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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深秋，在河北赤城宁堡乡西栅子村的一处
荒坡地上，一片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充满了喜悦之
情：西栅子村肉牛集中养殖项目很快就要建成。

“建成后，这里能存栏200头牛。”赤城县委书
记郭新耀说，项目建成后，将扶贫资金量化给建档
立卡贫困户，可覆盖贫困户85户，将量化资金入股
到合作社，前两年合作社按7.125%年利率给贫困
户发放资产收益，贫困户可实现稳定脱贫。

郭新耀表示，今年赤城县将完成15个养牛场
的建设。集中圈养后，牛场科学养殖，肉牛质量和
产出效益更好，而且村内卫生条件将得到改善。
这15个养牛基地的建设，启动资金全部是碧桂园
集团帮助提供的。为帮助赤城尽快脱贫，碧桂园
集团还在赤城成立了扶贫工作组，安排3位工作人
员住在赤城抓扶贫工作。

扶持养殖和种植产业，服务好北京市场，是赤
城的发展举措之一。2018年，赤城县按照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和首都“两区”建设定位，落脚在发
展蔬菜和生态旅游业。目前，在这个山城小县里，
供给北京瓜果蔬菜肉禽的种植养殖基地逐渐走上
正轨，主打青山绿水小山村路线的旅游基地也在
火热建设中。

位于样田乡双山寨村的赤城现代农业示范
区，门口挂着京赤科技扶贫示范园、京冀农业科技
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北京科特派（赤
城）工作站、海淀区扶贫产业园物流网项目等牌
子。近4000平方米玻璃连栋温室、572平方米日
光温室内，各种稀奇蔬菜和新式种植方法让人大
开眼界。鳄鱼南瓜、奶油黄瓜、陇椒等特色蔬菜市
场少见。套种木耳、苹果、中药材全部采用无土栽
培。所育的生菜苗、白菜苗采取潮汐式、水挡式等
水培方式。种植方式更是运用发吊引式、围挡式，
生菜也挂在墙壁上。

“看到没有，这个辣椒叶子上有虫害，虫子连
吃带喝的，把叶子毁成这样了。”赤城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张广明指着办公室里投影屏幕上方的一片
黄叶说。借助于全县15个扶贫产业园参与的物联
网建设，通过手机登录网络平台，可以随时随地查
阅图像及监测数据，进行统一监控和管理。

郭新耀介绍，赤城与农业农村部、北京市科
委、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河北省科技厅等对接，在
全县范围实施“一站六中心”科技扶贫工程，让先
进的科学技术、研发成果、栽培模式、科技装备在
赤城集中展示，让先进的科研成果在赤城进行转
化、孵化和推广。如今，为给北京输送错季净菜，

赤城蔬菜产业园区由2017年底的10个增至目前
的18个，全县18个乡镇都建有千亩以上的蔬菜、
瓜果园区。

曾经的“空心村”，今天也成了“香饽饽”。赤
城县域面积位居河北省第四位，山势延绵、森林茂
密、山谷清明，拥有良好生态资源和区位优势，加
上冬奥会的契机，得到了首农集团、国奥文投的
青睐。

走进县城西南的赤城镇浩门岭村，东西两边
新旧对比十分明显。东边成片废弃的老屋灰暗破
烂，风雨侵蚀下的梁柱和房门勉强支撑。西边新
建起的铭悦乡居民宿，采用了灰瓦白墙风格，清新
雅致，屋内也整洁明亮。

“这个村有192户424人，常住37户68人，空
置率高达69%。”国奥文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大庆
说，由于这里优质的生态环境和大量的闲置宅基
地资源，公司选中这里实施冬奥乡居小镇项目，带
动整体搬迁治理。今年4月份开工，规划民宿酒店
300套，明年全面建成运营。

仅仅借助这一个项目，浩门岭村的村民就可
以拿到多重收益。郭新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
是签订宅基地流转协议后，可获得每平方米70元
的一次性现金补偿；二是25年后，企业返还村民建
筑面积不少于80平方米的房屋院落，村民可选择
将院落以 10 万元价格续租给企业至 50 年；三是

50年后，企业将全部土地和资产返还村集体，村民
按比例享有股权。此外，项目可解决当地村民70
人至 100 人就业，并吸纳村民以土地入股参与企
业分红，带动全村脱贫致富。

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赤城与首农集团、国奥
文投等公司合作，采取易地搬迁、联村并建、整治
提升和宅基利用等方式，市场化加快推进61个“空
心村”治理，海陀小镇、童话小镇、新雪国等 10 个
特色小镇建设如火如荼。

多年来，赤城这个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京北
水城”“塞外明珠”，虽与北京一山之隔，但当地群
众的口头禅却是“翻过一座山，收入差两番”。为
跨过贫困这座“高山”，赤城人民在服务首都中找
准脱贫发力点。

2014年，赤城有贫困村272个，建档立卡贫困
户 32076 户、68242 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28.2%。
短短几年，赤城以攻城拔寨之势，打了一场产业脱
贫攻坚战，2018年，135个村、11359人精准脱贫出
列，贫困发生率降至2.69%。

“去年，我们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有4000户
收入过万元，低于4160元的仅剩下1700户，全县
农村人均纯收入达10700元，比2017年增长11%；
全县个人存款达102亿元，比2017年净增了14.6
亿元。这些收入的60%来自经营性、产业性、工资
性收入，只有40%来自财政转移支付。”郭新耀说。

河北赤城发展蔬菜和生态旅游业，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

建好菜园和花园 百姓收入更多“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1994 年 12 月 14 日，经过长达
数十年论证的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动
工，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
电枢纽工程。

三峡工程凝聚着几代中国人
的梦想。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
方略》中就提到建设三峡工程一
事。20 世纪 50 年代，在不到 5 年
的时间里，毛泽东为三峡工程和长
江水利建设问题，先后 6 次咨询当
时 的 长 江 水 利 委 员 会 负 责 人 。
1982 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
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
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看准了就下
决心，不要动摇。

1984 年，经过国务院 16 个部
委和鄂湘川 3 省以及 58 个科研施
工单位、11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审查
通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蓄水位
为 150 米的三峡方案。1992 年 4
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
过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决议。其
中，引人瞩目的是决定修建高程
185米的三峡大坝。

三峡工程可以发挥防洪、发电
和促进航运事业发展的作用。其
182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 847 亿
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
主体工程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坝
体混凝土浇筑总量为1600多万立
方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
重力坝。

建设者们牢记党和人民的重
托，通过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
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摸索了一套科
学的施工工艺和管理制度，解决了
一系列技术难题，创造了100多项
世界之最，以对国家和历史高度负
责的精神，谱写了世界大坝工程史
上新的纪录，创造了建筑史上的
奇迹。

2006 年 5 月 20 日，全线浇筑
达到 185 米高度的三峡大坝建成。
自此，气势雄伟的三峡大坝矗立西
陵峡谷，毛泽东“更立西江石壁，截
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伟大预
言终于成为现实。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高 峡 出 平 湖

以岗位为课堂，勤奋学习，矢志创新。这是天
津港人眼中的孔祥瑞。

作为人们熟知的全国劳动模范，40多年来孔
祥瑞从一名港口工人成长为一名“蓝领专家”。他

组织实施了220多项技术创新项目，获得10项国
家专利，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亿元。

这些年来，天津港的货物吞吐量飞速增长，已
经从千万吨跃升至超过5亿吨，如今正在向世界
一流的绿色智慧枢纽港口迈进。

“以前设备跟不上，压船是常事，眼看着门机
出故障自己却不会修，心里甭提多着急了。”孔祥
瑞说。

门机设备是保障港口生产、提高装卸效率的
关键设备。从事装卸工作以来，孔祥瑞就把门机
的基本性能和所有技术参数烂熟于心，每天记录
设备运行状况，发现问题随时向专业维修人员讨
教。几年下来，孔祥瑞不仅能操作，还掌握了维修
技术。

“可以没有文凭，但不能没有知识。”孔祥瑞就
这样把生产现场当课堂，把同事当老师，把死知识
变成了活知识，又把活知识变成了真本事。

2001年，在天津港建设亿吨大港的过程中，

孔祥瑞所在的装卸队承担了2500万吨货物的装
卸任务。设备还是这些设备，人还是这些人，可任
务量却增加了近30%。

孔祥瑞组织技术骨干集体攻关，通过“抓斗起
升、闭合控制合二为一”的创新，成功挤出了15.8
秒，每台门机平均每天多装卸480吨，使全年装卸
任务完成了2717万吨，超过预定目标。这一操作
法推广到天津港各码头。

2006年天津港“北煤南移”战略加快推进，孔
祥瑞踏上了新岗位。在天津港南疆港区，他迎来
了世界最先进的煤炭连续作业生产线。在没有先
例借鉴、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孔祥瑞主动请缨，勇
于担当，组织编写了全国港口第一本系统设备故
障维修技术指南，将日常保养和维修的442项做
法加以总结归纳，供一线工人解决“疑难杂症”，实
用性强，深受欢迎。

2012年，天津港成立了“孔祥瑞劳模创新工
作室”，负责难题攻关，培养后备力量。身教重于
言传的孔祥瑞，在天津港带出了一批年轻的“港口
工匠”和技术能手，他用自己的成就证明了知识型
工人的价值。

孔祥瑞获得过种种荣誉称号，但他还是始终
保持着拼搏向上、创新不服输的精神。如今已经
退休的孔祥瑞，仍不余遗力地把自己多年来的技
术、经验传授给一线职工。

本报讯 记者蒋波、通讯员龙
步青报道：10月25日至27日，第十
一届徐福故里海洋文化节暨 2019
赣榆发展大会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
区举办，签约项目 23 个，计划总投
资151.6亿元。

本届徐福节在聚焦挖掘徐福
文化、扬帆“海上丝绸之路”、聚焦
经济文化主题、不断创新内容形
式、聚焦深化经贸合作、加强对外
交流交往等方面精心谋划，分别举

办了首届中国赣榆徐福文化创意
产品展览会、招商推介会、2019 年

“智汇海州湾”科技人才赣榆行暨
海洋产业发展论坛、赣榆区农产品
展销会、2019 幸福乡村主题论坛、
中国乡村电商峰会等多项活动，充
分展示徐福文化的魅力和赣榆
特色。

据悉，徐福节从1990年开始举
办，已成为赣榆经济文化对外交流
的桥梁纽带。

本报兰州10月28日电 记者
李琛奇报道：10月28日1时56分，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发生
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地震发生后，甘肃省委、省政府
和应急管理部等迅速组织开展应急
救援、灾情核查等工作。甘南州各
级各有关部门全面开展抗震救灾各
项工作。州政府启动Ⅲ级应急响
应，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相应
工作组，州县乡镇工作人员立即深
入震区调查核实灾情，组织群众紧
急安全避险，防范余震，各寄宿制学
校将学生转移安置至安全地带。甘
肃省应急管理厅启动Ⅱ级应急响
应，紧急调用救灾帐篷200顶、折叠
床600张及防寒棉被、配套取暖设

备等相关救灾物资安置灾区群众。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省森林消防
总队紧急出动兵力105人、24辆车
赶赴灾区开展救援活动。甘肃省地
震局派出的工作队连夜赶赴地震现
场开展灾害调查、烈度评定、损失评
估，并指导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
置。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已安排兰州
大学第一医院6名省级医疗专家指
导伤员救治工作。

记者从甘南州有关部门获悉，
截至 28 日 18 时，此次地震共造成
夏河县13个乡镇2097户群众房屋
不同程度受损，造成合作市 788 户
1975人受灾，1192间房屋一般性受
损等。详细灾情仍在进一步核查
统计。

甘肃夏河县地震救援工作有序开展

潍柴集团董事长谭旭光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当选全国劳动模范、齐鲁时代楷模等，连续四
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8年，谭旭光临危受命，担任潍坊柴油机
厂（潍柴集团前身）厂长。20多年来，他带领潍柴
砥砺前行，将濒临破产的潍柴打造成为享誉全球
的装备制造业企业，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潍柴速
度”“潍柴奇迹”。

多年来，无论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如何变化，无
论行业如何起伏，谭旭光带领潍柴集团，聚焦实
业，紧盯主业，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站在行业发
展前沿。从填补我国空白的6160中速柴油机，到
斯太尔重型车用发动机，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
补了国内空白的蓝擎重型高速发动机，再到改变
了我国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局面的发动机“大脑”
ECU电控系统，潍柴不断推动中国制造加速向中
国创造迈进。

1998年，面对内外交困、濒临破产的严峻形
势，谭旭光以强烈的危机意识、非凡的胆识勇气，
顶住压力，大刀阔斧推进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

度改革”，大幅精简机构，全员竞争上岗，改革分配
制度；推进“三三制产权改革”，聚焦主业，剥离副
业，轻装上阵，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2004年在香
港上市，成为内燃机行业首家在港上市公司，成功
打通了国际化渠道，成为国企改革的先行者和成
功典范。

面对世界产业转移和新技术革命的重大机
遇，谭旭光带领潍柴面向全球整合资源，推动企
业实现了全球化布局，掌握了高端液压、大缸径
高速发动机、低排放天然气发动机、高功率密度
发动机等核心技术，打破了国际技术垄断，为我
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补齐了关键技术短板。
深耕“一带一路”，在缅甸、白俄罗斯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实施当地制造、技术输出和国际产
能合作，全球布局产业，海外收购企业 5 年全部
盈利。

谭旭光带领潍柴集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瞄准产业技术前沿，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引领
中国装备掌控核心技术、迈向世界高端。先后在
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设立全球协同研发基地，
搭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卡
车动力总成众创空间等众多顶级创新平台，在科
技创新领域不断冲破封锁，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
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谭旭光：心无旁骛专攻主业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潘月杰

2019赣榆发展大会举行

孔祥瑞：“蓝领专家”坚持创新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孔祥瑞（中）。 新华社发

谭旭光（左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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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范围逐步扩大

今年12月，国务院将在国内18
个自贸试验区全面推行“证照分离”
改革，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全
覆盖清单管理。这颗即将在全国生
根发芽的种子，最早萌芽就在上海。

“证”指的是具有行政许可性质
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照”指的是工
商营业执照。虽然目前开办企业拿
营业执照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但
是实际上企业拿到营业执照后还要
办很多证，才能真正开始营业，即

“准入不准营”。推行“证照分离”改
革就是要解决“办照易办证难”“准
入不准营”等问题。

2015年，国务院决定在上海浦
东新区开始试点对部分涉企经营事
项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对所有涉
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全覆盖清单管
理，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
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
4种方式分类。

“证照分离”改出了自贸区速
度，从名称库选名的企业新设及变
更当场办结，需要核名的企业新设
2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实现5个自
然日内拿证，首次进口非特殊用途
化妆品审批改为备案，时间从改革
前 3 个月至 6 个月减少到 3 个工作
日至5个工作日。

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通知，
在全国范围内对第一批106项涉企
行政审批事项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
求，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
验区暂时调整实施 6 部相关法律，
为改革“开道”。

全国范围的“放管服”改革，再
次提速奔跑。

创新事中事后监管

“放管服”改革是为了优化营商
环境，既要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降
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也要
强化政府事中事后监管责任。目
前，我国已有超过1亿市场主体，新
模式新平台层出不穷。如何有效监
管海量市场主体成为新课题。

为此，我国推行了企业年报制
度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制度，建
立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利
用信用监管，管出公平公正公开的
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

2017 年 12 月，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全面建成。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先后与几十个部门会签

《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
工作实施方案》，全力打造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全国一张网”。现在，这
张网已经成为查询企业信息的主要
平台，数十个部门的联合惩戒对不
法经营者、违规经营者构成巨大压
力。数据化、网络化的新型监管模
式，为创新事中事后监管、营造良好
市场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6月30日，2018年度全国
企业年报公示工作顺利结束。全国
应当报送公示 2018 年度年报的企
业 3258.43 万户，已经报送公示的
2980.47 万 户 ，年 报 公 示 率 为
91.47%。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企业年报率均超过85%，
高于商事制度改革前企业年检率。

世界银行在最新发布的《全球营
商环境报告2020》中，把中国列为过
去一年世界上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
高的10个经济体之一。目前，我国
营商环境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比
去年提升15位，跻身全球前40，在全
球190个经济体中居于前列。相比
2013年的第96位，已提升65位。

京赤科技扶贫示范园绿色连廊的藤架上，长柄葫芦十分新奇。示范园的玻璃连栋温室、日光温室里，
人们利用现代化农机设备和先进技术，开展蔬菜新品种的育苗工作。 本报记者 潘笑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