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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从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鹿马登乡的高
山上搬到县城江西安置点才半年，45岁的
结布邓发现，一家人的生活已经全变了——
告别“四只脚”的木楞房，住进家具家电齐全
的新楼房；妻子在社区当保洁员，他当护林
员，儿子在县城找到了工作；山上的草果和
茶叶每年还有1万多元的收入。

近年来，怒江州把打赢深度贫困户脱贫
攻坚战作为头号工程，目前全州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贫困村达
到退出标准，可以如期实现脱贫摘帽。

进城变市民 下楼就开工

“从没想过在家门口变成了工人。”35
岁的杨秋菊在制鞋车间里感慨，一年前，她
的家还在兔峨乡山坡上，“推开门四面是山，
家门口还是土路，只靠种玉米、土豆生活。”

搬迁进城后，今年6月份，杨秋菊来到怒
江兰会鞋业公司永昌社区的扶贫车间工作，
几天就学会了制鞋围边技术。现在，杨秋菊
当上了班组长，还不时给新员工做指导。

兰坪城区易地搬迁安置点有5个社区，
2019 年底，县里引进兰会鞋业落地安置
点。280多名搬迁群众通过培训后进入鞋
厂就业，获得了稳定收入。

为挪穷窝、断穷根，怒江10万贫困群众
搬出深山，迁入城镇社区，村民变市民。

在福贡县鹿马登乡阿路底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几十位妇女在群发民族服饰就业
工坊里忙碌，傈僳族传统的手织布在这里被
设计制作成款式多样的服饰。2019年，工
坊实现收入460余万元，带动218户脱贫。

立足实际，怒江引进发展了一批服装、
制鞋、棒球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建设了41个
扶贫车间，让“楼上居住、楼下就业”成了搬
迁群众新的生活方式。

科技进峡谷 产业更兴旺

泸水市老窝镇老窝村里，去年种下的柑
橘苗已长到一米多高，阳光下欣欣向荣。

2019年2月，云南省农科院李进学博士
作为云南省委下派怒江脱贫攻坚工作队的

一员来到村里，发现老窝镇种植的柑橘品种
老化、管理不到位，收益甚少。“作为科技人
员，我们要把最先进的种植技术教给农户。”

多方引荐和推动下，2019年9月，拼多
多平台在老窝村建设80亩标准化柑橘基
地，帮助村里132户贫困户入股组建泸水橘
橼种植扶贫专业合作社。仅仅一年，他们种
下的小苗长得比3年前种下的还高。“过去
种树一个坑、两桶水，现在科技种田学问可
大了。”贫困户杨凤康充满期待。

目前，“多多农园”种植的柑橘面积已经
扩大到300亩。“等到盛果期，亩产可达3吨，
估计每亩净利润1万多元。”李进学说。

从单一的土里刨食为生，到发展生态产
业，怒江州群众的增收更加多样。

绿水伴青山 生态是靠山

2018年，在怒江州科技局工作的张朝
江随驻村工作队进驻泸水市鲁掌镇三河
村。这个高黎贡山深处的村子鸟类众多。
爱好摄影的张朝江萌发了新念头。“我去过
保山市百花岭拍摄鸟类，发现观鸟也能拉动
地方经济发展。怒江奔腾在高黎贡山，这么
好的生态资源为什么不行？”

近一年调研后，张朝江帮三河村得到了
建“鸟塘”试点的机会。他在村里建起了15
个“鸟塘”，2019年1月以来，共吸引来全国
各地摄影爱好者4300多人次。

村民密波四作为一名鸟塘“塘主”，除了
出租地块获取分红外，他还为游客提供运
输、送餐、住宿等服务，能收入1万多元。

高山峡谷占据了怒江98%的土地，可
78.08%的森林覆盖率和良好的自然资源，
恰是怒江的生态优势所在。

福贡县匹河怒族乡老姆登村坐落在峡
谷东岸陡坡上，这个可远眺大峡谷、欣赏“皇
冠山”的怒族村寨眼下成为摄影家采风和自
驾游客向往的“美丽村落”。如今，村里相继
建成了20多家客栈，旅游成了支柱产业。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曾经为山
所困，而今天的怒江儿女却深谙他们生活与
守护的这片生态宝地，未来一定会是他们增
收致富的幸福“靠山”。

“天上的线、地上的车”是胡同治理两大难题。
然而，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西总布胡同，“胡
同里不停车”成了当地居民的共识，如此一来难题
便迎刃而解。长久坚持下来，让胡同居民过上了静
谧安稳的慢生活。

从热闹的东单北大街向东拐进西总布胡同，没
有机动车乱停在道路两侧，人行道宽阔整洁。路边
空地见缝插针的口袋花园，给胡同增添了几分
色彩。

家住胡同里的王凤如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
代，这条毗邻“银街”的小巷子成了小商小贩的“天
堂”，“开墙打洞就不说了，有的餐馆大张旗鼓地在
门前街道摆上桌椅做起了生意”。

你圈我占之下，5米宽的胡同就剩下2米来
宽，人车争道，十分危险，摆摊经商小贩的叫卖声
则让居民们苦不堪言。西总布胡同全长754米，
有44个院子，2300多名居民。密密麻麻停在巷子
两侧的机动车，使行人进出只能在车缝里侧身
行走。

“有些到协和医院看病的人把车停在这儿就走
了，再加上来西总布小学接送孩子的车辆，整个胡
同被堵得水泄不通。有些老年人都不敢从胡同西
口出入。”西总布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福浩说。

转变从2017年开始。当年4月，西总布胡同
启动了疏解整治提升工程，419条、147公里的架空
线全部埋入地下，122根线杆被拔除；胡同内杂乱
商铺从37家减少至6家正规店铺。其间，通过挨家
挨户走访，社区街道摸清了胡同里居民的停车
需求。

为了给胡同里的私家车找个妥善的停车地，街
道城市管理办公室与胡同南侧的中国妇女儿童博
物馆积极协商，在博物馆附近的断头路规划停车
位，车位总数增至148个。街道城管办科长张晶告
诉记者：“停车场正好在胡同中间，符合条件的居民
每个月只需交350元的停车费。”

2018年4月11日架空线入地工程结束后，西
总布胡同第二天就开始试行不停车。“从架空线入

地施工，我们就开始值班。”退休后，王凤如成了停
车自管会负责人，试行不停车后，他们每天排班巡
逻劝导车主。“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把街道主任、
交警、民警、城管、物业的都拉进来了。发现问题直
接发到群里，各部门根据情况研判处置。”

“现在大家都认可我们的工作。”家门口的小
巷，王凤如已经走了60多年，如今每天生活在天朗
地净的社区里，“环境好了，胡同静了，心情也更愉
悦了”。

西总布胡同只是东城区以停车治理带动交通
环境改善的一个案例，苏州社区·崇内片区的3座
立体停车楼目前已建设完成，首个“不停车街区”
在王府井附近启动。近年来，东城区印发《南锣鼓
巷历史文化街区停车规划》《东城区共享停车指导
意见》《东城区停车规划三年行动计划》等与停车
管理相关的文件，通过增建停车场、提高道路停车
电子收费设备覆盖率方式，打通交通管理的“任督
二脉”。

老胡同里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新产业 新日子 新跨越
——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兰坪县、福贡县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 曹 松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
滩变良田……”提起新疆，这大概是不少人脑海里
下意识就回响起的优美旋律。而如今的新疆已大
不一样，不仅大美，更有巨变。

近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
来，新疆抢抓历史机遇，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掘与
8国相邻的区位优势，全面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与
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气质越来越浓，高
质量发展的颜值越来越高。

君不见，古丝绸之路上的点点驿站，已进化为
“一带一路”上的条条通道；悠扬清脆的声声驼铃，
已变换为中欧班列的阵阵汽笛；迤逦蜿蜒的沙漠古
道，已蜕变为四通八达的立体网络。新疆，正用实
际行动传唱千年的丝路之歌，续写更为动听悦耳的
新乐章。

市场主体唱主角

在新疆采访，这样的趣谈让干部群众津津
乐道：当地的一种面包里，能吃出3个国家的味
道——俄罗斯的小麦，乌兹别克斯坦的干果，还有
中国的技术。这背后，恰是各国各类市场主体在尊
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相互联通的结果。

9月10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的
馕产业园内，几十个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的师傅，
正在炙热的馕坑前热火朝天地打着馕。核桃馕、
葵花馕、风车馕、巴旦木馕……形形色色的新疆
馕，在师傅们灵巧的手中，成形、下坑、出炉，虽然
戴着口罩，记者都能闻到扑面而来的馕香。

据霍尔果斯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永宁介绍，作
为多个民族的主食，馕在新疆受欢迎程度真不一
般。正因如此，当地以政府搭台、企业运作的模式，
募资1.5亿元，兴建了霍尔果斯馕产业园。“就在前
两天，产业园就出口了一批馕、列巴到哈萨克斯坦
等国，出口额近70万元。”张永宁兴奋地说。面粉、
干果等原料来自国外，成品相当一部分出口国外，
霍尔果斯馕产业园相关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尝到了甜头。

除了“两头在外”，还有不少企业利用自身优
势，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寻找商机。
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例。

艾培丽一家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市。几年前，那里限电、停电时有发生。回忆起过
去生活的情景，艾培丽仍历历在目：“经常停电，尤
其是冬天，限电是常有的事。”

随着由特变电工承建的“达特卡—克明”输变
电工程的竣工，比什凯克市民彻底告别了限电的日
子，开始享受城市夜生活。他们将这一工程称为来
自中国的“幸福工程”。中国企业在市场化运作中，
赢得了客户，赢得了口碑。

中欧班列“加速跑”

没有物流，再好的货也运不出来。动辄几千公
里乃至上万公里的路程，货物如何在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来去自如？答案就是中欧
班列。

2011年3月19日，我国首列中欧班列开出。
作为中欧班列西部通道的重要节点，阿拉山口市见
证了中欧班列的“加速度”。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阿拉山口海关关长王传杰对这些数据如数家珍：

“从第一列中欧班列到2018年6月突破5000列，
用了7年；从第5000列到2019年9月突破10000
列，只用了1年零3个月；而从第10000列到如今近
15000列，还不到一年。这里面，还受到了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

增加的不只是班列数量，中欧班列的辐射面也
在不断扩大。从业逾7年的火车司机谢恒对此深
有体会，“我驾驶的中欧班列最初目的地，只有哈萨
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而现在，我最远开
到过意大利和德国”。这不只是谢恒的个人感受。
近年来，杜伊斯堡、汉堡、华沙、马德里……途经阿
拉山口口岸的中欧班列的目的地名单越来越长。

按照国际惯例，一列中欧班列需集结41组以
上集装箱才能开行。中欧班列运行早期，由于种种
原因，常常是“去时满满，回时空空”，增加了运行成
本，影响了运行效率，一度颇受诟病。而这一切，也
已发生了改变。

据阿拉山口综保区管委会主任皮履屏介绍，今
年1月至8月，经阿拉山口的中欧班列，首次出现了
进口货运量超过出口货运量的情况。“虽然只超了
10万吨左右，但这个数据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与之对应的是，目前返程中欧班列的载货率，已由
2014年的9.1%提高到了如今的95.8%。”去时满
满，回程满满，提起这个，皮履屏的脸上写满了
自豪。

持续注入新动能

“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是新疆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西出通道上的核心区建
设的重要抓手。核心区建设成色几何，关键在此。
同时，这项工作也为“一带一路”注入了更多新
动能。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田
文介绍，“一港”是指乌鲁木齐国际陆路港，“两区”
是指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喀什经济开发区，“五大
中心”即指在新疆向西的陆路通道上，以乌鲁木齐
为核心，建设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文化科
教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以及覆盖中亚的医疗服务
中心。而“口岸经济带”，则是依托19个国家级对
外开放口岸，大力发展进出口商品加工产业、边境
（跨境）旅游、边民互市贸易、电子商务等外向型经
济。目前，各项工作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记者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智能场站平台的显
示大屏上看到，全国中欧、中亚班列的运行情况一
目了然，车号、箱号、仓号、货品名称、重量等信息清
晰可见。

据介绍，以前的电子国际联运单都是手写，到
一个国家就要翻译成当地文字，既耽误时间，又容
易出错，还不具备金融属性。在智能场站平台上，
仓单在境外换单时系统后台就可以自动进行多语
种翻译，提高了通关效率，还让陆运铁路仓单具备
了金融属性，可以成为抵押凭证，用来向银行贷
款。可以预见，随着场站平台的智能化提升，更多
的便捷将触手可及。

在新疆干部群众心中，两个市场给了他们极大
的勇气和底气。新疆作为东联西进的重要战略支
点，背靠着14亿人口的国内市场，面向着13亿人
口的欧亚市场。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豪情一定能助
力新疆在新的征程中再谱新篇。

（采访组成员：姜 帆 张 双 胡文鹏 李
彦臻 江 蓝 执笔：胡文鹏）

奔跑在开放前沿
——新疆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对外开放纪实
本报新疆采访组

本报成都9月21日电 记者刘畅 顾
阳报道：第八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
博览会21日开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创新、
开放合作”为主题，旨在搭建展示创新成果、
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第八届科博会设四大主题展馆、24个
展区，集聚来自海内外的582家企业和机
构，1800余项参展展品。会上，全国首个

“AI+云博览”平台同步亮相，用5000余个

3D模型打造的“云展馆”将360度展现科技
城魅力。同时，本届科博会将举办中国绵阳
科技城创新发展论坛、新型显示产业创新发
展论坛、“5G+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等一系
列线下活动。

自2013年创办以来，科博会已连续成
功举办七届。科博会累计有60余个国家和
地区、5000余家单位参展参会，已成为四川
省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第八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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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
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定实施
扩大内需战略，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加快推动新型消费扩
容提质，努力实现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意见》提出，经过3—5年努力，促进新型消费发展的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到2025年，培育形成一批新型消费
示范城市和领先企业，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比重显著提高，“互联网＋服务”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得到
普及并趋于成熟。《意见》明确提出四个方面15项政策措施：

一是加力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进一步培育壮大
各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有序发展在线教育，积极发展互联网
健康医疗服务，鼓励发展智慧旅游，大力发展智能体育，创新
无接触式消费模式。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消费双向提速，支持
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线下延伸拓展，引导实体企业更多开发数
字化产品和服务。鼓励企业依托新型消费拓展国际市场。

二是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建设。加
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5G网络、物联网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优先覆盖核心商圈、重点产业园区、重要
交通枢纽、主要应用场景等。完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网
络。大力推动智能化技术集成创新应用。安全有序推进数
据商用，更好为企业提供算力资源支持和优惠服务。规划
建设新型消费网络节点，着力建设辐射带动能力强、资源整
合有优势的区域消费中心。

三是优化新型消费发展环境。加强相关法规制度建设。深
化包容审慎和协同监管，强化消费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跨部门协
同监管机制。健全服务标准体系，推进新型消费标准化建设。
简化优化证照办理，进一步优化零售新业态新模式营商环境。

四是加大新型消费政策支持力度。强化财政支持，研
究进一步对新型消费领域企业优化税收征管措施。优化金
融服务，鼓励银行等各类型支付清算服务主体降低手续费
用。完善劳动保障政策，促进新业态新模式从业人员参加
社会保险。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培育壮大新
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新型消费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监测评估，注重宣传引导，细化实化政策措施，优化制度
环境，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最终消费，为居
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21日来到中国科技馆，
参加2020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

刘鹤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和科学普及，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
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
等重要的位置。要大力加强科普工作，着力构建
社会化科普工作新格局，出版更多更好介绍科学
家及科学问题的通俗读物，发展科普教育产业，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中医文化博大精深，要加强
中医教育，发挥好中医作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中，要继续发挥好科技战疫的关键作用，对实践
中总结的具象化经验进行抽象提炼。在参观中，
刘鹤与国家级贫困县基层科技工作者代表进行
了视频连线，充分肯定了广大基层科技工作者助
力精准脱贫的成绩，强调要在发挥科技潜力的过
程中提升科研能力。

刘鹤最后强调，要通过科普更好激发青少年

和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一代爱科学、有梦想、有
潜力、有希望的科技创新青少年群体。全社会各
方面要更加重视科普工作，为推进建设科技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
努力。

今年全国科普日以“决胜全面小康、践行科
技为民”为主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
席万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北京市负责
同志参加北京主场活动。

刘鹤参加2020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9月20日拍摄的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首个“不停车街区”东四九条。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首个
“不停车街区”东四九条日前正式亮相。走进东四九条，路面宽敞、通畅、整洁，满眼的绿色植物，使青砖灰
瓦的胡同恢复了老北京的生活气息。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