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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均“良好”

贵州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主要指标均“良好”

贵州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通讯员刘俊明报道：2012

年，贵州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地表水水质、空气质
量和城市环境和生态环境等主要环境评价指标均达到

“良好”以上级别。
去年，贵州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强化污染防治和建设项
目环境管理，不断推进自然生态与农村环境保护，保持
了良好的发展态势。9个中心城市 16个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各县城所在城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1.4%；纳入监测的 44 条河流，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达 到 或 优 于 规 定 水 质 类 别 的 断 面 占
83.5%；纳入监测的 8个湖(库)中，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
标准的垂线 17 条；在 13 个重要城市空气质量监测中，
12 个城市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1 个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为国家三级标准。污染减排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是三降一升，化学需氧量降 2.69%、氨氮降 2.64%、
二氧化硫降 5.72%、氨氧化物上升 1.87%。

打 造 流 动 的 风 景打 造 流 动 的 风 景

本报讯 记 者 王 金 虎 、通 讯 员 谢 美

慈 刘长春报道：“台儿庄，一场血战扬美
名；游古城，千年运河展新容。咚咚呛！”
鲁南大鼓第 19 代传人，今年 63 岁的褚思
全老人如今成了山东台儿庄运河古城的一
道风景，他每天表演的味纯腔正的大鼓说
唱，引得天南海北的游客驻足。

“古色古香、红色经典、绿色休闲、土
色生趣！”北京的退休教师王传效，在逛完
古镇、看过铁道游击队纪念园、采过荷
莲、吃罢渔家饭后，用“四色”来形容济
宁市微山县南阳古镇运河旅游的特色。“保
护运河文化，就是保护民族的血脉；传承
运河文化，就是继承民族文化的基因。”
对于发展山东的运河旅游，山东省旅游规
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陈国忠的定位是“打文
化牌”。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流经山东济宁、
枣庄等 5 个城市，沿途分布有大量的人文
和自然旅游资源，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2处，国家级文物 6处，县市级文物星罗棋
布，遍及运河两岸。

枣庄台儿庄古城至今还完好保存有明

清时期 3 公里长的古河道、古码头、古驳
岸，这一段古运河被众多运河保护专家学
者称为“活着的运河”；济宁是元、明、
清三朝的京杭大运河最高管理机构所在
地，位于汶上县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
京杭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水利工
程，享有“运河都江堰”美誉；微山县的
南阳运河，是山东段惟一开挖于元代没有
被淤塞的古运河。目前山东的运河旅游开
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台儿庄
古城重建和运河开发已经初步形成了良好
的市场口碑，并成功晋升为国家 5A 级景
区；济宁市汶上县深挖远古运河文化，精
心打造“古迹探寻游”品牌，以古老的运
河河道、优美的自然风光、错落有致的古
建筑群，吸引了一批批海内外游客慕名而
来，去年接待运河古迹探寻游游客达百万
人次。

“赋予运河以文化之魂，让游客来此一
行‘有看头、有听头、有玩头、有买头、
有想头’，我们将大有可为。”汶上县委书
记赵东升说。

本报讯 记者黄平、实习生杨柳报

道：从杭州武林门码头坐上水上巴士，一
路北上，两岸千年来逐渐繁荣的商贸与文
化，近年来修缮完好的精致“旧地”，形成
了一处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畅游其
中，让人体验到大运河的灵动秀美⋯⋯

从 2006 年起，杭州市连续 6 次推出
“新运河”，不断丰富运河的文化内涵。把运
河文化保护开发纳入“文化大省”、“杭州历
史文化名城”建设总体发展规划，以“还河
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精品为
三大目标。去年9月，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
通过了国家旅游局的4A级景区评定。

大运河杭州段的运河文化集中在拱墅
区 。在 保 护 明 清 时 期 就 有 的“ 运 河 八
景”——夹城月夜、陡门春涨、半道春红、西
山晚翠、花圃啼莺、皋亭积雪、江桥暮雨、白

荡烟村的基础上，拱墅区坚持“文化兴区”
战略，兴建占地 5 万平方米的运河文化广
场，建成开放一系列博物馆：中国京杭大运
河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伞博物
馆、中国扇博物馆⋯⋯集中展现运河文化。

同时，更大规模的“没有围墙的博物
馆”得到了保护性修缮：小河直街、桥西
民居、大兜路历史街区。拱墅区将整合
博物馆资源，充分发挥北新关、江墅铁
路公园陈列馆等文化遗址功能。去年 6
月，拱墅区还启动了运河拱墅段码头河
埠文化库存普查、挖掘工作，推进运河
沿线桥、塔、寺、码头的保护性开发。

承载着历史文化和民间传说的街桥
巷道，成为运河上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拱
墅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徐美娟说，“希望
杭州的运河文化能走向世界。”

旅游产品京韵十足

北京通州开发漕运文化游

新旧景点展现江南民俗

杭州形成“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运河沿线各地通过开展运河综合保护与开发，建设各具地域文化

特色的景区——

本报讯 记者金晶 苏民报道：6 月 9

日，记者来到京杭大运河北终点——北京市
通州区。这里的运河文化广场，是我国两大

“运河广场”之一。运河东岸的广场上，盏盏
帆灯映照着“千年运河”的花岗石雕，带给人
庄重之感。运河上虽不见当年“漕艇贾舶如
云集，万国鹈航满潞川”的壮观场面，但在细
雨中也别有一番景致。

“通州因水而兴，与水有着不解之缘。”
通州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李金玺说。从

“磁器胡同”到“双埠头”，从“滨江中路”到“运
河中学”⋯⋯这座城市的许多街道和地点的
命名，都与那段漕运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近年来，为了将运河文化传承发扬下
去，通州围绕“水”做起了文章。

首先是对河道进行整治清淤。今年4月，
通州水务局利用枯水季节对京杭大运河通州
段进行了清淤，疏挖了12处淤积严重的浅滩，
在提升运河水质的同时加强了行洪能力。

此外，为了让人们触摸到更多的运河历
史痕迹，通州复建了大光楼、石坝遗址，并修
缮了文庙、紫清宫，打造出通州特有的“三庙
一塔”景区。乾隆御制石道碑、通州清真寺
的修缮保护，让古迹成为追忆历史的载体。

通州区还出版了《大运河的传说》等反
映运河历史的运河文化丛书和《运河》杂志，
编纂了《通州运河名人》、《古韵通州》。“面人
汤”面塑技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梁俊风车
等也陆续申报了国家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当地一些文化公司还创作了《古运
回望图》、《盛世运河通州城》等反映漕运盛
况的历史画卷。曹雪芹墓石展、运河出土

“皇木”展、运河沉船展、运河老照片展、通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近年来举办的各类

展览，也让更多人了解了运河文化。
想让运河文化真正融入到城市发展的

血脉之中，还需要将文化与人们的生活紧密
相连。为此，通州区建设了运河文化特色浓
郁、景观亮丽的运河公园，打造了国家 4A级
景区大运河森林公园。绿树成荫，繁花似锦
的公园，不但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和健身的
首选场所，也为通州旅游业聚集了人气。

“公园的游船项目是人们最喜爱的项目
之一。”大运河森林公园的工作人员齐敬怡
告诉记者，大型仿古船由通州东关奥体公园
开始，40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可抵达大运河森
林公园的漕运码头，“另外，摆渡船还可以让
公园右岸的游客抵达左岸的漕运码头。”

她说的漕运码头，不但是公园的主要景
点之一，还是电视剧《漕运码头》的外景拍摄
地。在码头前方，灯塔、牌楼、石狮子、镇水
兽等一系列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
依次而立。牌楼的后方搭起一排排粮仓，再
现了明清年间漕船靠岸后，军粮经济验粮转
运入仓的完整流程。

“在特色风情街上，游客可以品尝到‘通
州三宝’，还可以买到空竹等特色工艺品。”
齐敬怡说，“京韵十足的民俗文化，特别是漕
运文化，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游览。”

随着运河的整治和对运河文化载体的
开发整合，通州提出“游通州新城，走大运古
河”等口号，相继推出运河水上游、运河文化
休闲游、运河艺术节等系列旅游产品。“运河
文化说到底是一种融合的文化，也体现了通
州发展的包容性。”李金玺告诉记者，“未来5
年至 10 年，通州新城将继续借助滨水特色，
将运河文化底蕴与生态游、休闲养生游结合
起来，努力打造北京市的旅游大区。”

本报讯 记者薛海燕 陈莹莹报道：

杜静是江苏淮安人，端午节假期，她带着
外地游客开始了一段旅程：看名人故居、
品淮扬菜式。当然，也有新项目。

“12 日刚好赶上盱眙龙虾节开幕，我
想让客人知道，我们不但有清淡的平桥
豆腐，还有够味儿的盱眙十三香龙虾；最
近几年淮安对运河资源加大了开发力
度，我希望朋友们感受淮安作为运河之
都的风貌。”杜静说。

“运河之都”的这块金字招牌由来已
久。在今年 5 月的一次推介会上，淮安市
委书记姚晓东这样介绍淮安：“淮安是久
负盛名的运河之都、名人辈出的文脉之
地、秀甲一方的美丽之城、闻名遐迩的美
食之乡。”明清时期，淮安与扬州、苏州、杭
州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淮安又因

中枢漕运、集散淮盐、漕船制造、粮食储
备、河道治理的地位，成为“运河之都”。

淮安坚持政府主导原则，下大力气抓
好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充分利用历史资
源，积极做好大运河淮安段的保护与申遗
工作。近年来，市政府先后组织维修了淮
安钞关遗址、清江大闸（正、越闸）3000 米
闸身闸室石工墙、吴公祠、清江古清真寺、
清江浦楼、陈潘二公祠、圣谕祭祀碑、润州
会馆等十多处有关大运河的文物古迹。

“在建设中保护运河历史风貌”是另
一原则。淮安市在运河沿岸建设的码头古
镇秦汉文化区、古清口水乡风光区、现代
工业文明区、清江浦历史风貌区等九大景
区，开辟出一条运河黄金水道特色旅游
线。运河文化长廊文物景点建设的全面启
动，推动了淮安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

天津市民在武清区北运河郊野公园休闲。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为尽快解决地处偏远、
布点分散、交通不便的无电地区住户用电问题，青海制
订相关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全力推进大电网延伸供电
工程和独立光伏供电项目建设，确保逾 44 万无电人口
早日用上放心电。

青海现有无电户 115747 户，无电人口 448134 人。为
落实国家能源局关于解决无电地区电力建设的任务安
排，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于今年 5 月 27 日召开无电
地区电力建设工作推进会，明确将于 2014年年底前投资
13.03 亿元，通过电网延伸方式解决供电经营区内 2.27
万户、8.34 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难题。与此同时，省发展改
革委、财政厅等部门与国家相关部委厅局沟通协调，加大
筹资力度，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为企业“松绑”

广东推进商事登记改革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在进行商事登记改革试点

1 年多后，广东今年将在全省铺开商事登记改革，以通过
为企业进入市场松绑、强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实现

“宽入严管”，让企业市场主体作用和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
得到更充分发挥，同时促使政府加快职能转变。

据悉，广东从2012年4月开始获批开展商事登记改
革试点，深圳、珠海、东莞和佛山顺德区等地作为试点
地区率先进行了商改。1 年多来，试点地区行政审批事
项大幅压减，企业登记时间普遍缩短至 3 个工作日以
内，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新登记市场主体大幅增
加。如东莞通过商改后，全市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28630
户，占新增市场主体的 71.6%；新登记私营企业 11336
户，占新登记企业的92.7%；56个部门442类目录1200
多万条数据录入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了市场后续监管。

据悉，广东今年商事登记改革将“分两步走”：下半
年先在珠三角地区推行，年底前在省内其他地区铺开。

本报讯 记者陈煜报道：来自福建省检验检疫局的
消息称，最近该局有关部门相继推出出口商品免验、口
岸集中查验、提升电子检验检疫效能等一系列通关便利
措施，以促进全省外贸稳定增长。

据检验检疫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口商品免验即
对同一自主知名品牌下的所有出口产品统一推荐申报免
验资格，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进出口货物多点报检则意
味着今后只要是进出口岸、产地 （目的地） 在福建检验
检疫局辖区的进出口货物，企业都可就近选择该局的分
支机构进行报检、取证，减少往返的费用和时间。另
外，福州江阴口岸将加快推进关检合作“三个一”试
点，即“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进一步简
化通关流程，提升通关效率。

面对日益密切的闽台交流，有关部门表示将积极促
推 《闽台两岸直接往来检验检疫特殊监管办法》 的出
台，对闽台两岸直接往来货物、人员及其携带物、交通
工具和邮包实施特殊便捷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

促外贸稳定增长

福建出台多项检验检疫便利措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要点

今年促进中部崛起工作重点确定

由安凯客车与中国旅游报社联合主办的主题活动

“安凯美丽中国行”日前走进四川，走访了汶川地震后得

到整体规划和重建的映秀镇。据悉，“十二五”期间，四川

开辟了 8 条精品旅游线路，为旅游业的提升发展带来机

遇。图为岷江畔景色怡人的旅游小镇映秀。 赵 普摄

本报北京 6 月 27 日讯 记者林火灿

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2013 年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要点》已于近日印
发。《工作要点》提出，中部地区要加快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服务业，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增强发展整体实力。

根据《工作要点》，中部地区要加快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继续落实好工业转型升
级规划，加大对中部地区钢铁、石化、有色
金属、造船等产业升级改造的支持力度。加
大对技术改造和关键技术研发的支持，推
动中部地区汽车、大型机械、特高压输变电
设备、轨道交通设备、船舶等装备制造业升
级发展。扎实推进中部地区国家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领
域，要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专项等支持中部地区大力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促进产业集
聚。推动中部地区深入实施技术创新工程。
继续支持在中部地区建设和完善一批工程
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创新平台。

与此同时，中部地区要进一步发展壮
大服务业，组织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示范

工程，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支持中部地
区培育新型服务业态。加快发展金融保险
业，鼓励中外资金融公司到中部地区设立
营业机构，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和面向
小微企业、“三农”的中小金融机构，引导金
融机构支持中部地区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发
展。大力发展旅游业，新设一批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积极发展体育产业和养老服务业。
支持发展农产品物流业，推进农产品批发

市场升级改造。
此外，《工作要点》还提出，中部地区要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稳定农业生产，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机制；继续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重大能源工
程，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增强发
展的支撑能力；推动重点地区加快发展，加
大对欠发达地区扶持力度，培育壮大经济
增长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重
点民生工程，切实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
作，全面推进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
事业建设；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大力
推进节能减排，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加大环
境污染防治力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发展
内陆开放型经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确保无电户早日用电

青海实施大电网延伸供电工程

◇ 加大力度支持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升级

◇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促进产业集聚

◇ 进一步发展壮大服务业，培育新型服务业态

整合人文和自然旅游资源

枣 庄 济 宁 规 划 古 迹 探 寻 游
擦亮“运河古都”金名片

淮安修缮文物构建文化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