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光中的太湖一片静谧，环湖的
芦苇一路铺陈，郁郁葱葱，竞相摇曳着

“蒹葭苍苍”的美丽。极目远眺，在轻
纱的雾气之后，朦胧可见“吴中取水
口”五个大字。趁着清晨凉爽，两位渔
人驾着一叶扁舟，一边在雾气中穿行，
一边打捞水面的浮藻。

太湖是江苏绿色发展的一个亮
点。近年来，江苏着力环境整治，大力
培育新兴绿色产业，以高的准入标准
和严格执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强化绿色导向，持续加
大生态修复力度

2008年 10月，苏州吴江东太湖综
合整治一期工程正式启动，退渔还湖、
退垦还湖、行洪供水通道疏浚、生态清
淤及生态修复五大工程开始推进，预
计总投资 39.8亿元。

杵山生态园位于太湖大堤西侧，
占地 39.6 公顷。该区域临近太湖，原
本是一片废旧的鱼塘，由于长年没有
环境整治，该地块杂草丛生，是周边居
民野钓和偷电鱼的场所，也是周边建
筑垃圾和其他废弃物的偷放点。苏州
对杵山周边区域进行了塘埂拆除、鱼
塘清淤、湖体清淤，整体清淤量为 17.7
万立方米，同时对外围太湖水进行了
生态水生植物净化处理。

苏州生态城负责人说，生态园在
建设过程中，以“重生态湿地、轻休闲
旅游”为原则，从生态、人文两个方面
进行改造和管理。

在江苏北部城市徐州，一场“绿
色”革命正在悄然推进。2014 年新增
造林 9.4 万亩，湿地恢复 2342 亩；全市
林木覆盖率达到 32%，持续保持全省

第一。以打造绿色家园为目标，30 个中心镇区新增道路绿化
86 公里、公园绿化 50 亩、居住绿化 130 亩，植树 10 万株，新

（扩）建公园 12个，整体环境更加宜居。
2015 年，徐州绿化工程将再上一个台阶，重点实施森林

抚育等 7 项工程。更新完善农田林网 20 万亩，黄河故道两侧
各 50 米至 100 米范围，将建成一流的生态景观廊道。新建湿
地保护小区 5个，自然湿地保护率达 40%以上。

（下转第二版）

经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4 代号1-68

WWW.CE.CN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
——深入学习习近平主席访美并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重要讲话之四

本报评论员

描绘绿色发展的江苏画卷

本报记者

薛海燕

稻 香 鱼 肥 农 家 乐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鹭成行，鸭满塘，鱼跃田阙稻米香，秀美
山乡如画廊。国庆节前夕，《经济日报》记者
走进贵州省天柱县蓝田镇，映入眼帘的是丰
收景象，万亩大坝一片金黄，收割机“突突
突”地在田里忙个不停。农民扛着一袋袋沉
甸甸的稻谷，内心的喜悦洋溢在脸上。

记者走进该县蓝田镇都府村种粮大户
杨秀梅家时，房前屋后的院坝走廊晒满了
金灿灿的稻谷。杨秀梅夫妇今年承租了周
边 27 户外出务工农民的闲置耕地，种植水
稻 100 多亩、玉米 10 余亩。趁着天气晴
好，夫妇俩雇了 4 位农民帮忙抢收，确保颗
粒归仓。说起收成，杨秀梅脸上乐开了
花。“今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已经收
了 1 万多斤玉米、4 万多斤稻谷，再过一个
星期，就能把剩下的万来斤稻谷全部收进
仓了。”

天柱县是贵州省重要的产粮县，曾获
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该县境内
有凤城、蓝田 2个万亩大坝，4个 5000亩大
坝，9个 1000亩大坝。

（下转第三版）

本报北京 10 月 5 日讯 记者齐慧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今天是国庆假期第 5 天，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
返程客流大幅增加，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080万人次。

10 月 4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985.7 万人次，同比增加
96.5 万人次，增长 10.9%，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其中，北
京铁路局发送旅客 101.6 万人次，同比增加 6.7 万人次，增长
7.1％；上海铁路局发送旅客 195.8 万人次，同比增加 18.2 万
人次，增长 10.2％；广铁集团发送旅客 123.1 万人次，同比增
加 7.1万人次，增长 6.1％。

10 月 5 日，为满足旅客集中出行需要，铁路部门发挥高
铁成网优势，采取动车组重联或大编组运行等方式，尽最大努
力增加运输能力，预计加开旅客列车 315 列，其中跨铁路局间
直通中长途旅客列车 49列，铁路局管内旅客列车 266列。

台风“彩虹”登陆后，影响力逐渐减弱，广东地区各趟列车
在昨晚已经基本恢复开行，长沙、西安、上海开往海口方向的
所有列车终到站均恢复为海口站，海南东环高铁、广西沿海地
区高铁列车也恢复开行。

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受台风影响地区列车运行陆续恢复

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势越来越牵动全球市场神经，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越来越吸引世界目光。习近平主席

此次出访，不仅回答了大国之间如何良性互动、人类应

如何和平相处的重大问题，更对世人普遍关注的中华

民族如何完成复兴夙愿作出了充分阐释。

“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国开放的大门

永远不会关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都将坚定不移

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这些坚定的话语，向

国内外传递出重要信号：中国改革不会停滞、开放不会

止步；中国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中国经济

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将为世界释放更多红利、带

来更多机遇。从国际媒体和专家学者的相关评论可以

看到，习近平主席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的讲话，让世界看

到中国坚定的前进步伐，感受到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

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近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复苏

变数增多，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困难。中国经济进入了

“新常态”，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对此，习近平主席

强调，“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

计、330 多项改革措施，2014 年 80 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

完成，一些多年难啃的硬骨头啃了下来，激发了市场活

力、释放了发展潜力。2015 年上半年又出台 70 多项重

点改革方案，其作用也将逐步显现。改革必然要求开

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近两年，上海、广东、天津、福

建相继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北京市开展了金融、旅游、医疗等 6

个服务业领域对外资开放试点；“一带一路”建设为国内

各地区拓展对外合作搭建平台，等等，都是改革和开放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范例。这些成功的实践证明，解决我

国发展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

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我们不仅要坚定不移走

下去，而且要有新举措、上新水平。当前，推进改革既要

管宏观，也要统筹好中观、微观，统筹好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继续在市场、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对外开放、民生等

领域集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把握好改

革次序，明确各个环节衔接配合关系。对外开放是基本

国策，我们既要强调三个“不会变”：利用外资的政策不

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

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也要进一

步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

竞争的市场环境，坚持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提高开放

型经济水平，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促进全面深化

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秋收时节，贵州省天柱县蓝田万亩大坝一片金黄。 杨 俊摄

今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底，国家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的小微企业范围，由年应纳税所得额 20 万元以内扩大到 30

万元以内。图为河北省三河市税务人员到商户发放宣传手

册，宣讲优惠政策。 肖 明摄

“减半”纳税小微企业扩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5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日致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对中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表示祝贺。

李克强在贺信中说，长期以来，我国广大科
技 工 作 者 包 括 医 学 研 究 人 员 默 默 耕 耘 、 无 私 奉

献 、 团 结 协 作 、 勇 攀 高 峰 ， 取 得 许 多 高 水 平 成
果。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
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
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充分展现了我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希望广大科研人员认
真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 积 极 推 进 大 众 创 业 、

万众创新，瞄准科技前沿，奋力攻克难题，为推
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委托
中国科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同志 5 日晚看望屠
呦呦并表示祝贺。

李克强致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祝贺屠呦呦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本报北京 10 月 5 日讯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今天
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
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
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
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团队与中
国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努力，从 1600 多年前的中
医古籍里得到启发，发现青蒿素，并使其成为世界卫生
组织推荐的一线抗疟药，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拉特对
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从中药中分离出
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这表明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也
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她表示，经过现代技术
的提纯和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中草药在疾病治疗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
人类几千年，构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呦呦发现的
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

（综合新华社和本报记者韩霁报道）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等人

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当地时间 10

月 5 日 11 时 30 分，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
晓——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及另外两位外国科学家获此
殊荣。

这一消息，给屠呦呦本人和所有正在享受国庆假
期的人们带来了莫大的惊喜！

疟疾，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流行病。据
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全世界约数十亿人口生活
在疟疾流行区，每年有超过 2 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死
于疟疾。青蒿，我国南北方一种常见的植物，外表无
奇，却有着治病救人的功效。青蒿素，从青蒿中提取的
高效抗疟成分，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抗疟
药，被认为“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作为青蒿
素的最初发现者，屠呦呦被誉为“青蒿素之母”。

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
生抗药性，人类面临着发明新药对抗疟疾的严峻现实。

我国从 1964 年重新开始了对抗疟新药的研究，来
自全国 60 多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的 500 多名研究人员
参与到这项工作中。1969 年 2 月，屠呦呦接受了中草
药抗疟研究的任务。在调查和收集过程中，屠呦呦和

她的课题组成员收集整理了历代医籍、地方药志的验
方，终于在 2000 多种方药中整理出 1 张含有 640 多种
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方集》。他们有把握
地发现，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非常高。

经过反复实验，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
始终只有 12%至 40%。屠呦呦认为这是提取物中有
效成分浓度过低造成的。她意识到，之前采用的煎熬
和高温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坏了青蒿有效成分。于是，
他们采用乙醇冷浸法将温度控制在 60℃，所得青蒿提
取物对鼠疟效价有了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
取，使鼠疟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

1971 年 10 月 4 日，科研人员屏息关注着 191 号青
蒿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最终检测结果引起
了欢呼——样品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 100%！研
究人员从这一提取物中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

此后，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
点，1992 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又发明出抗疟疗效为前
者 10倍的“升级版”——双氢青蒿素。

屠呦呦和青蒿素的故事，是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
结合的范例。

呦 呦 之 鸣 悠 悠 之 情
——记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

本报记者 韩 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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