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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黑乎乎、笑嘻嘻的人朝地里走来。安小三家的
小孩正在嬉耍，一见这人，立刻蹦着喊到，“李保国又
来了！”

10 多年前，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岗底村村民安小三
仗着几分聪明，总爱跟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对着
干。李保国讲技术，安小三当面点头，背地不服。结果，
秋后一算账，4 亩果园赔了 4000 多元。同村的杨会春是
专家叫做啥就做啥，同样 4亩果园，纯收入 1.5万元。

又悔又急的安小三再不躲着李保国了。问技术，讨
经验，他甭提多认真了，还把李保国独创的优质无公害
苹果生产的 128 道工序记得滚瓜烂熟。这下子，果子长
好了，卖上好价钱，他又承包了邻村的几亩果园，一年
少说也挣个 10 多万元。难怪自家孩子一见李保国，总
是兴冲冲地喊着。岗底村 600 多人，有 300 多人像安小
三一样靠科技种植发了家。

李保国 1996 年随河北农业大学科技救灾团初到岗
底时，特大洪涝刚过去，3 天把一年的雨都给下了。地没
了，山烂了，路垮了，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一面流泪
一面不忘招待李保国，“我们岗底苹果好吃，吃吧吃吧。”
李保国接过杨双牛手上的苹果一看，干巴巴的小黑蛋子，
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杨双牛留下电话说，“你要是愿
意，我们把苹果做起来。”敢想敢干的杨双牛带着村民只
用两个星期修通了山路，马上拨通了李保国的电话。

李保国先来岗底住了半个月，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带
着干粮凉水就上山，一天走 8 公里山路，把岗底的山爬了
个遍后，做了全村发展规划，其中第一产业就是苹果。

第二年春天，李保国带着60多个学生扎进村子，把全
部新技术搬到了岗底。祖祖辈辈按照老法子种树的村民哪
能适应这稀奇古怪的技术。李保国教村民给苹果套袋，有
人说，“衣服人都不够穿，还给苹果穿两层？”李保国让村民
不要剪掉长枝，结果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给剪了。

秋天一到，农民半信半疑地把苹果袋一摘，立刻拉
长了脸，“啥破烂儿，都是白蛋子！”李保国说，“别
急！”3 天一过，苹果颜色慢慢变得鲜亮起来，半个月
后村民笑开了花，直夸道，“跟城市小姑娘的脸一样粉
扑扑的！”村民们还发现，没有剪掉的长枝上，竟能结
出 76个苹果，没一个小于半斤的。

李保国用了 9 年时间，白天钻果园，晚上上山测报虫
情，建立了苹果乔砧矮化密植栽培新树形——改良纺锤
形，实现了优质无公害苹果生产的标准化。在李保国的
指导下，富岗苹果成了中国驰名商标，被认定为 A 级绿
色食品，甚至卖出了 100元一个苹果的天价。如今，岗底
村村民人均收入由从前的几十元变成 20000 多元，56 户
村民开上了小轿车，80%的村民住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
单元楼。李保国被村民亲切地唤成“科技财神”。

李保国牵头组建的河北省苹果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推动河北苹果栽培面积由 30 万亩快速发展到 120 万
亩。除了富岗苹果，李保国还打造了“绿岭”核桃这个
全国驰名商标。李保国说，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从
国外引进一种柿子到太行山区栽培。“这种柿子又脆又
甜，没有涩味，从树上摘下来就能吃。”李保国说到这
儿，眼睛里闪着光。

“李保国又来了！”成了太行山上最动听的回音。

“李保国又来了！”
——记一位扎根太行山的科技工作者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本报北京 6 月 29 日讯 记者乔

金亮报道：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3.13 亿亩，超过小麦应收面积的
92%，全国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结
束。今年全国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
工作 5 月下旬启动，由南向北快速
推进，安徽、河南、江苏、山东、
河北等小麦主产区相继告捷。全国
共完成小麦机收面积 2.87 亿亩，机
收水平达到 92%，较上年同期增长
1个百分点。

针对今年我国冬小麦成熟期提
前、大规模开镰时间提早、全国麦
收高峰时点前移的特点，农业部及
早下发文件，召开了全国“三夏”

小麦跨区机收工作视频会，对“三
夏”农机化生产工作进行动员部
署。各小麦主产区农机部门的组织
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共组织了
55 万台联合收获机投入小麦抢收，
设立了 3695 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
站，公布了 24小时值班电话，加强
信息引导，科学调度机械，加快夏
收夏种进度，将夏粮“丰收在望”
转化为“丰收到手”。

“三夏”期间，各有关部门加强
协调配合，维护跨区作业秩序，共同
为小麦跨区机收保驾护航。公路管
理部门开辟跨区作业“绿色通道”，
执行对联合收获机免收车辆通行费

等政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加强交
通疏导，保障跨区作业联合收获机
顺畅转移；国家发改委、中石油、中
石化加强油品资源配置和调运，优
先保障“三夏”生产用油；气象部门
及时发布麦收区天气预报，为农机
手提供周到的气象服务。

据介绍，甘肃、新疆等地还有
近 2000 万亩冬小麦 6 月底开始收
割，将在 7 月下旬结束。下一步，
农业部将密切关注西北地区冬小麦
的成熟期，继续组织开展小麦跨区
机收，加强信息引导，促进联合收
获机的供需衔接，抢晴抢收，确保
夏粮颗粒归仓。

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结束
全国已收获3.13亿亩，机收水平达92%

近日

，甘肃省平凉市约二百万亩小麦由东向西开始大面积

收割

，图为收割机在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独店镇田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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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安，至咸阳，再到宝鸡，关中腹
地，渭河之滨，一件件“高大上”的装备
令人振奋；从园区，至车间，再到研发中
心，一项项“新特尖”的技术令人称道。
在陕西关中城市群、国家关天经济区的核
心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脉动和激情
随处可寻。

在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陕
西重型汽车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童春丽
告诉记者，去年公司重卡出口 1.8 万台，
其中 51%销往了中亚 5 国和俄罗斯。今
年 5 月 22 日，陕汽与乌兹别克斯坦创新
建筑公司一次就签订了 1000 台重卡出口
合同。目前，陕汽不仅在新疆兴建了年
产 5 万台的整车厂，而且在哈萨克斯坦
与经销商合建了一个装配厂，实现了本
地化生产。

在咸阳新兴纺织工业园，尽管新组建
的咸阳纺织集团尚未投产，但转型高端、
迈向一流的梦想，在陕棉八厂总工程师燕

群社的话语中已经悄然绽放。咸阳依托这
个新兴纺织工业园，不仅要加强与丝绸之
路沿线棉花主产区的联系合作，把咸阳建
成新疆和中亚棉花主销及加工转化区，更
要将其建成高端纺织品销售地、纺织机械
出口和棉纺企业“走出去”发展的目的
地，通过产业聚集和价值提升，实现“丝
路新织”。

在宝鸡高新技术开发区，宝石机械
公司生产的 1000 米至 12000 米 9 大级
别 4 种驱动形式的常规陆地钻机、极地
钻机和海洋成套钻机、海上钻采设备和
海洋平台总包，500 马力至 3000 马力的
各系列钻井泵，以及井控井口设备、特
种车辆等产品，远销中亚、中东、欧洲、
美洲等 60 个国家和地区。2013 年 11 月
28 日 ，首 趟“ 长 安 号 ”国 际 货 运 班 列 开
行，满载着宝鸡生产的石油钻机，从西
安经宝鸡、阿拉山口，抵达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市。

且行且看，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能源装备、纺织机械、重型卡车
以及资源转化技术制备等早已替代昔日
的丝帛锦绣，成为陕西企业向西开放，
出口中亚 5国的主打“新品”。

且看且思，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围绕市场需求创新，探求彼此产业

“互补”，正在成为陕西企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抓手”。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动力，不仅
来源于沿线国家政策支持，更在于彼此
产业之间的‘互补’。”陕西省决策咨询
委员会委员、西安石油大学教授曾昭宁
认为，陕西的工业体量不算很大，但门
类齐全，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
制造业发达；而中亚各国仍以采掘、轻
纺和资源加工等中低端产业为主。这种

“梯度差”，意味着陕西只要充分发挥产
业比较优势，打好技术装备这张牌，就
能赢得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先机”。

“当然，陕西还可把部分适合中亚的
传统产业向当地转移，不仅有利于促进
陕西的产业升级，而且也能解决陕西部
分装备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难题。”曾昭宁
介绍说。

更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 除 了 装 备 制 造
业的传统优势外，随着一期投资 70 亿
美元的西安韩国三星闪存芯片项目正
式投产，以西安高新区长安通讯产业
园为载体的半导体电子信息产业异军
突 起 ， 将 成 为 西 北 最 大 的 工 业 园 区 ，
电子通讯装备也将成为中亚国家推进
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的发展
依托。

中亚地区既有丰富的以石油、煤炭、
天然气为主的传统化石能源，也有太阳
能、水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国际重要
的能源资源接续地。陕西在向中亚出口
能源装备技术的同时，从中亚进口能源、
矿产资源、原材料。 （下转第三版）

从 丝 绸 到 技 术 装 备
——陕西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调研行（一）

本报采访组

丝 路 行·看 陕 西

近来，服务业正日益成为外

商投资的“乐土”。统计显示，今

年 1 至 5 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下降 16.5%，而服务业这项

指标同比增长 19.5%。

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性变

化。去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

外资增长 14.15%，在全国总量中

的占比首次过半。今年以来，这

一趋势更为明显。之所以出现这

种变化，表面上看是由于服务业

有大文章可做、有大商机可觅，而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我国服

务业已进入增长加速、地位上升

的新阶段，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

下一个“引擎”。

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正在

驶入“快车道”。从国内需求看，

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需

求急剧扩大，制造业服务化加快

所带动的关联服务需求骤然增

加；城镇化稳步推进，也使得以往

农村自给型服务加速社会化。从

外贸出口看，我国服务贸易年进

出口总额已突破 5000 亿美元，服

务业发挥着稳定和扩大出口的

“生力军”作用。此外，服务业还

是就业的“容纳器”。目前，我国

36%以上的工作岗位是由服务业

创造的，服务外包对吸纳大学生

就业的效用尤为可观。据统计，

截至今年 5 月底，我国服务外包

企业从业人员共 560 余万人，其

中近七成是大学毕业生。此外，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

提高，还将通过稳定消费、降低存

货占比等方式平抑经济波动，促进平稳增长。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服务业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

“短板”，不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低，生活性服务

业的服务能力也比较弱。同时，由于一些服务业进入门

槛过高，或配套机制有待完善，还使得各种资本难以顺

畅而有效地进入。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

后，服务业比重会显著提升，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

均要达到 60%和 58%左右。我国早已跻身中等收入国

家行列，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却仅为 49%左右，

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上升空间十分广阔。

正因为服务业有望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

引擎，各地区各部门及各行各业就应格外重视服务业

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重新审视服务业的地位和作

用，乘势而为、主动出击，采取得力措施，加快把这块

“短板”补上来，实现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新跃升。

尤其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们更要加快推进服

务领域市场准入方式和监管方式的改革，着力铲除制

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

的两头，即研发、设计环节和制造服务环节延伸，真正

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置于高处、落到实处。

服务业可望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马志刚

本报北京 6 月 29 日讯 记者齐

慧报道：7 月 1 日零时起，中国铁路
将 再 一 次 调 整 运 行 图 。 这 是 自
2007 年以来铁路最大幅度的一次
调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开行旅客
列车总数达到 2447 对，其中动车组
列车 1330对，成为“主力军”。

今后，来往于成渝地区至上海、
杭州、南京、厦门、福州、武汉等方向
的乘客将能坐上动车组列车，压缩
时间最长超过 26小时。客运专线普
遍实行日常、周末、高峰 3种运行图，
运输能力安排更为科学，列车开行
方案更加适应旅客出行。

此次调图对旅客列车开行方案
进行了优化，京沪、京广、京哈高铁，
石太客专，以及杭深等干线运输能
力得到扩充。其中，京沪高铁最繁
忙区段开行动车组列车 101 对，京
广高铁最繁忙区段开行动车组列车
100对。 （相关报道见九版）

全国铁路下月起调整运行图
动车组列车开行占总数五成以上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和遵循，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在国际

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的新形势下，依然迸发

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

的倡导者、忠实的践行者，也是受益者。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 历 久 弥 新

5 版

内页点睛

面对日趋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近年来，我

国政府不断加强并完善对高污染、高耗能、消耗资

源性产品的综合管理，并且开始对稀土全产业链

进行整顿，采取控制生产总量、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等方式，整治行业乱象。

稀 土 全 产 业 链 整 顿 成 效 初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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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大规模取代工人还将有一个缓冲

期，而这正是我国产业工人宝贵的转型期。要

在机器人时代保住“饭碗”，工人必须随产业

一道“转型升级”。工人们如果能成功实现

“转型”，施展才干的天地仍然广阔。

机器人来了，产业工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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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