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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来，浙江全省 GDP 和人均
GDP增长均达到4倍以上；成为中国数
字经济重镇，构建了突破传统增长方式
的新引擎；各级政府持续推动效能革
命，“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改
革持续领跑……在这一系列显著成就
的背后，贯穿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
期间提出的“八八战略”的科学指引，贯
穿着浙江省各级领导干部一张蓝图绘
到底的实干精神，为中国道路的实践探
索提供了生动样本。

任何根植于时代和现实的重大战
略思想和举措，都不是只管一时一事的
权宜之计。“八八战略”连接过去、现在
和未来，不仅指明了浙江发展的方向和

阶段性目标，还找到了奔向目标、方向
的路径和抓手，形成了指引浙江各界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方
法论，为浙江发展留下了长远性、全局
性的擘画。

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各级
领导干部紧紧围绕发展优势做足文章，
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一年接着一年持
续干，努力在宏伟蓝图上钉好每一个钉
子、砌牢每一块基石。随着实践的深
入，“八八战略”本身也得到了与时俱进
的丰富与创新，在引领高质量发展上展
现出巨大能量。对正处在厚积薄发的
战略机遇期、干事创业的发展黄金期、
不进则退的转型关键期的浙江来说，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题，就是坚定不
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道路走下去。

从浙江再放眼全国，“八八战略”中
的哲学思考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论渊源相互契
合、价值指向高度统一，清晰展现了
习近平同志总揽全局的博大政治胸襟
和高超执政智慧。“八八战略”的成功实
践，带给我们“蓝图是绘出来的、事业是
干出来的”重要启示，更增添我们“一张
好的蓝图一干到底”的底气与信心。

“一张蓝图绘到底”这一重要方法
论，在习近平同志主政一方的不同阶段
一脉相承，直至掌舵“中国号”巨轮。近
年来，他更是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政

贵有恒”“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
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大家
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对处在新时代
的广大领导干部而言，也必须秉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的方法论。在机遇与挑
战面前，始终保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闯劲，敢于直面矛盾，敢于较真碰硬，
不断征服前进路上的“娄山关”“腊子
口”；始终保持因事为制、对症下药的巧
劲，用新眼光观察问题，用新思路分析
问题，不断开拓新境界；始终保持滴水
石穿、持之以恒的韧劲，一锤接着一锤
敲，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往前推
进，不断迈向新高度。

15年久久为功，“八八战略”指引并
造就了今天的浙江；5年历史性成就和
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引领并塑造了今天的中
国。在这样的基础上，作为历史创造的
一代同样也是创造历史的一代的我们，
唯有接续奋斗，才能把握住机遇，将宏
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政 贵 有 恒 久 久 为 功
——“八八战略”启示录之二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7 月 18
日，在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国事访
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联酋《联邦
报》、《国民报》发表题为《携手前行，共创
未来》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携手前行，共创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哈利法总统邀请，我将于 7 月
19 日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国事访
问。这是我今年首次出访的第一站，也
是我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访问的第
一个阿拉伯国家。

中阿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早在
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通过古代丝
绸之路互通有无、相知相交。7世纪，双
方又打通了海上贸易往来通道，中国的

丝绸、瓷器销往阿拉伯半岛、东非、欧洲，
阿拉伯香料和珍珠也登船经印度洋前往
中国。

1984年中国同阿联酋建交，掀开了
交往合作的崭新篇章。过去的34年，是
两国传统友好深化发展、民间往来迸发
涌流的活跃时期，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阿联酋政府捐款5000万美元所体现出
的患难真情。过去的34年，是两国快速
发展、在欧亚大陆两端创造发展奇迹的
时期，如今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阿联酋也成为阿拉伯世界
的发展绿洲。过去的34年，是两国探索
适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的时期，两国在
加速迈向现代化的同时都保持了自身独
立性。两国发展理念相近，政策目标相
通，合作纽带越来越紧，已成为发展建设

中优势互补的真诚朋友，沟通协调国际
和地区事务的重要伙伴。

2012年，阿联酋成为首个同中国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双
边合作快速发展，内涵更加丰富。特别
是 2015 年 12 月，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
德访华，我们就发展中阿关系达成重要
共识，引领两国友好合作取得了一系列
标志性成就。

——能源合作延伸到上游。2017
年，阿方将阿布扎比陆上石油区块共计
12％的特许经营权授予中国企业，这是
中国在中东产油国首次获得上游合作份
额。2018年3月，阿方又将阿布扎比海
上石油区块所属 2 个油田各 10％的特
许经营权授予中国企业。

——产能合作迈出历史性步伐。中
阿联合建设运营的哈利法港二期集装箱

码头项目将于2019年第一季度投入运
营，年处理能力240万标准箱。设在哈
利法港临港工业区的中阿产能合作示范
园进展良好，目前共有16家企业签署入
园意向协议，投资总额约64亿元人民币。

——高新领域合作逐步兴起。中阿
合作建设中的迪拜700兆瓦光热发电项
目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光
热发电站；作为丝路基金在中东的首单
投资，哈斯彦清洁煤电站建成后也将是
中东首个清洁燃煤电站。

——金融合作深入开展。2015 年
12 月，两国央行续签本币互换协议，签
署在阿联酋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合作备
忘录，并同意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试点扩大到阿联酋。中阿共同投资
基金已完成12个项目、总额10.7亿美元
的投资决策。 （下转第二版）

本报北京7月18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统计局18
日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25个夏粮生产省（区、市）的调
查，2018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3872万吨，比2017年减产306
万吨，下降2.2%。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26703千公顷，比
上年减少 164 千公顷，下降 0.6％；全国夏粮每公顷产量
5194.9公斤，比上年减少82公斤，下降1.6％；2018年夏粮产
量因面积减少而减产86万吨，因单产下降而减产220万吨。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黄加才分析认为，2018年
夏粮播种面积减少，一是因为各地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减
少夏粮播种面积，增加花生、蔬菜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二是
上年秋冬播期间部分地区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影响了小麦播
种。三是棉花目标价格改革政策的实施，促使新疆棉农种植
棉花的积极性提高，更多农户倾向于扩棉减麦。

对于单产有所下降，黄加才表示，一是秋冬播期间，河南
等地局部遭遇持续降雨天气，部分麦田播期推迟15天至20
天，不利于形成冬前壮苗和安全越冬。二是清明时节，黄淮海
等小麦主产区遭受了一次大范围大幅度降温天气，影响小麦
穗粒数形成。三是灌浆收获期间，安徽等部分地区遭遇长时
间阴雨天气，不仅影响小麦灌浆和产量的进一步形成，还导致
小麦出芽霉变，影响品质。

本报北京7月18日讯 记者刘瑾
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日发表《青
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

白皮书表示，青藏高原是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将保护好青藏高原
生态作为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
大事。目前，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制度逐
步健全，环境质量稳定良好，绿色产业
稳步发展，科技支撑体系基本建立，青
藏高原地区仍然是地球上最洁净的地
区之一。（白皮书全文见十、十一版）

今年全国夏粮获得较好收成

习近平在阿联酋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发布

青藏高原仍是地球上
最 洁 净 地 区 之 一

回望 15 年，浙江始终以“八八战
略”为根本遵循，汇聚起发展的磅礴动
力，变潜力为实力，变优势为优胜，变特
点为特长，变风气为风尚，形成了新时
期最大的先发优势。

15 年 间 ，全 省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从
8004 亿元跃升至 51768 亿元，年均增
长 10.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 567 亿
元增加到5803亿元，年均增长16.8%。

腾笼换鸟 转型升级促发展

一款20厘米长、不足5厘米宽的反

光贴，每平方厘米包含2500个微棱镜，
能使驾驶者在千米开外就注意到前方
行车，这是永康市道明光学公司运用超
精密微纳模具研制技术取得的最新突
破。公司董事长胡智彪说，该产品已成
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价格仅为同类进
口产品的一半，是永康企业依靠自主创
新切入新市场的典型实例。

从“小五金”到“大五金”，“五金之
都”永康悄然嬗变，走出了一条“八八战
略”的践行之路。多年来，永康锁定“先
进制造业基地”目标，发挥创新驱动和
龙头带动双引擎作用，探索“产品+”“制

造+”“区域+”3 条路径，加快互联网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在全国形成“三个一
千亿”经济圈。

永康的转型发展，是浙江成功实施
“八八战略”的缩影。发展是第一要务，
“八八战略”注重扬长避短、取长补短，
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在太湖南岸的长兴，曾经的耗能大
户天能集团斥资 30 亿元，建设占地
1000 亩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如今，产
业园里废旧电池金属回收率达 99%以
上，塑料回收率达 99%，残酸回收率达
100%，形成了一条生产制造、回收处

理、再生冶炼、再次生产的“闭环式”循
环经济产业链。

对标看齐、扬长补短，绍兴柯桥传
统的纺织产业，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了
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柯桥全面推进
纺织印染产业集聚提升，在全国率先
建成创新、集聚、绿色、高端的印染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绍兴永利印染公
司总经理吴燕芳说：“我们真切地感受
到，‘八八战略’指引浙江‘腾笼换鸟、
凤凰涅槃’，实现了传统产业浴火重
生、脱胎换骨。”

（下转第二版）

引 领 改 革 发 展 的 动 力 源 泉
——写在浙江实施“八八战略”15周年之际（下）

本报记者 黄 平 实习生 徐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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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研讨有助创新完善宏观调控

中阿关系将迎来发展“黄金期”

炭素行业需求旺盛业绩看涨

多地违法违规举债被严肃问责

给城市轨道交通热降降温

从空中俯瞰武汉临空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西湖区）500
平方公里土地，一派火热的建
设景象映入眼帘：国家网络安
全人才与创新基地正拔地而
起，京东方10.5代线建设如火
如荼，葛洲坝高端装备产业园
启用在即，常温常压储氢客车
即将示范运行……

上世纪90年代，借改革开
放东风，武汉市东西湖区形成
食品、机电和物流三大支柱产
业，这三大传统产业支撑该区
多项经济指标稳居全省区县前
列，并崛起为武汉第三个国家
级开发区——武汉临空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

2017年以来，武汉临空港
经开区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引入高端芯片、新型显示
屏、网络信息与大数据、智能制
造和新能源等五大新兴产业项
目投资 2500 余亿元，“五朵金
花”次第绽放，新旧动能有序
接续。

“培育新动能，就是要培育
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型主体，培
育各种新的生产要素和新兴市
场。”武汉临空港经开区管委会
主任、东西湖区委书记陈邂馨
说，依托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
基地两大国家级发展平台，武
汉临空港正致力于打造中部地
区最宜居宜业的国家级开发
区，形成“三港齐发”，即：临空
制造港、网络安全产业港、现代
健康食品港的现代化工业结
构，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实
现了高速度。

在武汉临空港，国家网络
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建设速度
惊人：20 个月内，基地签约项

目37个，协议投资额2600亿元，国内网安企业前20强基本
入驻，已基本建立“硬件安全—通信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
全”的网络安全产业链条。预计到2020年，产业链企业突破
200家。

国家网安基地的落地，成为引领武汉临空港经开区新经
济发展的“强磁场”，该区继续发力完善产业布局。6 月 20
日，临空港大道柏泉段，京东方10.5代线液晶显示屏项目施
工如火如荼。2公里外，与之配套的G10.5代玻璃基板厂房
也已开建。这两大项目投资超550亿元，是湖北单次投资规
模最大的液晶显示项目。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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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空中鸟瞰拉萨市拉鲁湿地
（2017年11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