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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发生
6.5 级地震。地震导致和田、喀什两地 10
个县市受灾，震级高、灾害严重。

灾情让全国人民牵挂，灾区牵动着中
南海。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十分关心灾区情况，先后两次
对皮山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中央有关部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
作组赶赴灾区帮助指导救灾工作。新疆积
极统筹各方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灾区，当地
各族干部群众奋起抗灾。

真情向昆仑山下汇聚。在党中央的关
怀和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皮山地震
灾区各族群众万众一心御震灾，灾区社会
稳定，生产生活有序，应急救援和临时安置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灾后重建工作正在
紧张有序进行。

救援：各方力量迅速高效驰
援灾区

7 月 3 日 9 时 7 分许，皮山县境内发生
的里氏 6.5 级地震造成 3 人死亡、263 人受
伤、23.6 万人受灾，30 万间房屋受损，部分
农田被毁，大量老旧房屋和畜圈倒塌。

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
向受灾各族群众表示慰问，要求全力救治
伤员，安排好群众生活，抓好抗震救灾，恢
复和重建家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抓
紧核实灾情和人员伤亡情况，迅速开展救
灾减灾工作。

地震发生后，新疆成立了自治区抗震
救灾指挥部，部署抗震救灾、抢救生命、核
实灾情、安置群众，最大限度保障各族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一系列迅速有效的部署，贯彻落实到
了灾区一线，各项救灾应急工作有序开展，
为抗震救灾争取了宝贵时间。

与此同时，地震灾区政府部门不等不
靠，迅速行动开展自救互救，一时间来自各
方的救援力量和物资快速向灾区聚集，一
场快速反应、合力救灾的战斗全面打响。

（下转第二版）

昆仑山下汇聚真情

万众一心共御震灾

—
—新疆皮山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综述

在江苏徐州吕梁山风景区
的核心区，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山
村，这里三面环山，山奇水美，风
物独特，生态和谐，气候宜人，这
就是被人们誉为“四美乡村”的
倪园村，有着“江苏省最具魅力
休闲乡村”、“国家级生态绿化
村”等称号。

倪 园 村 古 称 悬 水 村 ，具 有
2000 余年历史。走进这个只有
百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随处可
见古村、古韵、田园、生态、青山、
碧水、蓝天、绿地，充满了诗情画
意。进入村里，每家每户门前都
栽有石榴、柿子、枇杷、菊花、青
竹、冬青等，铺上了草坪，显得格
外清新别致。古朴典雅的仿古式
院落，干净整洁的料石铺成的步
行街，宽阔平坦的柏油路面，和谐
的村风民风⋯⋯这样脱胎换骨式
的变化是倪园村村民从来没有想
过的。

“路是蚰蜒路，拉平板车、骑
三轮车都乱蹦跶，更别说小汽车
了，你说这样的地方谁愿意来？”
村党支部书记尹庆华告诉记者，
几年前，村集体收入基本为零，青
壮年全都出去打工了。

家住房村镇的贺文霞对以前
的倪园村印象也糟透了，当初她
的大女儿要嫁到这个村，她和老
伴坚决反对。

2011 年底，徐州编制了《徐
州市铜山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2011—2020），
着力把周边农村打造成休闲观光
农业风景区、农业采摘园、山水森

林自然生态区、自然湖泊及休闲
渔场垂钓区、古迹民俗文化区、农
业科技园等 6 种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类型。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悠久
的 人 文 历 史 使 倪 园 村 中 了“ 头
彩”。从 2012 年开始，一件件好
事、新事落在了倪园人的头上。

首先是村庄环境整治取得成
效。村内绿化率达到了 50%，地
下排水管网、村内石板路、溢洪道
桥梁、旱改水厕工程、污水处理厂
也纷纷落实，倪园村展现出村容
村貌整洁、生态环境优美、乡村特
色鲜明、公共服务配套齐全的乡
村新面貌。“以前出门是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现在硬化道路到
了 家 门 口 ，门 里 门 外 都 干 干 净
净。”抱着小孙女的汪大婶乐得合
不拢嘴。

环 境 好 了 ，发 展 也 有 了 基
础。倪园村以旅游、农业发展相
结合，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走出了
一条高效农业、生态养殖、生态旅
游、引果上山、富民强村的发展新
路子，打造出了“四美乡村”：兼具
生态之美、人文之美、生活之美、
发展之美的新农村。

“村里环境好了，周末和节假
日来这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家
的小院摆上桌子就可以做农家
乐，家庭收入增加了不少。”村民
王红霞说。经济发展确实带动了
村民致富。现在的倪园村年接待
游客 30 余万人，2014 年村集体
收入 132.3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 11300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了
20.5%。

倪 园 村 的 变 化 ，也 让 贺 文
霞 老 两 口 放 了 心 ，不 仅 大 女 儿
如 愿 以 偿 ，现 在 二 女 儿 也 嫁 到
了倪园。

徐州倪园村：

四美乡村 宜居富民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吴爱梅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 吴陆牧报
道：重庆市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重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237.90 亿元，同比增长 11.0%，较全
国高 4.0 个百分点；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9842 亿元，同比增
长 1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1%，增幅位居全国第二位。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
势，重庆经济是如何实现逆势上扬
的？“以集群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推
动工业经济上规模、上水平、上质量、
上效益；以创新驱动促进传统优势产
业提档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重庆市
发改委主任沈晓钟如此解释说。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为工业发展
增加新动力。6 月 23 日，总投资 77.5
亿元的北京现代重庆工厂在重庆两江

新区正式开工建设，这是现代汽车在
中国的第五个工厂，也是现代汽车在
内陆地区最大的旗舰工厂，预计 2017
年竣工投产。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
称，北京现代重庆工厂将从汽车生产、
销售、汽车金融、二手车置换等全价值
链体系，更好地完善西部汽车市场。

除北京现代重庆工厂外，奥特斯
集成电路基板二期、惠科金扬液晶显
示器等 59 个重点工业项目均已按期
开工。今年上半年，重庆新开工项目
3200 个，增长 28%；重点投达产项目
合计实现产值 676.5 亿元，对全市工
业增长的贡献率约 40%。

工业投资的强劲拉动，得益于过
去几年重庆运用集群发展思路，调整
产业结构的新作为。从 2009年开始，
重庆通过引进培育，从无到有发展智
能终端制造产业，推动电子产业占比
提高到 20%以上，与汽车产业旗鼓相
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结构，形成了
电子、汽车双轮驱动、其他产业多点支
撑的格局。

重庆市经信委总经济师涂兴永介

绍说，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工业面对巨
大下行压力背景下，重庆市汽车和电
子两大支柱产业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
献率保持在 50%以上，其他产业除装
备和能源外，增幅均超过 12%，支柱产
业形成合力，多点支撑格局凸显。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重庆把创
新驱动作为主攻方向，力促传统产业

“有中生新”，新兴产业“无中生有”。
今年 6 月，重庆市政府发布计划，提出
将以“1+X”的方式，全面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推动重庆更好发展。其中，

“1”是已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X”是将陆续推出的一系列
政策措施，包括《重庆市提高 R﹠D 经
费投入工作方案》《关于发展众创空间
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重庆
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和分红激励
实施办法》等。

目前，重庆全市有市级企业技术
中心 392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20
家；“十二五”以来全市工业研发投入
累计近 800 亿元，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为 0.91%。

作为重庆汽车产业的龙头企业，
长安汽车实施了“全球协同自主创新
工程”——在重庆、日本横滨等地建立
起全球研发格局，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
在线开发和远程协作。目前长安已掌
握近 300 项汽车核心技术，业绩多年
实现逆势增长。

在优化存量的同时，重庆还紧跟
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趋势，布局
发展集成电路、液晶面板、机器人、页
岩气开发、化工新材料、物联网产品、
石墨烯一类的纳米新材料、环保产业、
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十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今年上半年，总投资 328 亿元的
京东方重庆第 8.5 代 TFT-LCD 生产
线正式投产。除此之外，全球首批量
产石墨烯手机在重庆首发，华数机器
人、广数机器人投产，中石化重庆涪陵
页岩气日均产量 1000 万立方米，上
半年累计产量 9 亿立方米，实现产值
16.3亿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增长
15%，对经济的贡献不断增强。

重庆：产业上水平 创新促升级

7 月 25 日，搭载两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的“长征三号

乙/远征一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当日 20 时 29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

号乙/远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两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

发射升空，经过约 3.5 小时飞行后，“远征一号”上面级将两

颗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我国采用“一箭双星”方式成功

发射两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

入夏时节，一批富有灵性的红顶
鹤带着百鸟，再一次飞临库布其，齐聚
在七星湖畔。

再次看到这一景象,杭锦旗独贵
塔拉镇牧民道格陶十分感慨。就在
10 年前，他还和其他 35 户牧民一样
星散在库布其沙漠腹地。那时候，不
要说红顶鹤，人在这里的生活都不方
便。只要一夜风沙，老土屋就会埋掉
半截，挖沙救家成了他们的集体回忆。

库布其沙漠是距首都北京最近的
沙漠，直接关系到京津冀和华北等地
区的生态安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
国就开始有组织地开展防风固沙林建
设。1978 年起，开始实施“三北”防护
林体系建设工程和全国防沙治沙工
程，建立了全国荒漠化监测体系，开启
了国家工程治理的新纪元。

本世纪初，我国又开展了京津风沙
源治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六大
林业重点工程，建立了生态公益林补偿

机制，实施了草原生态奖补政策，使荒
漠化防治步入了快速推进的发展轨道。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库布其沙漠
的治理理念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由政
府投资为主向全社会多元化投资为主
转变，由小面积零星治理向大面积规
模化治理转变，由单纯生态治理向“三
效”并重转变。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亿利资源这
个从沙漠中走出去的企业又回到库布
其，带领乡亲们向沙漠进军，成为沙漠
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实践的一个缩影。

在实践中，亿利资源创造了沙漠
生态治理“库布其模式”。历经 27 年
的防沙、治沙、用沙，亿利资源不断推
动科技创新，培育驯化了 1000 多种
耐寒旱、耐盐碱的植物种子，把库布其
建成了中国西北最大的沙生灌木及珍
稀濒危植物资源库，并自主创新了
100 多种生物固沙方法，治沙技术位
居全球领先地位。

在生态修复的基础上，亿利资源
开发生态光能，发展生态工业，培育健
康产业，倡导生态休闲。先后建设了
年产 260 万吨的碳基复混肥及土壤改
良剂、固沙剂、保水剂项目，实施了“治
沙+发电+种植+养殖+扶贫”的“沙漠
光能”工程，建成 200 多万亩甘草和
30 多万亩苁蓉中药材基地，还打造了
多个旅游项目。

为了让项目能够落地生根，亿利
资源不断推动合作机制创新，使生态、
经济、民生实现平衡驱动可持续发
展，建立了“公司+基地+农户”的沙产
业发展机制，形成了政府政策性支持、
企业产业化拉动、农牧民市场化参与
的共赢机制。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区
也被联合国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
济示范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组织秘书长莫妮卡·巴布感叹地说，中
国库布其的奇迹，在世界任何一个地
方都找不到！

库布其沙漠新造 6000 多平方公
里绿洲之后，亿利资源的绿色种子在
更多地方生根发芽了。随着环境的不
断好转，饱受风沙危害的“三北”地区
粮食亩产提高了 200 多公斤，沙产业
成为沙区群众增收的重点产业。塔里
木河、黑河下游的胡杨林重焕生机，素
有“戈壁里的蓝眼睛”之称的居延海也
恢复了碧波荡漾。

库布其变美了，道格陶也不再单
纯是一位牧民了，而是拥有了“五重身
份”：他把沙地使用权入股，成了企业
的股东；投入劳力参与沙漠治理，成了
生态工人；在企业赠建的大棚里种菜，
成了菜农；在企业赠建的棚圈中养牛，
成了奶农；偶尔到沙漠旅游景区牵驼
拉马，还成了导游。横跨一、二、三产
业，一度为生计发愁的道格陶变成了

“有福之人”：他的三口之家，现在年纯
收入达到 20 万元。他所在的牧民新
村也成了内蒙古新的“生态名片”。

道格陶的“五重身份”
本报记者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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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站不住脚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

无论何种口径，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均为

正值，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

来覆盖主权负债，任何唱空中国经济的论

调都是站不住脚的。

只 为 长 剑 啸 九 天
——记第二炮兵某洲际

战略导弹旅的官兵们

服务机器人：下一个掘金点
当前，机器人应用正在从工业领域

向家居服务、医疗康复、教育娱乐等领域

快速扩张。服务机器人将成为下一个改

变世界的大金矿。

56年前，新成立的中国地地导弹第一

营以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意识，

推动了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如今，这支

英雄的“种子”部队已成长为捍卫国家利益、

维护世界和平的利剑和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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