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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
通讯员崔立卿报道：“十二
五”以来，石家庄市经受住了
节能减排、化解过剩产能、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等考验，全
力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
9.4%，实现工业利润、财政
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今
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完
成 248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5%。

只有关死落后产能的后
门，才能找到弃旧图新的新
路。为此，石家庄市以壮士
断腕的勇气抓节能减排和压
减过剩产能，“十二五”以来，
石家庄市开展压煤、抑尘、控
车、减排、迁企、增绿攻坚
战。全市拆除高耗能高污染
企业过千家，累计压减炼铁
产 能 158 万 吨 、炼 钢 产 能
160 万吨、水泥产能 1850 万
吨，单位 GDP 能耗比 2010
年下降 24.2%。此外，石家
庄市还狠抓环境整治，完成
造林 260 万亩，森林覆盖率
达到 37.2%，大气质量明显
好 转 ，PM2.5 浓 度 下 降
42.2%，先后荣获“国家森林
城市”和“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称号。

石家庄市把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作为战略支撑重点，
在“十二五”期间，累计完成
技改投资5900多亿元，对全
市 6 家大型工业企业实现整
体搬迁改造；对上千家企业
实施了以产品创新提质为目
的的提升改造，工业经济运
行质量明显提升。今年 1 至
7月，全市规上工业利润达到
331.4 亿元，增长 13.7%。冀
中装备集团石煤机公司在位
于 栾 城 的 新 厂 区 迅 速“ 调

头”，使主打产品从“地下”发展到“地上”，还乘着“一带一路”
东风，使自主研制产品走出国门；中航工业通飞华北公司新
建石家庄通用航空产业基地，致力于通用航空全产业链、全
价值链发展，企业规模和实力显著增强，产品畅销全国及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尽量减少淘汰落后产能带来的压力，石家庄还在促
进创业创新上狠下功夫。他们每年设立 3000 万元补贴资
金，对经评审认定为市级以上的众创空间，每年给予 30 万
元至50万元的补贴；设立2亿元的市级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融资支持资金池，1 亿元用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
资等引导基金，1 亿元用于贷款风险补偿，支持有技术、有
产品、有市场的中小企业贷款融资，引导全市民众及外来投
资者开展创业创新。截至2015年底，全市市场主体总量突
破 56 万户，比 2010 年增加 25 万户。与此同时，石家庄市
电子商务、商贸物流、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迅
速发展，2015年共完成增加值2440亿元，“十二五”期间年
均增长达10.5%。

眼下，正是淮山药大量出土上市的
季节。走进江西省永丰县恩江镇石桥村
新天地家庭农场淮山种植基地，扑面而
来的是忙碌、喜悦的丰收气氛。除苗破
土，挖掘装筐⋯⋯38 岁的农场主李冬卫
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工人们采挖淮山，还
不时拿起工具做示范。

看到一根根金黄色粗壮的淮山，李
冬卫舒了一口气。“今年的种植算是成功
了。每根淮山有四五斤左右，亩产大概
六七千斤。”李冬卫的 1029 亩淮山今年
产值预计上千万元，纯收入超过 500 万
元。展望明年，他的底气更足，“今年是
第一回种，土地还不肥沃，明年亩产能上
万斤”。

去年，受家乡劳动力充足、水源丰富
等 因 素 吸 引 ，李 冬 卫 返 乡 创 业 ，投 资
1700 多万元在石桥村建起了当地最大
的淮山种植基地，让昔日的荒地产出了

“真金白银”，并给当地村民带来了每年

200多万元的劳务收入。
淮山基地里大面积使用的喷滴灌

设施、标准化的生产技术、行间套种砂
糖桔等新模式引起了县里其他种植户
的浓厚兴趣。佐龙乡麻田村红井冈淮
山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毛志明带着社员
到基地现场参观学习不下 5 次，看到李
冬卫的淮山产量那么高，毛志明怦然心
动：“明年合作社也引进他的品种和技
术试一下。”

麻田村是传统的淮山种植专业村，
全 村 有 80 多 户 村 民 ，家 家 户 户 种 淮
山。过去由于量少，效益不明显。县里
把淮山列入重点扶持产业后，种植面积
连年递增，淮山真正成了村民致富的

“金疙瘩”。
今年 43 岁的周秀念有 10 多年的淮

山种植经验，每年种植淮山稳定在 10 亩
左右，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小小的淮山
不仅让夫妻俩轻松供两个孩子读高中上

大学、在村里建起了小洋房，还在县城买
房置业。据统计，这几年麻田村近九成
的农户在县城里买了商品房。

由于种植效益好，麻田村能种的地
方已经全部种上了淮山。面积拓展有
限，不少村民开始想方设法提高综合效
益。受李冬卫淮山基地套种砂糖桔的启
发，村民谢秋根今年在淮山地里套种了
几亩秋豆角，获得了不错的收益，一亩能
多卖3000多元。

淮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自进入成
熟期到翌年春皆可采收上市，生长期内
满藤绿荫，分外好看。而麻田村距县城
只有 8 公里，交通便捷，在收获季节，每
逢周末节假日，不少市民会慕名前来，欣
赏风景之余，摘摘免费的淮山籽，挖挖淮
山根，体验采挖乐趣。中秋假期，恩江镇
居民郭军带着孩子在麻田村玩得不亦乐
乎，“没见过淮山是怎么长出来的，更没
亲手挖过，觉得很有意思”。

看到城里人愿意到村里来，麻田村
村支书罗国瑞和村主任罗振财这段时间
正在琢磨今年的淮山擂台赛事宜。计划
在往年外形、色泽、单重、总重等指标的
基础上，今年增加淮山菜、淮山粉、淮山
干等内容。不仅要比看相，还要比口感，
看谁家做出来的淮山菜更地道，谁家手
工制作的淮山粉、淮山干品质好。罗国
瑞希望通过擂台赛，引导村里的淮山产
业向休闲农业方面发展，实现由面积扩
张向效益提高的转变。

“我县历来有种植淮山的传统，以前
由于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县蔬菜管
理局局长曾景发告诉记者，近年来，县里
专门出台扶持政策，引导农民成立专业
合作社，实行农超对接，种植规模逐年扩
大。目前全县淮山种植面积达 3000 多
亩，产值近5000万元。随着规模化淮山
种植基地的创建，全县淮山产业有望再
上一个台阶。

记者在西安火车站见到田国庆时，
这位 52 岁的铁路人正带着一帮年轻人
加班售票，应对国庆假日运输高峰。

“今年国庆，车站发送旅客预计要突
破历史纪录，我们党员突击队都在加班，
所以我只能在售票厅里接受采访了。”说
完田国庆憨憨地一笑。

谈到这些年铁路的发展变化，田国
庆深有感触：“我 17 岁开始就在车站工
作，从蒸汽火车到电力火车，再到动车、
高铁，亲眼看到铁路一天一天变化，发展
速度真是太快了。最早我们发售卡片
票，剪票本、盖座号，还得用糨糊把票粘
好才能给旅客，那时候一天才能卖百来
张票，车站总共也只有 4 个窗口。现在
不一样了，电脑一敲，一个窗口一天就要
发售好几千张票，我们高峰期一共有 89
个窗口可以办理售取票业务，卖的票比
过去不知道多了多少倍。”

田国庆清楚地记得，2007 年 4 月 18
日西安火车站开出了第一趟到宝鸡的动
车，那也是全国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后来西安又开行了到郑州时速 300 公里
的高铁，2011 年西安北站投运后，坐高

铁出行的人越来越多，西安也首次有了
直通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一线城市
和省会城市的高铁。今年“9·10”调图
后，西安更是新增了 17 个高铁开行方

向，覆盖东北、华东、东南沿海地区，高铁
座席输送能力增加 5 万个，陕西这个西
北省份也迈入了“新高铁时代”。

“高铁的发展给您生活带来了什么变

化吗？”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田国庆哈
哈大笑起来：“那当然喽，高铁给全国人民
带来了实惠，我也是其中一员嘛。”

田国庆说，他老家在河南，上世纪80
年代从西安回郑州坐的是绿皮车，不仅
慢，还常常没有座位，通常要站一天一
夜，实在困了就只能睡在过道上，满车横
七竖八躺的都是人。

“现在从西安坐高铁最快 1 个多小
时就到郑州了，你看看快了多少。高铁
的发展速度真是让人惊叹。”田国庆为能
见证铁路的发展很是自豪。

如今，田国庆的儿子也被分配到客
运段实习，他想让儿子努力表现，争取
能当上高铁乘务员。“我儿子可帅气了，
再穿上高铁乘务员的制服，别提多精
神，以前都羡慕空姐空哥，现在是羡慕

‘铁哥’啦”。
“等我退休以后，也要赶一次时髦，

带上家人从西安坐高铁去青岛，来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时空不再是距离，
我们也体验一下年轻人说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说到这里，田国庆脸上满是
期待和幸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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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綦江：

红色旅游生机无限

淮 山 药 助 农 奔 富 路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淘汰落后产能

实施创业创新

石家庄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西安火车站售票员田国庆：

见 证 这 个 高 铁 时 代
本报记者 齐 慧

10 月 3 日 ，
游客在湖南保靖
县迁陵镇和平村
生态旅游园赏花
观景。近年来，
该县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业，游生
态翠屏、赏田园
风光成为广受游
客 欢 迎 的 新 项
目，为农民脱贫
致 富 带 来 新 的
门路。

俞采华摄

亲近自然亲近自然 放飞心情放飞心情

本报拉萨 10 月 3 日电 记者代玲报道：“十二五”期
间，西藏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稳步推进，大中型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整改率达到90%。

近年来，西藏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
草、地质灾害防治、小流域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水土保持措
施，水土流失率稳定下降，水土流失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稳步推进。“十二五”以来，西藏累计审批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1038项，对475个大中型生产
建设项目开展了水土保持专项监督检查，水土保持监督检
查整改率达到90%，完成80个大中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专项验收。

西藏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稳步推进
“十二五”期间大中型项目整改率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