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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的重庆，骄阳似火，热浪
袭人。走进位于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控制中心，感受到的却是一种
平 静 而 忙 碌 的 氛 围 。 14928，
14930……巨大的中控屏幕上，当天在
线用户数量不断跳增，累计行驶里程
也不断创出新高。

盼达是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一家
共享汽车创业公司，主要经营新能源汽
车分时租赁。“盼达的用户可以随时随
地免费注册，信用担保免押金，手机操
作一键用车，任意站点随借随还。”据该
公司总经理高钰介绍，盼达用车平台
2015年11月11日在重庆运营，目前他
们已在杭州、成都、广州、武汉等全国主
要城市累计投入运营了超过2万辆新
能源汽车。今年上半年，盼达全国累计
用户超过300万。

依托既有的工业基础，以大数据
和智能化为引领，推动汽车产业高质

量发展，盼达只是重庆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的一个缩影。

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节点城市，重
庆同时也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和制造
业基地，长期积累的传统落后产能体量
很大。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摆
脱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的惯性，积极稳
妥腾退旧动能，培育发展先进产能并加
快形成新的产业集群，一直是重庆探索
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
自强说：“重庆要实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旧产能必须坚决退出，逐步淘
汰和搬迁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
的企业。”数据显示，2017年重庆全市
共否决不符合产业政策和污染治理等
要求的项目环评26个，涉及总投资约
20 亿元；在“去产能”方面，2017 年完
成主城区最后 16 户污染企业环保搬
迁，取缔“地条钢”产能289万吨，去煤
炭产能264万吨、水泥产能245万吨。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产能去掉
了，新动能从何而来？这是摆在重庆面
前的又一道难题。以汽车产业为例，虽
然重庆年产量接近300万辆，但基本以

中低端为主，平均每辆售价9万元至10
万元，论斤卖近乎“白菜价”。

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重
庆新旧动能转换的不二选择，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这一点。

在长安汽车展览中心，记者看到，
偌大的展厅里，新能源汽车占据了超
过一半的面积，搭载L3级自动驾驶技
术的长安新款车型不仅能够实现无人
驾驶、自动泊车，还具有智能语音、人
车交互等多项智能技术。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谭本宏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目前，我
国汽车年产量已超过2900万辆，市场
增速逐步趋缓，对汽车企业来说，必须
找到新的动能在哪里，而智能化、新能
源化是汽车产业升级、实现企业长青的
关键所在。为此，长安汽车进一步加大
新能源汽车投入，未来将陆续推出3个
电动汽车生产平台；2018年将在智能
化领域投入16亿元，未来10年将累计
投入200亿元，组建超过2000人的智
能化研发团队，聚焦汽车智能化发展。

“目前，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
的绿色环保已经成为两江新区三大特

色产业之一。”重庆两江新区工委宣传
部部长张黎说，两江新区在产业结构
上，已经为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做
了全面布局，代表着绿色、环保、高科
技的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围绕“芯、
屏、器、核”打造的电子信息产业，以及
大数据、智能制造在内的数字经济，都
将绿色发展的内涵涵盖其中，成为两
江新区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底气。

产业吐故纳新，为新动能发展创
造条件、留出空间，最终实现腾笼换
鸟、凤凰涅槃，重庆在新动能集聚上正
越走越快。据重庆市经信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重庆将聚力打造智能产业、节
能环保、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推进国家重要的智能产业基地建
设，打造“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目
前，全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材料、
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产业上下游企
业已加速集聚。2017年，全市新兴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 25.7%，增加值占全
市工业比重17.3%，对全市工业增长贡
献率37.5%。2018年1月至6月，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已实现
销售收入2282亿元，增长21.7%。

重庆积极培育新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加快动能转换 长江“龙尾”舞起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会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进入
最后 100 天冲刺阶段，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所在的上海青浦区充分发挥得
天独厚的主场优势和腹地优势，借势发
力，顺势而为，打好“服务保障”和“对接
发展”两张牌。

在“服务保障”进口博览会方面，青
浦区坚持“自我加压、跨前一步、主动对
接”，以最高标准、最强措施、最严要求、
最好水平，举全区之力做好展会各项安
全和服务保障工作。

会展期间的交通保障工作，既是决
定进口博览会能否办成功的重点，也是
每个参与者“看得见、摸得着”的焦点。
青浦区不断优化和改进交通保障方式，

在服务保障进博会各项活动安全顺利
进行的同时，做到少扰民甚至不扰民，
确保群众出行安全、有序、便捷。

青浦区首先理清工作职责，制定了
三大任务清单，共 82 项建设和整治任
务。基础设施改造中包括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周边骨干道路、区域路网以及
安防、管线等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将按
要求完成周边路段的架空线入地整治
工作，确保9月底前高标准、高质量完
成近期建设项目。

正在建设的智能交通诱导系统和
安全管理系统将通过智能诱导、信号灯
配时优化、交通突发事件信息推送等手
段，全方位提升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周
边道路的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

展会期间，机动车驾驶员可以通过
导航软件、交通诱导屏等多种方式，及
时、准确地获取路况信息、停车场实时
数据及交通管制信息。周边道路重要
交叉口会设置可变车道，结合道路景观

化建设进行工程渠化，增加车道，提高
道路通行能力。

在进口博览会“对接发展”方面，青
浦区积极承接资源的溢出效应。加快
推进西虹桥中央商务区和“一带三中
心”科创中心系列项目建设。制定租税
联动招商政策、综合性跨境电商扶持政
策和以商引商政策，加强政策推介和联
动招商，努力吸引国外展商、商会及国
际非政府性组织等在西虹桥地区设立
贸易总部、办事处、商品展示基地。

青浦区还主动承接消费的带动效
应。放大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与赵巷
商圈的联动效应，大力推进赵巷特色商
圈建设，推广离境退税政策，吸引进口
博览会参展商和游客在青浦区消费，形
成会展“下一站”商业服务圈。以邻近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百老汇、虹馆、
世界你好美术馆、元祖梦世界等为载
体，吸引广大参展商和观展游客体验青
浦文化新发展；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

体，重点打造乡村休闲观光游，为他们
提供品味文化、品味生活的优质场所。

青浦区更大力承接功能的集聚效
应。搭建对接进口博览会全方位综合
性服务平台，打造功能集聚的西虹桥国
别展馆集聚区和独具特色的进口博览
会功能区。积极引进各类跨境直通平
台和服务机构落户西虹桥，承接跨境业
务。努力提升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出
口加工区、西郊国际农产品市场能级，
强化线上线下联动，构筑“365 天永不
落幕”的网上进口博览会。

青浦区委书记赵惠琴表示，“服务保
障”和“对接发展”进口博览会，青浦区总
的路径是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打开服务
扇面，向区位要商位，围绕“通达包容的
开放之门、活力无限的创新之门、追求卓
越的服务之门、精致厚重的文化之门”的
内涵，积极打造青浦中国全球购物桥头
堡、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主阵地、上海对
外服务大前门和江南文化示范区。

护航进口博览会 借力谋对接发展

上海青浦欲发挥主场和腹地两个优势
本报记者 沈则瑾

从丽江“长江第一湾”出发，察看
昆明滇池水质，走过遵义赤水河畔，行
经“长江第一港”云南水富港，驻足两
江交汇地四川宜宾……连日来，“大江
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主
题采访团马不停蹄，边走边采，倾听干
部群众的心声，感受大江沿岸的变化。

这次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是新闻
战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战略思
想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新闻舆论工作
服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一次实际
行动。

活动启动以来，中央和相关省区
市媒体全面发力，推出了一大批“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作品。相关报
道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他们表示，保护长江母亲河是每个人
的责任，要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将绿
色发展进行到底。

报道亮点纷呈：
有创意有深度，深受受众好评

连日来，各媒体聚焦长江，比创
意、比深度；无论是传统报道还是新媒
体报道，都做得有声有色，亮点纷呈。
微信、微博、客户端、抖音、脸谱、推特
等移动和社交平台全覆盖，无人机拍
摄、新媒体直播等新型报道手段大放
异彩。

人民日报每天刊发相关消息、通
讯，并发表“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
机”系列评论，从生态长江、经济长江、
文化长江、民生长江进行多角度、立体
化观察与思考。

新华社开设“大江奔流——来自
长江经济带的报道”栏目，全媒体、多
维度描绘长江新气象、讲述长江新故
事、探寻长江新变化。新华网制作了

“飞阅长江”系列专题片，新华社客户
端推出多场“现场新闻”直播。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连续推出
报道，挖掘深度，动静结合，全景展现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绿色发展实践经
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以记者《长
江日记》的形式反映长江经济带的新

变化，向听众展示新时代的长江之声。
光明日报每天推出一篇行进报

道，并在抖音发起“讲述你的长江故
事”话题挑战，发布一些视觉效果好、
有趣的内容。经济日报不仅在要闻版
面展示记者行进式报道成果，还以全
彩整版推出云南、贵州两省专刊。

其他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也推出
了一大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报道，
既有新鲜的见闻，又有独到的思考，可
读性强。如《君住长江头 不再砍树
木》《哭着拆网箱护乌江，“但我知道这
次做对了”》《快来听！长江第一港老
船工唱的船歌》……一系列文章，以小
切口反映大主题，特色鲜明，深受读者
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自 7 月 20 日主题
采访活动启动以来，截至7月25日，中
央媒体发稿数量达1248篇（条），在网
络新媒体上总阅读量达1.46亿次。

记者感悟良多：
深入基层，才能了解实情

百闻不如一见。走过那些山山水
水，采访团的记者们对当地的山川风
貌、风土人情、经济发展有了切身感受。

这些地方的沧桑巨变，让新华网
记者曹滢很感慨：“10多年前，我曾在
滇、黔、川做过生态状况调研采访。那
时长江上游刚刚禁伐，大片山头还是
光秃秃的，干部群众普遍对不砍树了
生计怎么办忧心忡忡。这一次重走长
江上游，我发现荒山没了，植被茂密
了，老百姓谋生计的途径多了。”

“自然地貌千差万别，资源禀赋各
有不同，经济发展有快有慢。”长江经
济带的多层次性，给经济日报记者李
会留下了深刻印象。李会说：“不过，

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各地确实已
经开始确立生态优先的观念。我们这
次经过的几个地方，都是山清水秀，群
众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希望这
些地方的一些经验能得到大规模推
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的良性互动。”

此次参加主题采访活动的，还有
几位外籍记者。

“能够与中国同行们一起，近距离
观察长江经济带，我感到非常高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越南籍记者阮诚忠
说，“这次采访活动，让我更加清晰而
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对保护生态环境的
重视。我亲眼看到长江上游的生态环
境保护得很好，有些以前被污染的地
区也有所改善，这些都说明中国环保
工作是有成效的。”

中国日报美籍记者伊谷然在丽江
古城采访后发现，丽江古城的建设较好
地解决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
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方案；当
地政府还为少数民族原有生活方式和
语言文字的保护提供了政策支持。

理念深入人心：
有好生态，才有好生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母亲
河。各地干部群众对此深有感触。

在滇池边的海埂公园，马拉松爱
好者饶利群对记者说，几年前在这里
跑步，还有不太好闻的水葫芦气味。
政府开始治理滇池后，每一次来海埂
训练都能发现可喜的变化。“现在媒体
这么关注生态环境，相信滇池的水会
越来越干净，以后会有更多的市民来
这里跑步。”

“媒体集中报道我们的母亲河，让
我感到非常振奋，干工作的劲头更足
了。”赤水市文华街道组织委员黄燕
说，“亲眼看着我生长的这段赤水河改
成了观光航道，乡亲们再不靠种地打
鱼、挖沙跑船谋生了。有这么多媒体
关注长江、关注赤水，以后赤水的发展
肯定会更好更快。”

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就在江边，
镇长曾祥立对这条江感情深厚。“今年
初，我们镇一个日处理能力5000吨的
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了，可避免雨污
混流。”曾祥立说，“我们一直在重点发
展文化旅游产业，也是想把长江水保
护好，不让下游骂我们。”

绿色发展，才能走得长远。浙江
日昌升集团总裁唐军说：“公司起步
于富春江畔，很多员工都是当地人，
我们不希望看到家乡的山水被工业破
坏。所以，日昌升一直把生态环保作
为底线。我们通过‘三产联动’的方
式对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进行综合利
用，不仅保护了富春江的绿水青山，
而且发展了农业和旅游业，实现了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有机
结合。”

成绩的背后，问题也不容忽视。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认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转型，依
然面临产业结构重型化、产业布局不
合理、治污投资力度弱等问题；长江上
中下游地区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统
筹规划、联动发展，在思想认识上形成

“一条心”，在实际行动中形成“一盘
棋”，在打造一条“生态走廊”的同时，
建设一条“经济走廊”。

文/新华社记者 陈玉明 吉哲
鹏 李 平

（新华社电）

共 奏 绿 色 发 展 交 响 曲
——“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主题采访活动引起热烈反响

身着军服，手拿望远镜，目光坚毅，望
向远方……静静立于江苏邳州李超时纪念馆
悼念广场中的李超时铜像，仿佛在诉说那段
革命故事。

李超时，1906 年出生于江苏徐州邳州
市碾庄镇才庄村。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
绩考入省立第十中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思
想，与郭子化等人一起进行学生运动。
1926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
共青团徐州地区学运书记，同年冬到武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7 年夏，李超时参加讨伐夏斗寅叛
军的战斗。同年秋他被派回家乡继续开展革
命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中共基层组
织。被派到东海建党后，李超时成立了中共
东海县特别支部，先后任中共东海县特别支
部书记，东海县委书记和东海中心县委
书记。

1929 年秋，李超时调任中共 （南） 通
海（门）特委书记，与时任中共（南）通海

（门） 特委委员何昆等领导改编当地游击队和整顿农民武装，指
挥游击队先后取得卢家庄、四甲坝、四扬坝等战斗的胜利，有力
推动了该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1930年春李超时与何昆参与创
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何昆任军长，李超时任政治委员。

何昆在江苏如皋西南老户庄战斗中牺牲后，李超时任军长兼
政治委员，领导整编部队，整顿纪律，加强军政训练。在他的带
领下，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运用游击战术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

“进剿”，领导开辟通海游击区。
1931年6月，李超时与妻子吕继英一起在镇江被国民党当

局逮捕，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国民党
江苏省主席叶楚伧亲自劝降，他严词痛斥。9月19日在镇江北固
山英勇就义，年仅25岁。

“我们牺牲了，江北的工作是不会完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
灭的，共产党一定会胜利，活着的一定要斗争。”这是李超时在
牺牲前留下的遗言。

为纪念李超时，2006年徐州市在邳州碾庄镇才庄村建立李
超时纪念馆。纪念馆占地30余亩，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

忠魂励后世，沃土花更红。李超时牺牲后，他的精神激励后人
前赴后继、英勇战斗。作为省级烈士纪念设施、徐州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纪念馆每年都吸引大批参观者前来学习瞻仰，烈士的精神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李超时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是革命、
奋斗、英勇的一生，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不怕牺牲大无畏的精神，并
将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下去。”李超时纪念馆馆长杨金歌说。

文/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新华社南京7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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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 陈
发明报道：7月26日，由农业农
村部和甘肃省政府联合主办的
西北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
活动在甘肃特色农产品交易中
心举行，现场共签约161项，签
约金额 125.76 亿元。其中甘
肃、陕西、宁夏、青海等 4 省区
贫困地区现场签约订单97个，
签约金额52.54亿元。

此次活动是 2018 全国贫
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行动的
重点内容，现场设立陕西、青
海、宁夏等省区贫困地区大宗
农产品和甘肃特色农产品2个
展区，来自 4 省区 127 个县的
400 多家企业参与展示展销，
并与 1000 多名客商洽谈对
接。本次活动的展示产销农产
品达到20多个大类3000多个

品种，既有甘肃道地中药材、优
质草食畜、高原夏菜、优质马铃
薯等“大而优”的大宗特色优势
农产品，也有陕西猕猴桃、宁夏
富硒西瓜、青海黑枸杞等西北
贫困地区知名农特产品。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
介绍说，西北各省区把产业扶贫
作为重中之重，形成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产业扶贫新模式，拓宽
了贫困群众增收渠道。如甘肃制
定了牛羊果蔬薯药六大特色产
业精准脱贫三年行动方案、成立
农业扶贫产销协会；青海以“百
日攻坚”“决战黄金季”行动为
载体推动产业扶贫；宁夏推进
脱贫富民战略，着力补齐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陕西全
面启动关中千亿级奶山羊全产
业链示范县建设等。

西北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举行
现场签约金额超过125亿元

7月28日，江西省龙南县水保局扶贫工作队工作人员（中）在
该县武当镇石下村帮贫困户打包装箱刚刚采摘的鹰嘴桃。龙南县
水保局是该县武当镇石下村精准扶贫工作挂点单位，积极带动贫
困群众创业就业，大力发展鹰嘴桃种植产业，带动农户增收。据
悉，今年基地内28户贫困户的收入均超过了脱贫标准，成为扶贫
开发、脱贫致富的一个综合示范点。 叶伟贤摄

种下鹰嘴桃 脱贫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