 万余吨标准煤，实现了节能减排和
降本增效的双赢。”

“十一五”期间，我国强化产业政策和
项目管理，提高节能环保准入门槛，严把土
地、环保、能耗、信贷等关口，调整高耗能产

品出口政策，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
增长。在此期间，全国累计关停高耗能、高
排放的小火电机组 7682.5 万千瓦，超过了
英国全年的发电装机能力。

节能减排离不开高效节能技术和产品
的推广。近年来，国家发布两批国家重点
节能技术推广目录。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副秘书长赵家荣介绍，我国实施节能
产品惠民工程，3 年来，安排中央财政补贴
资金 330 多亿元，推广节能灯 5.2 亿只、高
效节能空调 5000多万台、节能汽车 460多
万台、高效电机 500多万千瓦，直接拉动消
费 5000 多亿元，实现年节能 1250 万吨标
准煤，其中节电约 310 亿千瓦时、节油 13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3000万吨。

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政策，不仅让消
费者和用户节省高效节能产品购买费用
700 多亿元（财政补贴带来规模效益带动
终端销售价格下降），产品寿命周期内节省
电（油）费 1300多亿元。

今年 5 月，中央财政安排 363 亿元，用
于推广节能家电、高效照明、节能汽车和高
效电机四大类产品，预计拉动消费需求约
4500 亿元，年节能约 1200 万吨标准煤，其
中节电约 323亿千瓦时。

价格杠杆的运用也对节能减排工作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实施了成
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实行烟气脱硫机组
上网电价政策，对限制类、淘汰类的高耗能
产品实施差别电价政策，对节能节水环保

设备给予税收优惠，调整了不同排量乘用
车消费税税率。

为依法推进节能减排，我国还修订颁
布了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
产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民用建筑
节能条例和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同时，全
国开展节能全民行动，组织形式多样的节
能减排宣传，全社会节能减排意识明显
增强。

“十一五”期间（2006-2010 年），通过
实施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我国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19.1%，节约能源 6.3 亿
吨标准煤；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 14.29%，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 12.45%，实现了

“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约束性目标。
“节能减排的经验大致可以归纳为，坚

持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上下联动机制。我
国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组
织机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项目实施等
方面加大统筹力度。”周宏春说。

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亚洲开发银行驻
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表示，中国
在发展过程中注重转变发展方式、结构调
整和提高发展质量，在节能减排领域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周宏春认为，在充分肯定节能减排成
绩的同时，不能沾沾自喜，应当认识到我国
节能减排的难度在加大，成本会提高等不
利因素和问题。

（新华社北京 7月 3日电）

2010 年 3 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儿科 PICU（重症急
救）主任杨杰教授响应号召，自愿报名加入第六批援疆干
部队伍，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始
为期一年半的援疆工作。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杨杰依然
留在新疆，并已成为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兼任宋庆龄妇女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儿科
总主任。

如果说杨杰当初选择援疆凭的是热情，那么他在援
疆期满后选择留下来，更多凭的是信念和责任。

记者是在儿科病房门口见到杨杰的，当时刚刚查完
房的他正准备和同事一起讨论当天的科室医护情况以及
病人的病情。杨杰告诉记者，新疆医院的医疗设施比内
地医院一点都不差，但因为缺少人才，缺少好的管理制
度，设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为此，杨杰成立了科室核
心小组，遇到问题就和同事们共同讨论解决办法，并建立
了《医师岗位轮转制度》、《门急诊工作制度》和《进修人员
管理制度》等 10余项管理制度。

杨杰根据儿科特点和医院实际，对现有专业重新划
分，把小儿呼吸、血液、肾病、心血管优势专业做大做强，
同时新设小儿神经、内分泌和重症专业，把国内已有的系
列新技术尽快应用于临床。小儿心脏介入诊疗技术、电
子支气管镜诊疗技术、重症监护诊疗技术、小儿动态和视
频脑电技术介入等新技术相继得以应用，新医大一附院
儿科诊疗水平实现飞跃发展，部分达到了国内先进水
平。同时，杨杰联系国内一线专家，筹建“新疆小儿癫痫
诊疗中心”、“脑瘫康复诊疗中心”、“呼吸睡眠监测中
心”。这些诊疗中心的设立，为新疆医疗儿科事业的发展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接受采访中，杨杰总会不经意地重复一句话：“把
援疆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来干。”他说，我们这个年龄组的
援疆干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不想浪费这一两年时间，都
想尽心尽力去干点事，干出一番成绩出来。

杨杰坚持每周三天坐诊，规定周三为手术日。每天
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到病房查房。小儿内一科主任米热古
丽说，这两年我们科室的变化非常大，从以前的 80 张床
位增加到现在的 140 张床位。科室更加细化，制度更加
明确，工作的氛围越来越好。无论我们工作中遇到什么
困难，杨院长都能帮助我们，我们已经离不开他了。

2011 年 8 月，杨杰援疆工作面临结束。一切都刚刚
开始，怎么走得了呢？他选择留了下来！

“杨主任带领我们科室开展了小儿心血管疾病介入
治疗，我很幸运跟他学习到了新技术。”新医大一附院儿
科副主任医师阿布来提对杨杰十分感激。作为杨杰的学
生，阿布来提拿到了全疆首个儿科先心病介入治疗资格
证。杨杰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新技术、新业务在新医大一
附院儿科应用开展。介入治疗小儿室间隔缺损封堵术填
补了新疆小儿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的空白，小儿重症监
护工作率先在新疆开展，首家“新疆小儿癫痫诊疗中心”
正在筹建中。

为促进医院临床、教学、科研等工作全面启动，杨杰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管理理念，即
科室要从临床型科室转变为科研带动下的临床教学科
室。按照这一理念，科室的每个成员不仅要完成基础的
临床工作，还要追踪国内外的最新科技进展，从解决临床
工作的实际问题出发进行相应的科研探索。在杨杰的带
领下，大家的科研意识提高了，发表的论文数量和申请的
科研课题数量也较以前大幅度提升。

选择留下，凭的是信念和责任
——记山东援疆专家、新疆

医科大学一附院儿科主任杨杰

本报记者 姜 帆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 01-04 专项，落
地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项目超
过 70%，目前已有 27 项课题提前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初步统计已经形成销售收入 134
亿元。4 个专项的组织实施，有力地巩固和
增强了中关村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地
位，带动了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
产业结构的调整，支撑了国家重大工程和
重点项目，发挥了高端引领作用。

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从通信大国到通信强国，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唐移动通信
设备有限公司政府事务部总经理王文清动
情地对记者说。在基础软件领域，中国移
动公司开发成功智能手机嵌入式软件平台

（oPhone），研发 17 款移动终端，上市销售
60 万台，占 TD 智能终端 90%以上，突破了
TD智能终端的瓶颈。

“2000 年，我国集成行业生产线上每
一个螺母、每一个螺丝钉都靠进口。2008
年底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实施后，大量国产
材料和部分的装备开始进入生产线，化学

研磨机等高科技材料的产品甚至完全可以
和国际先进技术相媲美。”02专项中芯国际
项目负责人吴汉明对记者说。

企业申请专利数量的不断增加推动了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大唐移动公司和中
国普天公司通过承担 03 专项的课题，共申
请国家专利 364 项，提交标准文本 100 项，
其 提 交 的 TD-LTE-Advanced 标 准 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被国际电信联盟确定成
为第四代移动通信(下称“4G”)国际标准，
正式成为两大 4G 国际标准之一。信威公
司等研发的相关技术于 2010 年被国际电
信联盟正式批准纳入宽带无线接入国际标
准之中。

产业化步伐加快
“国务院发布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以来，把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成果
产业化，同时把其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的重要支撑和前提，一直是中关村管委会
的要求和各承担企业的追求。”中关村创新
平台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信委副主任梁
胜告诉记者。

4 个专项集中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
代装备制造两个方向的创新资源，通过成
果的转化，为北京市抢占高端软件、集成电
路、移动通信、现代装备等产业制高点、填
补产业空白奠定了基础。

东方通公司的中间件软件产品批量进
入人民银行、中国移动等关键市场，实现销
售收入 1.7 亿元，加快了集成化中间件套件
产品产业化进程；北大众志公司和中科院
计算所的高端芯片项目，基于龙芯 CPU 的
计算机已经销售 15 万台，实现产值 4 亿元，
在芯片产业化上迈出了关键步伐。

“我国机床制造企业已经具备生产世
界先进水平超重型数控机床的能力，将应
用于航空航天、大型工程机械装备等行业，
提高产业效率。”北京北一数控机床有限责
任公司总工程师刘宇凌对记者说。北京第
一机床厂研制的“数控重型桥式龙门五轴
联动车铣复合机床”和“数控桥式双龙门镗
铣床”，均已于 2010 年成功交付客户，前者
是世界龙门跨度规格最大（10.2 米）的超重
型机床，后者单台售价 8700 万元，创造了
金属切削机床单台价格世界之最。

有力支撑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重大专项的先进工艺，为国产装备提

供了成套工艺大规模产业的验证，对国内
装备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支持，专项成
果应用也有力支撑了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
开展。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公司总裁杨海成对
记者说，“国产基础软件在航天重大工程中
的综合集成应用，示范作用将越来越明
显。”该公司通过承担的“国产基础软件在
航天重大工程中的综合集成与应用示范”
课题，在“新一代运载火箭”和“二代导航卫
星系统”两大国家重大工程中，多点部署了
上千套国产软件产品和自主管理系统。

中软公司的产品在国税总局 12366 纳
税服务热线及以浙江地税为代表的省市地
税大集中等多个重大工程项目中成功应
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大 唐 公 司 提 供 的 无 线 接 入 子 系 统
（HSUPA）设备已开始规模化生产，量产能
力不低于月产 4000 套，已在中国移动的 5
期招标中获得 6亿元的销售合同。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在中关村结出硕果
本报记者 郭存举 杨 颖

本报北京 7 月 3 日讯 实习生刘静怡

张唯玮报道：第二届“我眼中的西藏”大学
生影像大赛启动仪式，今天在中央民族大学
举行。大赛旨在用大学生的激情与视角去

“看西藏”，用影像真实记录、反映西藏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活跃校园文化生活，为
高校青年学子提供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

据介绍，首届“我眼中的西藏”大学生影
像大赛是 2011 年举办的，历时 4 个多月，共
收到来自 50 余所高校大学生的视频作品 89
件，摄影作品近千幅。

“我眼中的西藏”大学生影像大赛启动

7 月 3 日，参

观者在展厅内观

看进行广播操表

演的机器人。

当 日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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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岚摄
（新华社发）

节能减排力度前所未有 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新华社记者 江国成 凌军辉

本报讯 记者庄光平 谭辛报道：中国
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日前在京发布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 2007—2012（全国
版）》。报告显示，2012 报告年度，中国公共
财政建设综合指数的得分为 66.67。

据了解，该报告是国内首次对全国层面
的公共财政建设状况进行定量评价，公布了
2007 年 以 来 6 个 年 度 的 公 共 财 政 建 设 指
数。报告显示，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
度方面，义务教育排名最高。

社科院发布《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

（上接第一版）大跨径桥梁因“长、大、高、
险”而仪态万方、绰约多姿，成为神州大地
上的新景观，它们摄人魂魄的形态美，在艺
术家眼中可入书画、可为诗赋。然而，大型
桥梁的技术难度和建设风险也随跨径的不
断延伸而倍增，给中国桥梁建设者和科技
工作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矮寨峡谷地形险要，桥面到峡谷底高差
达 355 米，两岸索塔位置距悬崖边缘仅 70
米至100米。地质也非常复杂，索塔处存在
岩堆、岩溶、裂隙和危岩体等不良地质现象，

仅在吉首岸索塔基坑附近就发现大小溶洞
18 个，其中最大的溶洞体积近万立方米。
但在如此复杂险要的条件下，矮寨大桥创下
了世界桥梁建设工程史上的 4个第一：大桥
主跨1176米，跨峡谷悬索桥世界第一；首次
采用塔、梁完全分离的结构设计方案；首次
采用“轨索滑移法”架设钢桁梁；首次采用岩
锚吊索结构，并用碳纤维作为预应力筋材。

“我上一次到矮寨大桥是 2010 年 3 月
进行大桥合龙报道，大桥工艺上的创新让
记者耳目一新。”谢宝军介绍，设计团队首

创了“轨索移梁主桁梁架设方案”——利用
大桥永久吊索在其下端安装临时吊鞍，然
后在临时吊鞍上安装水平轨索作为运梁轨
道，实现由跨中往两端拼装大桥的钢桁加
劲梁。这种全新的架梁工艺，在成本很低
的情况下提高架梁速度接近 10 倍。原计
划 1 年半安装主梁，结果只用两个半月就
拿下来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座同类桥
梁的钢桁梁架设速度能够少于 1 年的。实
践证明，轨索滑移法不仅可行，而且填补了
世界空白，是一项完全具有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创造性发明，将成为今后类似情况
下国际桥梁建设的样本工程。

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自主创新能力
的日渐提高，使一座座世界领先的大桥拔
地而起。随着江阴大桥、润扬大桥、东海大
桥、卢浦大桥、南京长江三桥、杭州湾跨海
大桥、苏通大桥、舟山大陆连岛工程跨海大
桥、矮寨大桥的陆续建成，以及江苏泰州大
桥、港珠澳大桥等即将建成，中国桥梁的建
设规模、跨径和技术难度正在不断飞跃世
界巅峰。

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满山的绿色尽收眼底。踏进
我们入住的崇义县铅厂镇长河坝村，一排排民房整齐划
一，这些房屋都是 2009年建起的。

铅厂镇因竹而美，铅厂农民因竹而富。铅厂镇人喜
欢吃笋、用竹，更把毛竹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每到
冬季当地农民上山挖冬笋，仅靠这一项每户就有 3 万元
的收入。拥有丰富竹资源的铅厂镇，活立竹蓄积量达
728 万根，在保护生态的同时，每年可提供商品竹 50 余
万根。竹产业成为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

长河坝村乐世华做“竹骨”已经有四五年了，“竹骨生
意很好，供不应求，销往广东等地。”乐世华说。村里的竹
制品加工厂里，一袋袋竹炭整齐码放，这些都是用制作竹
产品的剩余材料烧制的。乐世华说，“这些粗加工的竹炭
一吨可以卖 1000多元。”

现在，乐世华以每根毛竹 18 元的价格收购当地农户
家的毛竹，尽管竹制品销路好，但由于人工等成本提高
了，利润也变薄了。

离长河坝村不远的铅厂村也有一家竹制品加工
厂，一簇簇竹筷坯晾晒在院子里。厂房里机器轰鸣，
一根毛竹转眼间被机器分割成几片，然后再按照不同
的材质进行分类加工，每道工序都有专门的工人在
做。这家加工厂的主人来自浙江安吉。工厂负责人张
正芳说，每年毛竹生产旺季时，工厂可为当地农民提
供 100 余个就业岗位。

见到村民陈芳栋时，这位 71 岁的老人正在喂羊，
“这些羊是用卖红豆杉苗木的钱买的。”老人除了种毛
竹、育苗木外，还养殖了 20 多只小尾寒羊。说起种毛
竹，老人打开了话匣子，如何给毛竹打营养液、如何抚
育竹林，讲得头头是道。

种毛竹增加了收入，陈芳栋为此写下了一副对联，上
联是“富民政策如灿阳褔照天下暖人心”，下联是“各级政
府送甘露润泽大地爱人民”，横批是“党中央好”，表达老
区人民对党的富民政策的感激之情。陈芳栋说，林改后
的第一年，他家的毛竹收入就达 3.5 万元。第二年，政府
又出台了改造竹林的鼓励政策，封山育竹每亩补助 3 元，
开公路每米补助 5 元，深挖施肥每亩补助 80 元。这一
年，他家除出售商品竹 1 万多根、收入 9 万多元之外，还
获得竹林改造补助 3000 多元。林农有了林权证，极大
地激发了他们投资山林、放手经营的积极性。现在，陈芳
栋家有毛竹 300 亩。“希望专家传授科学技术，提高毛竹
产量，带来更多的收入。”陈芳栋说。

一根毛竹“挑大梁”
本报记者 陈 艳

走 基 层 赣 州 老 区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