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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被提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圳引
力”也正从此而来。深圳的改革与创新，
成为创新企业在此“落地”，创新人才在
此“安家”的最重要磁场。

从模式创新到制度创新

前海与香港隔海相望。前海开发区
建设的初衷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
索深化与香港合作的新途径。3年前，前
海又被赋予自贸试验区国家战略、成为

“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支点的使命。建设
这片“特区中的特区”，突破口就在制度
创新。

在前海周大福全球商品购物中心，
“港资建设、港企运营、港人收益”的模
式，让内地市民尽享“原汁原味”的港式
服务和琳琅满目的全球商品；在前海法
院，港籍陪审员的引入，让司法改革有了
国际化眼光和全球化视野；在工商银行

前海分行，跨境金融服务等创新方案，为
电商企业开展国际业务提供强大支撑；
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大力度的税收
减免、融资服务等创业扶持政策，让香港

“创客”交口称赞……“创新是第一动力，
前海的爆发式、跨越式发展源自制度创
新的驱动。”深圳市委常委、前海合作区
党工委书记、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
主任田夫说，以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
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法治
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管理改革等7
大板块为核心，制度创新的“前海模式”
已经形成。

在制度创新上，前海深港合作并非
孤例。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
伟中表示，在营商环境改革、可持续创新
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超大型城市管理治
理、法治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等多个领域，
深圳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强化
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打出强有力的制
度创新“组合拳”，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了强大活力。制度创新，是深圳人敢闯

敢试、敢为天下先，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的生动诠释。也正因为制度创新不
断深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深圳吸引企
业和人才的“磁场”越来越强。

从经济特区到人才特区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深圳
人才公园草坪方石上的一行文字，写明了
深圳这些年高速发展的动力所在。40年
来，深圳对人才政策不断进行升级调整，
吸引了大量科技人才。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梁永生
用一个细节讲述了深圳对人才的关爱。

“过去科研专家们每年都要向主管部门
汇报项目进展，这其实不太符合科研规
律，因为科研项目出成果速度慢难度大，
也没有统一或固定的节点、周期。”梁永
生说，“我们很快就把定期汇报的环节给
取消了”。

深圳始终把人才优先发展作为核心
战略。作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移民城市，深
圳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大量人才涌

入，并迅速成为全国工程师和创新型人
才的孵化基地。近 10 年来，随着产业
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创新
型、成长型企业实体快速集聚，深圳对
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剧增。为此，深圳先
后出台实施《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
若干措施》《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
例》等政策，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人才引
进、培养、激励、服务以及支持人才创新
创业，在团队奖励、人才补贴等方面的
资助力度领先国内其他城市，政策综合
效果逐步显现，进一步优化了人才创新
创业环境。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21日5时
2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探月工程嫦娥四
号任务“鹊桥”号中继星发射升空。这是
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拉格朗日L2点（简
称地月L2点）的通信卫星，将为2018年

底择机实施的嫦娥四号月球背面软着陆
探测任务提供地月间的中继通信。

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飞行 25 分钟
后，星箭分离，将“鹊桥”直接送入预定地
月转移轨道，卫星太阳翼和中继通信天
线相继展开正常。后续，“鹊桥”将经中

途修正、近月制动和月球借力，进入月球
至地月L2点的转移轨道，通过3次捕获
控制和修正后，最终进入环绕地月L2点
的使命轨道，地月L2点是卫星相对于地
球和月球基本保持静止的一个空间点。

据介绍，由于月球有一面总是背对

着地球，当嫦娥四号进行世界首次月球
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任务时，将受月
球自身遮挡，无法直接与地球进行测控
通信和数据传输，而“鹊桥”则相当于架
设在嫦娥四号与地球间的“通信中继
站”。此次“鹊桥”还携带了由荷兰研制
的低频射电探测仪，未来将开展在轨科
学探测试验。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275次发
射。此次还搭载发射了“龙江一号”“龙
江二号”两颗月球轨道编队超长波天文
观测微卫星。

据新华社石家庄 5月 21 日电 （记者白明山 董
峻） 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开展以来，已培育推
广出一批平均节水超过30％的节水小麦新品种，实现了小
麦丰产不减产，破解了华北漏斗区地下水超采的难题。

这是记者21日从此间召开的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研
联合攻关推进暨华北麦区节水品种现场交流会上了解到的
情况。

针对华北地下水漏斗区水资源紧缺和黄淮南片赤霉病
危害加剧的问题，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组相继
对节水材料和赤霉病抗性材料进行鉴定选育，评选出石麦
15、石麦22、衡观35 等7 个小麦节水品种，西农511、郑麦
9023、宁麦26等9个较抗赤霉病品种。

节水品种在足墒播种、春浇一水条件下，可实现亩产
1000斤以上。赤霉病抗性较好的绿色小麦品种可有效控
制和减轻赤霉病危害。这些新品种的培育推广，标志着我
国小麦育种研究在保持产量国际领先水平的基础上又迈上
了高产绿色优质并重的新台阶。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
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
线”，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再一次宣示了党
中央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决心
和坚定意志，指明了以制度之力推动新时
代绿色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我们要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强
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制度和法治建
设，以最严格的制度、更严密的法治，为建
设美丽中国提供可靠保障，向子孙后代交
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满意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将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
发展视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

长远大计，融入治国理政宏伟蓝图，一系
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陆续开展。
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被称为“史上最
严”的新环保法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陆续出台；一系列布局推
进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生态的文件密集
问世，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建
设相关文件超过40件；《生态文明建设目
标评价考核办法》印发，一批地方领导干
部被严肃问责……源头严防、过程严管、
后果严惩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渐完善，
不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

应该看到，虽然我国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上持续好转，但已经取得的成效尚

不稳固，远未到高枕无忧的程度。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解决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都是党中央治
国理政的重中之重，都是一场必须要打
且必须打赢的大仗、硬仗、苦仗。在此阶
段，尤其要着力做好制度建设，让制度的
刚性约束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切实
守住绿水青山。

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大力
度筑密筑牢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屏障。
一是织密“制度网”，解决好制度不健全
的问题。就一些领域存在制度空白、无法
可依的情况，就部分领域存在现有制度
落后于环保实践的情况，应抓紧出台法
律法规、强化落地细则、动态跟踪调整。
二是构建“制度链”，解决好制度衔接不

畅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是个系统性工
程，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各领域
相关法律法规必须统筹兼顾，相关部门
亦要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协调联动。三
是狠抓落实，解决好制度执行不到位的
问题。坚决打破一些地方“生态环境保护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怪圈，让制
度长出“钢牙利齿”，形成在“生态环境保
护问题上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刚性约束。
通过久久为功、驰而不息的制度建设，真
正构建覆盖生态环境保护全方位、全地
域、全过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让广泛
的生态共识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落地生
根，进而转化为全国人民的积极行动和
巨大合力，绘就青山绿水、诗意栖居的中
国图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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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圳 引 力 ”为 何 强 大

□ 本报采访组

嫦娥四号中继星成功发射
将搭建地月“鹊桥”

筑牢制度屏障 守住绿水青山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5 月 20 日，浙江省湖州市
德清县钟管镇蠡山村风景如
画，游客坐着小船欣赏美景。
去年以来，德清县依托美丽乡
村建设，投入 3 亿元建设了东
部蚕乡古镇休闲农业、中部防
风湿地生态田园和西部风情
民宿度假3条各具特色的乡村
精品旅游路线，实现绿不断
线、景不断链、农产丰富、色彩
绚丽、景观优美，把美丽农业
的“盆景”串成成片风景，引来
各地游客。

谢尚国摄

我国培育推广一批节水小麦新品种

国企杠杆率为何居高不下

三四线城市也须坚持“房住不炒”

新兴市场并未陷入紧缩恐慌

6版

合作有利于推动全球产业变革

扩大消费要顺应需求新变化 5版

3版

本土咖啡能否搅动垄断市场 7版

8版

9版

在太行南麓、黄河中下游
“之”字形拐弯处，国家小浪
底水库北岸，坐落着河南省国
有济源市南山林场。阳春三
月，这里郁郁葱葱，成片的栓
皮栎、侧柏、刺槐迎风招展，
不时传出阵阵清脆的鸟鸣。这
里空气清新宜人，置身其中，
仿佛处于一个大氧吧。

60 多年前，南山大部分
还是荒山秃岭。为了让荒山变
绿坡，济源人立下愚公志，在
一代又一代人的“绿色接力”
下，一片荒山秃岭变成了漫山
苍翠的林海，创造了南太行造
林“济源经验”。

从一片荒山到万顷森林

山区、丘陵占总面积的
80%以上，森林植被破坏严
重、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
频发，这是 60 年前济源生态
状况的真实写照。

面对现实困境，济源人深
刻意识到，封山育林，绿化荒
山，势在必行！

然而，在遍布碎石的荒山
上把树种活太难了，不亚于养
个孩子。这里干旱瘠薄，保水
保肥性差。种树必需的土壤也
是 稀 缺 物 ， 需 从 两 公 里 外
运来。

来自北京、洛阳林业学校
的技术员们经过不断实践发现
这里并不适宜栽种椿树、榆
树，却适合栽植刺槐、侧柏、
栓皮栎等树种，尤其是在雨中
栽植柏槐成活率高。于是，一
有雨雪天气，大伙儿就自觉往
山上赶，穿梭于山间植树造

林。从1964 年至1966 年，第一代林场人利用3 年时间，
绿化10万亩荒山。

“到了 2000 年，济源已经基本完成宜林荒山绿化任
务，剩余的20万亩荒山均属造林困难区域，造林难度极
高。”济源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说，济源造林人啃“硬骨
头”，闯出了一条造林困难区域植树的成功之路。

为加快实现“荒山全部变绿”的目标，济源市坚持实
施造林攻坚，先后创造出垒砌“鱼鳞”坑、回填客土、施
加保水剂、栽植优质壮苗等成功经验，完成了太行山裸露
地荒山绿化10万亩，打造出万洋山、玉阳山、济邵高速
绿化建设等一系列精品工程，造林成活率达90%以上。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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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