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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跃进是土生土长的河南省三门
峡市陕县人，由日进斗金的小矿老板，
到绿化荒山培育出远近闻名的二仙坡
SOD苹果，赵跃进实现了“华丽”转身。

三门峡矿产资源丰富，1990年初，
赵跃进带领弟兄三人上山开矿，收获了
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财富增加了，但他
却被一种不安的感觉压得越来越沉重：
采矿的人多了，家乡山体的“伤痕”谁来
医？2000 年，赵跃进做了一个出人意
料的决定：不再挖矿，上山种苹果。

二仙坡位于三门峡市陕县大营镇
南部山区，豫西伏牛山麓，平均海拔
1030米左右，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
大，气候温和适宜，土壤肥沃，适宜生产
优质苹果。2000 年，赵跃进流转了二
仙坡 15000 余亩坡地，其中栽植苹果
5000 余亩。用现代农业管理模式，科
学管种，开发出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的
SOD苹果、富硒苹果等保健功能苹果，
一经问世，便受到市场热捧。在 2011
年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
会上，陕县“二仙坡”苹果荣获金奖。

今天，二仙坡苹果已成为三门峡
的名优特产，往往是刚刚挂果，已被客
商定购一空。而且苹果论个卖，品相
好的甚至能卖到二三十元钱一个。信
心满满的赵跃进准备把二仙坡规模化
经营总面积扩大到 30000 亩，并组建
专业合作总社，把三门峡地区 150 个
绿色果业专业合作分社组织起来，带
领近2万户果农共同发展绿色食品。

不断涌现出的众多绿色产业、绿色
品牌，已经悄然造就了三门峡的新形象：
每逢入冬成千上万前来三门峡黄河湿地
越冬的白天鹅，为三门峡赢得了“天鹅
城”的美誉；山岗上高高林立的风力发电
塔替代了当年成林的烟囱，为三门峡赢
得了“风电城”的品牌；天蓝、地绿、水清、

生态宜居，使三门峡市荣膺“2014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城市”称号。
成绩来之不易。三门峡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素以富有“黄

（黄金）、白（铝矾土）、黑（煤炭）”资源著称。然而经过多年的粗放式、
低端化的开采加工，“资源优势”慢慢成为“资源陷阱”，初级矿业冶
炼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转型发展，早转早主动，越晚越被动，
不转没出路。”三门峡市委书记杨树平的话里体现出了强烈的紧迫
感，“不摆脱路径依赖，发展就难以为继；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就难以实现。”2008 年开始，三门峡市先后关闭了 20 多家小火电厂、
800 多家小冶炼厂等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推动经济模式告
别“傻、大、笨、粗”，走向“高、精、特、优”，推动产业结构由“传统”向

“创新”转变，经济结构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发展方式由“粗放”向
“集约”转变。

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公司是一家 2006 年投产的大型氧化
铝生产企业，氧化铝年产能达 250 万吨。公司成立 8 年来，已进行
了 1000 余项工艺技术改造。在公司的设备监控中心公司，总经理
袁珂拿着一小瓶银光闪闪的液态金属告诉记者，这就是珍贵的稀
有金属——镓，过去由于技术设备有限，在冶炼中都随着废弃尾矿
赤泥直接排放了，浪费了资源还污染了环境，现在采用自主研发的
技术，把镓从赤泥中提取了出来。如今，他们的镓产量已占全球三
分之一，效益可观。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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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在粮食
生产连续两年跨上 1.2 万亿斤台阶、
农民收入增幅连续 5 年超过城镇居民
之后，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势头依
然不减。当前，农业农村经济的最大
亮点在于粮食生产实现“开门红”，春
播面积扩大，夏粮长势良好。

种植面积是粮食产量的基础。今
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扶持力
度，加之市场粮价基本稳定，农民种粮
有积极性。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11
万多农户种植意向调查，全国稻谷意
向 种 植 面 积 增 长 0.2% ，小 麦 增 长
0.7%，玉米增长 1.9%。

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说，
截至目前，主产区苗情良好，特别是占
全国小麦面积四成以上的河南、山东
两省苗情明显好于上年；东北地区春
播已经展开，墒情好于去年。同时，各
地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黄河及长江
流域棉区减棉扩粮，华南地区减糖扩
粮，长江下游地区减油扩麦，南方地区
开发冬闲田扩种薯类。

今年春季粮食生产在农机农艺融
合方面有新举措，不少新型主体重视
提高农业产出效益，农业生产转方式

初露端倪。1 月份，农业部提出马铃
薯主粮化战略。随后，马铃薯农机农
艺融合加快推进。山东高青县索家村
禾野蔬菜合作社理事长王安民是马铃
薯种植大户。两个月前，他新上了一

台多功能马铃薯播种机，“很方便，2
小时就能种完，工作效率是人工播种
的几十倍。机播深浅一致，株距准确，
覆膜严实，每亩能增产四百斤，5 月份
就可以成熟收获。”

农业的好形势也为管理通胀预期
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国 CPI 指标的三
分之一以上由食品价格决定，农产品
又是食品的主要来源。全国粮食总产
量达 12142 亿斤，主要农产品库存充
裕，有的达到历史高点。总体看，粮
价、猪价、菜价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维持
在合理区间。

“稳定经济增长首先要稳定农业
生产、保障农产品供给，否则就可能出
现增速走低、物价走高的不利局面。”
农业部总经济师毕美家表示，当前，良
好的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为经济增速保
持在合理区间、物价增幅不突破上限
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以预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会
改变，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
业、稳定物价等方面依然承担着独
特而重要的作用，必须不断加大对
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我国农业
支持政策过去主要放在提高农产品
产量方面，而对农业资源环境的承
载 力 和 农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关 注 不
够，今后需要加大对以上两方面的
投入力度。

农 业 生 产 持 续 向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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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
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飞机
的发明让人类实现了翱翔天空的梦想，
无人机则让人类得以全视角俯视世界。

如今，新的奇迹发生在中国制造
业，无人机中国方阵加满了燃料，奋力
出发。“中国制造 2025”正在推动中国
制造由大变强，使中国制造包含更多
中国创造因素。曾经被封存于军事领
域的无人机高科技成果，现在正揭开
神秘面纱，进入到民用视野当中，显示
出巨大潜力。

由科技创新到创新制造，中国无
人机行业正昂首走在世界前列。

科技让天空变得更美好

4 月 23 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模

型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大疆、零
度、亿航、智航等无人机生产商都在展
会上推出了自己的最新产品，各类“高
精尖”、“帅酷炫”无人机盘旋在展厅之
中，吸引着来自国内外观众的目光。

无人机仿佛在一夜之间就“火”了
起来，无人机是军机？是航模玩具？
深圳北航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
长、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良解释说，无人机是个很大的范畴。

“按照系统组成来看，无人机可以
分为固定翼无人机、单旋翼无人机、多
旋翼无人机和飞艇。按用途可以分为
3 类，第一类是军用级无人机；第二类
是工业级无人机，在防灾减灾、地质气
象、城市规划等多行业应用；第三类是
消费级无人机，如已经火遍全球的航
拍无人机。”金良说。

在全球无人机网资深专家王刚看
来，我国无人机“火”起来是有原因的，

“轻微型无人机在影视航拍、娱乐消费
等领域的应用中找到了广泛的市场需
求，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传统无

人机高成本的弊端，又迎合了社交时
代消费者的口味。”

据了解，无人机是利用无线电遥控
设备和自备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
人飞机，主要由飞机平台系统、信息采
集系统和地面控制系统 3部分组成，因
此无人机也被称为“空中机器人”。

所以如果认为无人机只是送个戒
指、快递，那就错了，工业级无人机应用
十分广泛：生态环境保护、矿产资源勘
探、交通巡逻、电力巡线、农业作业、城
市规划与市政管理等等。“如今，无人机
已成为国内外地理信息产业愈发重要
的数据来源和信息获取手段。”金良说。

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得益于设计理
念上的不断创新。王刚介绍说，由于不
用考虑人体限制，无人机研制成本较
低，并放宽了设计限制条件，进而也推
动了许多新概念和新技术的进步。“特
别是空气动力方面，比如超过 30 小时
的长航时无人机，可以说无人机既是空
气动力学探索创新的平台，也是新概念
新技术应用的理想载体。”王刚说。

事实上，我国已有 40 多年无人机
研制史，早已建立起较为完整且高水
平的无人机研制体系。所以在王刚看
来，消费级无人机引爆的热潮离不开
我国无人机领域长久以来的科学技术
支撑。

“随着材料、控制、计算机、智能手
机等相关技术的发展，近年来无人机
技术与系统应用技术实现了很大突
破，具备了通过高空间、高时间、高光
谱分辨率探测的能力。”金良说，“同
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无人机技术相互
融合步伐加快，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应
用价值更加凸显。”

市场里飞出的“中国方阵”

无人机被认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
的明珠”之一，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
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
平的重要标志。 （下转第二版）

（更多报道见十三版）

中国无人机：创新故事刚刚开始
本报记者 孙 璇

本报大连 4 月 26 日电 记者苏大鹏报道：4 月 26 日上午 8 点 57
分，吉林省福达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春海关申报进口的一批汽车零件
在大连海关大窑湾口岸被顺利放行，这意味着东北地区海关区域通
关一体化改革首批货物通关测试成功。

当天，吉林福达集团有限公司仅用 21 分钟就完成报关手续，公
司报关员李新佰说，“每票货物大约可以降低 30%左右的物流成本，
更关键的是节约了大量时间。以前需要人员跨省办理，需要 2 至 3
天时间，现在只要 20多分钟就能办完全部通关手续。”

据介绍，5 月 1 日起，东北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将正式
启动。此次改革涉及东北四省区 6 个直属海关，将惠及区域内 4 万
余家进出口企业。今后东北地区所有报关企业都可以根据需要自主
选择在企业注册地、货物进出境地的任一海关办理进出口报关。只
需要一台电脑，进入海关报关系统后，选择“区域通关一体化”方式，
申报、纳税、放行可一次性完成。

东北区域通关一体化推进工作组组长、大连海关副关长谭武表
示，为实现区域通关一体化，东北地区各海关都设立了专项工作小组，
制定统一的操作规范、业务流程及执法标准，形成区域内海关联动的
通关中心，打造统一的申报平台、风险防控平台、专业审单平台和现场
作业平台，形成“一中心、四平台”的区域通关一体化作业架构。

东北地区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大连海关关长周斌
表示，此次测试成功为5月1日即将正式启动的东北区域通关一体化改
革奠定了基础。东北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是海关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振兴、顺应经济新常态和贸易发展新业态推出
的重大改革举措。“东北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是海关支持东北
振兴和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其改革重点正是打破关
区界限，推进简政放权，促进贸易物流往来，提振区域经济。”周斌说。

东北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测试成功
将于5月1日起正式启动

内页点睛

GEP 如何给生态贴上“价签”
今年年初，深圳市盐田区在国内首

次发布城市GEP，为生态环境贴上“价格
标签”，为“美丽中国”提供量化依据，也
将区域发展切换到GDP与GEP“双核算、
双运行、双提升”的模式，向着经济优质
高效、政治民主清明、文化繁荣发展、社
会文明和谐、环境优美宜居、人民幸福
安康的目标迈进。 （十二版）

中国海油“海洋石油 981”作业团队：

深 海 钻 井 平 台 在 突 进
面对深水作业经验几乎为零的巨

大考验，平均年龄30岁的中国海油“海
洋石油981”作业团队苦练本领，用两
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500米水深到
5000米水深的跨越，实现了我国深水油
气资源探勘开发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
蜕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深水勘探
开发的决心与实力。 （十六版）

4 月 26 日，由西藏消防总队派遣的日喀则消防支队增援

力量在吉隆县吉甫村开展现场救援，帮助受灾群众转移被埋

压的物资。 肖 宣摄
（更多报道见三版）

西藏地震灾区救援有序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