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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雪域高原，天朗气清、牛羊肥
壮、青稞飘香。不久前胜利召开的中央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让高原各族儿女
倍感振奋、斗志昂扬。

布达拉宫广场上，参加国庆升旗仪
式的少年旦增念扎神采飞扬、步伐坚定；
藏东深山峡谷中，正在盖新房的老人贡
松格来精神矍铄、笑容满面；藏西康乐新
居里，从措勤县举家搬来的青年石确塔
布工作稳定、心情舒畅……在西藏120多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350多万高原各族
儿女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奋力奔
跑在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
大征程上。

加强民族团结工作、聚焦脱贫攻坚、
瞄准改善民生、盯紧高质量发展、坚持绿
色发展，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
历史性成就，民生持续改善，人民幸福
感、安全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民族团结深入人心

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玛村，
一棵棵茂盛的青杠树下，刘海正带着村
民给灵芝除草。

刘海是吉隆县热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灵芝种植基地技术员。在当地政府扶
持下，热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了“公
司+基地+合作社+贫困户”的经营模式，
吸纳了数十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近就
业，很多村民学会了灵芝种植技术。

西藏先后引进200多户种养大户、致
富能手与80多家种植养殖企业到西藏创
业兴业，吸引了1000多名有一技之长的
其他省份群众与西藏3000多名群众结
成对子。

同时，在援藏项目的支持下，西藏普
通农牧民也有了更多机会走出高原学习
技能。昌都市贡觉县莫洛镇幸福村的阿
夏，2016 年入职藏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2017年在对口支援的东风集团帮助
下，阿夏被选派到天津、呼伦贝尔等地进
行了一年多的培训学习，掌握了最新的
养殖技术。回到贡觉，他逐步成长为公
司旗下阿旺绵羊繁育基地的副厂长。“在
学习过程中，我不仅掌握了先进技术，更

交到了不少好朋友。我们要更加努力，
争取早日步入小康。”阿夏说。

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成为生活在这片高原上人们的
共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到西藏兴业
创业，许多西藏的高校毕业生到外地就
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今
年5月，《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区创建条例》正式施行。

创造脱贫攻坚奇迹

西藏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制定
出台脱贫攻坚综合规划、专项规划和一系
列政策措施，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各领
域的“1+N”脱贫攻坚政策体系，构建了专
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金融扶贫、
援藏扶贫“五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在山南市扶贫产业项目山南藏贴尔
手工业残疾人福利有限公司内，36名残疾

人正在缝纫机前专心致志地干活。17岁
的阿旺拉姆经山南市残联推荐一年前来
到该公司当上了学徒。现在她已经能制
作各种产品，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工资。

2016年以来，西藏累计投资360余
亿元，实施扶贫产业项目2661个，培育产
业化龙头企业145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组
织1万余家，带动23.8万贫困人口脱贫，
受益农牧民群众超过70万人。

除了把生产扶贫作为主攻方向，西
藏还把易地搬迁扶贫作为关键之举，
2016年以来，建设了975个易地扶贫安
置（区），累计搬迁26.6万人。

2017年，来自那曲市安多县扎仁镇
十村的格桑其美一家搬到了位于拉萨市
当雄县羊八井镇的彩渠塘村。这是一个
精准扶贫风湿患者集中搬迁安置项目，
配套建设了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风湿病防
治研究羊八井基地，并将温泉水引入搬
迁户家中。搬来后，在有效医治的同时，
格桑其美经常泡温泉，风湿病有了明显
缓解。格桑其美还在附近的蓝色天国羊
八井地热旅游区找到了工作，每月有
4500元收入；妻子旦增卓玛则开了一家
茶馆，每年有近万元收入；两个孩子也在
附近学校上了学。 （下转第二版）

雪域高原绘就新画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代 玲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
谈会时提出，科技事业发展要坚持“四个面
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
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这为我国推动创新
驱动发展、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指明了方向。

4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科技事业发
展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四个面向”是在“三个面
向”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了创新突破。新增
的这个面向，就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充分
体现了我们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
理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党始终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首先考
虑尽最大努力防止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生命：
从刚出生的婴儿，到年逾百岁的老人，我们一个
患者都不放弃；从最优秀的医生，到最先进的设
备，我们集中医疗资源全力救治。

在这场伟大抗疫的实践中，在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融入每个抗
疫行动中，科技这个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得到
了最有效的应用。医学、药学、生物学，计算机、
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不同学科、不
同领域的科技力量都被凝聚起来，最大限度地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相信科学、尊崇科学、依靠科学，才能有效
遏制疫情蔓延。党和政府把科学精神、科学态
度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
治理等各个环节：中国第一时间分离鉴定出病
毒毒株并向世界共享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
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中国实行中西医结合
治疗，先后推出八版全国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筛
选出“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的中药西药和治疗
办法；中国已有4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三期试
验阶段，占全球三期临床试验总数的44%。

新冠肺炎疫情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治理的
一些短板和不足。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疑
难重大疾病，医疗资源不足会给人民群众带来
生命健康威胁。这警示我们，要把“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作为科技事业发展的新方向。

从“三个面向”到“四个面向”，标志着“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已经上升到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同样的高度。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健康。科技工作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必须聚焦人民关心的重大疾病防控、食品药品安全、人口老
龄化等重大民生问题，加大对医疗卫生领域的科技投入力度，加强对公共卫
生事件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加快生物医药、医疗设备、健康、环保等
领域的科技发展，依靠科技创新建设低成本、广覆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体
系，发展低成本疾病防控和远程医疗技术，让科技为人民生命健康保驾
护航。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科技事业发展添了新方向。这必将推动生命健康
相关科学研究迈上新台阶，带动生命健康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并进一
步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健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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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市”，不设乡镇、没有街
道，直接“市管村居”，在我国县级行政区
域中独一无二。这就是浙江温州龙港市，
到今年9月25日刚满一周岁。

上世纪80年代，龙港因为农民自费
造城的创举轰动全国，被誉为“中国第一
座农民城”。因改革而生、伴改革而长的
龙港，发展的每一步都烙上了改革开放的
印记。

1984年，温州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
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港口建设摆上重要议
程。苍南县委、县政府申请在鳌江口建设
龙港镇，得到了浙江省委的批准。当时的
龙港镇，灯不明、路不平。放眼望去，除了
矮屋就是荒滩，贫穷又落后。

“建设最需要的是人。”年过八旬的第
一任龙港镇党委书记陈定模回忆说，在长
期实行严格户籍管理制度的年代，人口流

动是个“禁区”。为解决落户难题，龙港以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允许农民自理
口粮到集镇落户”为依据作出决定：凡在
龙港镇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
可自理口粮迁户口进镇。1989年，龙港
人口增至4万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由
此得名。

如今的龙港，论体量，早已超出1个
“镇”：常住人口38万余人；2018年地区
生产总值约 300 亿元，城镇化率达
63.2%，综合实力列全国百强镇第十七
位；拥有“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中
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等名片，实现了从

“农民城”向“产业城”的跨越。
然而，“城市的规模，乡镇的配置”，

“小马拉大车”的矛盾在龙港日益凸显。
近年来，龙港发展迎来了重大机遇：2014
年，龙港被列入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点镇；去年，经国务院批准，龙港撤镇设
市，打开了特大镇新型设市的改革通道，
新型城镇化迈出了开创性一步。

按照“大部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
率”的要求，龙港组建了15个党政机构、1
个群团工作部和6个直属事业单位，党政
机构数量和人员只有同类县市区的
40%；全市行政事业人员编制核定1640
人，仅为周边县市的25%。

龙港市委书记郑建忠说，通过实施市
直管社区，精减人员编制和中间环节，龙
港各项财政开支大幅减少，有效节约了管
理费用。一年来，龙港持续推进37项重
点改革项目，形成“一枚印章管审批”“一
支队伍管执法”等8项重大标志性成果，
加快理顺运行机制。

“一枚印章管审批”，新成立的龙港市
行政审批局敲下全国首个“多功能”印章；

“一支队伍管执法”，全市9个部门涉及
26个领域的执法事项统一划转；“一张清
单转职能”，将政务职能转移给社会力量，
首批27项成熟事项已集中签约。

“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
法解决问题、推动发展，加快实现龙港从

‘镇’到‘市’的跨越。”浙江省委常委、温州
市委书记陈伟俊说，撤镇设市以来，龙港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全面实施民营企业

“龙腾计划”，打造印刷包装、新型材料、绿
色纺织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着力培育新
能源装备、医药卫生材料、通用机械等三
大重点新兴产业，形成了具有龙港特色的
产业集群。

今年上半年，龙港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138.1亿元，同比增长1.9%；财政总收
入 14.4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5
亿元。

首个“镇改市”挂牌一周年——

浙江龙港探路新型城镇化
本报记者 黄 平

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明珠”
的机器人在车间内随处可见，带着
格力logo的亮黄色机械手可以灵
活自如地搬运、码垛、焊接，限定区
域内无人叉车搬运成品有条不紊，
明亮空旷的厂房里生产线正在平稳
运转……

近日，在格力空调洛阳基地内，
各类产品正依托自动化生产方式有
序“出炉”。短短几分钟，一台格力
空调便已组装完成。

全国目前智能化程度最高的
空调基地，北方地区仅有的商用中
央空调生产基地，项目自主化生产
程度与格力珠海总部持平……“洛
阳造”格力空调为当地建设全国先
进制造业基地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

洛阳与格力公司的“牵手”，是
该市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
主攻方向，构建先进制造业基地的
一个缩影。一年来，该市接连书写
出新时代“洛阳担当”的新篇章——
LYC洛轴研制的6米级盾构机主轴
承助力盾构机国产化迈出“关键一
步”；中船七二五所参与研发设备通
过验收，标志着我国在第四代核能
革新型动力转换技术领域取得重大
突破；轴研所两款轴承产品配套“天
问一号”及深空天线组阵系统，助力
我国星际探索开启新征程……

2019年洛阳全市六大高成长
性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

今年前7个月，全市60户重点工业
企业实现主营收入同比增39.6%。

“洛阳制造”正向着质量更高、效益
更好、后劲更足的方向阔步前进。

近日，清洛基地成功研发出一
款智能高效铣磨车，接连通过半径
20米曲线作业、65‰坡道作业和
175毫米极限超高作业等极限工
况试验，这标志着该产品可完成地
铁、轻轨、干线铁路和高速铁路钢
轨维护全覆盖。“这台设备在两项
极限工况试验中均实现‘世界首
创’，成为世界首台具备相关作业
能力的铣磨车。”清洛基地轨道交
通智能运维装备研究所副所长孔
德隆表示。

创新是洛阳加快建设中原城市
群副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在通过
创新苦练“内功”助力城市发展的光
明大道上，“老”与“新”在洛阳这片
热土上比翼齐飞：昔日以重型矿山
机械制造见长的中信重工公司，其
智能机器人产业已列装全国30余
个省区市；一拖集团“5G+智能工
厂”、洛钼集团“5G+无人矿山”发展
势头强劲。

老工业基地洛阳，正在科技成
果加速转化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空
间。洛阳近年来坚持把创新摆在突
出位置，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味十
足。全市2019年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速达16.5%，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达44.9%。

河南洛阳：

高质量发展“新”味足
本报记者 夏先清

国庆中秋假期，适逢秋收，各地农民忙碌在田间地头，抢收特殊之年来之不易的
丰收“果实”。

右图 10月6日，黑龙江省拜泉县新生乡兴安村，村民忙着收获玉米。
吴树江摄（中经视觉）

下图 10 月 7 日，甘肃省静宁县双岘镇李咀村，果农在分拣苹果。该县把脱贫攻
坚与发展苹果产业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富民强县路子，助力 19.97
万贫困人口通过苹果产业实现稳定脱贫。 王 毅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