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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批复《汉江生态经
济带发展规划》，支持湖北省襄阳市
打造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站在带动
区域绿色崛起的新起点，襄阳正以

“减量化增长”为抓手，落实新发展理
念，推进转型升级。

位于汉江中游的襄阳是鄂西北
及汉江生态经济带的中心，辐射鄂豫
陕渝毗邻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襄阳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显著，创造了全流
域20%以上的经济总量。然而，襄阳
也有“成长的烦恼”：供地率长期居全
省后列，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污水直
排江河现象堵而未绝；PM10、PM2.5指
标居高不下；城市供水损耗率有的高
达40%……改变这些状况，是襄阳践
行新发展理念必须着手做好的“头道
工序”、基础性工程。

去年12月份，襄阳市委作出《推
进长江经济带重要绿色增长极建设
的决定》，提出要加快推动减量化增
长，实现转型升级，打造长江经济带
重要绿色增长极。湖北省委常委、襄
阳市委书记李乐成说，要通过减量化
增长，引导襄阳在绿色发展上、在质
量变革上、在高质量增长上走得更快
一点、更稳一点。

所谓“减量化增长”，简言之就是
双减少、双提升：即推进经济增长率
与能耗、物耗增长率反向运动，单位
产出能耗、物耗与废弃物排放“双减
少”，GDP 中的绿色颜值与科技含量

“双提升”。
为了让这一抓手落在实处，襄阳

并没有止步于概念，而是“工程化、项
目化、具体化”，通过一个个项目，一
个个工程，将新发展理念落小、落实、
落地。

资源集约循环利用迸发“内生活
力”。襄阳着力推进产业循环式组
合、企业循环式生产、园区循环式改
造，着力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
源-再生产品”循环发展模式，切实把
垃圾变资源，把小产品做成大产业，
把“头痛”区域变成价值富矿。该市
打造谷城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和老河口国家循环经济产业园，催生
出 20 多家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形
成再生铅、再生铝、再生钢铁、再生塑
料、再生橡胶及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等

多个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废铅、废铝、废钢铁、废塑料橡胶资源利用率
均达90%以上。

节约用水，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地膜、秸秆、畜禽粪便基本回收
……以此为突破，襄阳正在形成农林牧渔多业共荣的循环型农业生
产方式。根据《襄阳市创新农业减量化增长机制实施方案（2018—
2020年）》，通过创新农业减量化增长机制，到2020年，全市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33；每亩减少化肥用量1.5公斤，化学农
药使用量年减少1%，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稳定粮食产
能100亿斤以上，“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数达到550个，有机农产品
认证基地达到38万亩。

（下转第二版）

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有从世
界和时代的坐标上去认识，才能
准确把握；一个社会的变革，只有
源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才有
生机活力。

以1978年为起点，40年来一
以贯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催生了
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激荡中
国、震撼世界的伟大变革，无不源自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
伟大创造。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瞻望40年
的来路去向，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取决于今
天的选择；当今这一代人的作为，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改革开放顺应人民意愿，是人民的
历史创造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我国旅客列车的平
均时速仅为43公里。面对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
邓小平同志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
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今天，时速350公里的
高铁穿梭于大江南北，世界瞩望“中国引擎”的强劲动力。

从 1978 年到 2018 年，改革开放成就的“中国奇迹”
中，行的变迁只是一个缩影。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5974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农村贫困发
生率从1978年的97.5%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3.1%，远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九年义务教

育全面普及，201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高出
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
善，2017年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一项项数字，记录着亿万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
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的历史跨越。

对比世界发展，亲历改革开放大潮的经济学家林毅
夫讲到，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财富，不仅是让亿万中国人
的生活得到改善，而且是可以改变全世界更多人生活的
可能，感慨“我非常幸运地经历了中国创造奇迹的时
代”。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经说过，改革开放
使中国命运彻底跳出了近代以来的“下降通道”，中国改
革最复杂也最成功。

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是因为顺应
了人民的意愿。在谈到改革开放的动因时，邓小平说，

“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截至
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
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中国人民深刻反思：贫穷不是社
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没有自身私利、以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关键时
刻读懂了人民的意愿，带领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

航程。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实现小

康、迈向现代化，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强烈愿望，推动
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革，也成就了当代中国崭新的
面貌。

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本质上是人民的创
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奋斗写就了改革开放的壮丽史
诗。40年来，从安徽小岗村村民探索“大包干”到在创办
经济特区的实践中“杀出一条血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系列重大改革之
所以取得成功，人民的首创精神居功至伟。

无数宝贵的瞬间折射出这段光辉的历程，袁庚在蛇
口工地上耸立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
牌；张瑞敏当众砸毁76台有缺陷的冰箱，以“要么不干，要
干就要争第一”的魄力，打造了高质量中国产品；袁隆平
数十年如一日地躬耕田亩，将杂交水稻研究不断向前推
进，解决了数亿中国人的挨饿问题，造福了全世界……40
年来，改革活力竞相迸发、发展源泉充分涌流，人民的智
慧和力量形成时代的洪流，书写在历史的天空。改革开
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每一个新生事

物的产生和推进、每一个方面经
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
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以人民为中心，
是改革开放的根本逻
辑和辩证法

正如百川东去，历史的潮流
总是大势所趋。改革开放正是亿万人民衷心拥护和积极
参与的大潮流、大趋势。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也充分证明，
唯有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
探索、勇于开拓创新，才能始终使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
前进。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
享。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逻辑和辩证法。改革开放
的见证者，年近九旬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
高尚全分析说，“改革的目标是人民的福祉，不是为改革
而改革。改革为了人民，人民就有了无限的动力和创造
力，就能够调动各方面参与和推动改革的积极性”。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首次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继
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再次强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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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改革开放的活力源泉
钟经文

白云如练变化万千，蓝天如画纤
尘不染。今年以来，河南商丘的蓝天
数量越来越多，“商丘蓝”不断刷新城
市颜值。近年来，商丘市坚持依法治
污、科学治污、全民治污，大力推进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得
到了全面改善。

商丘市县（区）两级累计投入
1.07 亿元购置环保设备，各类企业、
建设公司累计投入 9000 多万元，用
于建设扬尘、非施工工地治理工作。

商丘市还实行市县乡村定人、定
责、履责、问责的网格化环境监管格
局，把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由中心城区
延伸到各县、产业集聚区、城乡接合
部、重点乡镇（街道），实现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统一部署、统一安排、统一评价
和统一考核。

为彻底治理扬尘污染，商丘市加
强建筑施工、道路施工、拆迁工程、土
地整理等重点扬尘点源排查监管，还
统筹推进“调、改、关、停”等综合措施，
有效减少污染面源。

以“水清、水净、水美”为目标，商

丘加快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确保
污水管网与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同
步建成、同步投运。

让“商丘蓝”变“常态蓝”，需要持
续发力，久久为功。商丘市抓住解决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窗口期，严格落
实扬尘污染“一票停工制”“黑名单制
度”，对不达标的各类工地，依法予以
处罚并责令建设施工企业停工整治，
同时，坚决取缔“黑渣土车”营运，全面
强化拆迁扬尘管控。

“以生态建设高质量助推经济发
展高质量，通过标本兼治治理环境污
染，最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商丘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说。

商丘市还推动清洁能源替代工
程,加快工业污染和废气治理。玻璃
制造、建材、水泥等行业有序搬出城
区，对电解铝企业和钢铁企业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改造，并鼓励炭素
企业试点开展超低排放改造。此外，
商丘完成车用油品质量升级，19606
辆老旧车淘汰任务也在加快推进。

河南商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商丘蓝”刷新城市颜值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张富义

今年，有“煤城”“钢都”之称的河
北省邯郸市的项目建设热潮一浪高
过一浪——五粮液北方灌装基地、中
材风电叶片、中船重工汉光光电产业
园、华耀城等 34 项省重点项目加紧
建设，项目平均投资额度超过 20 亿
元，其中 2 个项目达到 100 亿元以
上。邯郸这个老工业基地，正紧紧抓
住“去劣上优”“减低增高”“无中生
有”重点突破，通过产业置换、产品升
级、科技创新，推进经济由中高速走
向中高端。

“去劣上优”促置换

2017年8月份，运营时间达60年
的邯郸市磁县申家庄煤矿拉下电闸，
正式停产。煤矿矿长李军和他的团队
伙伴退出煤业后，注册了天宝寨景区
旅游公司，流转了花驼、西韩沟等村的
3 万亩荒山，依托独特自然资源建设
旅游景区。在邯郸，这样的产业置换

越来越多。
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和建材生产

基地，邯郸过去把煤炭和钢铁作为城
市支撑产业重点发展，但随着环保力
度加大，占全市经济总量60%以上的
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行业面临着
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腾退环境容量
考验。为此，邯郸拿出了壮士断腕的
勇气，腾笼换鸟。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邯郸市生
铁、粗钢、水泥产量分别下降 25.2%、
17.2%、13.5%。在上百家重化工企业
搬出城区的同时，高新技术、高端装备
制造、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等优势产业
快速兴起。

从2012年开始，邯郸市每年开展
两轮重点项目集中开工、集中签约、集
中观摩活动，截至目前，亿元以上项目
累计开工 1871 个、签约 832 个、观摩
996 个，已形成了签约一批、开工一
批、竣工一批的良性发展格局。

今年邯郸市共获得省重点建设项

目 46 个，较 2017 年增加 13 个，项目
个数居全省第一位，总投资 1851 亿
元。市重点项目数量达到310个，历
年最多，总投资4395亿元。上半年省
市重点项目均超额完成进度目标。其
中精品钢材、装备制造、食品工业、节
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等六大
千亿元产业集群正在形成。特别是现
代服务业突飞猛进，文化旅游业更是
快速兴起，通过对东太行、北响堂山、
娲皇宫、广府古城等景区的兴建和开
发，邯郸全域旅游初具规模。今年上
半年，接待游客3023.44万人次、旅游
收 入 329.09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1.26%、27.99%。

“减低增高”抓精深

河 钢 集 团 邯 钢 公 司 开 发 出 的
1500兆帕超高强度汽车用钢，每平方
厘米可承受 1.5 万公斤的压力，不仅
属于国内首创，在全球也处于领先地

位，让邯钢站到了世界汽车用钢制造
业的顶峰。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开足马力向
精品钢要效益，在最近两年间先后取
得专利 200 多项。2017 年公司开发
新产品 135 个，新产品产量 48.4 万
吨，其中 83 个产品实现批量化生产，
新产品数量同比增长 3.2 倍，新产品
产量同比增长31%。通过精品战略，
邯钢在汽车制造、石油化工、压力容
器、公路铁路桥梁等多个领域大显身
手。2018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2亿元，实现利税20亿元、利润7.7
亿元。

产业精深除了提升产品层次外，
更大的前景在于延伸产业链条。为促
进产业延伸，邯郸大力开展工业技
改。2018年，全市列入省重点技改项
目65个，总投资245.5亿元。尤其在
延伸钢铁产业链条的装备制造业方面
得到了快速发展。

（下转第二版）

河北邯郸：

置换项目优结构 精耕产业上水平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王 翔

12月15日，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安徽金鸿盛电气有限公司的工业机器人在
流水线上工作。近年来，淮北市大力支持“专精特新”产业发展，产量、品质双提
升，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推动转型升级。 方 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