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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
计量条例》，自2021年
1月1日起施行。

《条例》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
方针，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
原则，着眼联合作战计量保障要求，立足军队
计量建设和保障特点规律，继承成熟经验做
法，吸纳实践探索成果，构建整体优化、协同高
效的军队计量管理体系、技术体系和监督制度
体系，规范军队计量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工作

运行。
《条例》共9章44条，明确军队计量工作的

主要任务、基本原则、管理分工等，优化运行机
制，保证军队计量工作在新体制下顺利开展。
健全军队计量技术机构、计量标准、计量检定
人员、计量技术规范的建设管理，规范军队采

购地方计量服务，全面重塑军队计量技术体
系。规范军队计量保障组织实施方式方法，规
定计量周期检定、保障目录、保障模式，明确监
督管理要求，构建覆盖军队计量各层次各领域
的监督管理模式，提高部队备战打仗计量保障
能力。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计量条例》

12 月 17 日凌
晨，随着采集月壤
归来的嫦娥五号稳
稳着陆于内蒙古四
子王旗着陆场，我
国首次月面自动采
样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我国探月工程也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
略规划的最后一步，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值得
庆祝。

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世界大国开始竞相
揽月，技术手段多种多样，方案目的不尽相同。
那时，由于我国经济实力不足、科技水平有限，难
以开展探月活动。今天，通过一代又一代航天人
的顽强拼搏和不懈努力，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嫦娥
五号月球探测器出色完成了使命。嫦娥五号探
测器堪称人类无人探月史上最复杂的探测器，其
技术难度跨越之大、效率和执行力之高，在世界
航天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嫦娥五号任务的成功再次印证了一个事
实：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的，简单重复走别人的路，永远只能跟在别人
的后面仰人鼻息。中国探月工程起步伊始，就

选择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月球探测活动路
径，不盲从、不攀比，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需要
和国家实力，制定了探月的中国方案，每个阶
段、每个时期的计划和任务都是一步一个脚印
地扎实推进，为下一步发展积累宝贵经验。每
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彰显出科
技创新水平，标注了科技创新高度，展现出中
国科技工作者团结一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的精神力量。

嫦娥五号的成功充分说明，我国已经在世界
航天领域走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创新发展之
路。当前，世界科技发展和竞争进入新阶段，关
键技术领域的角力将越来越激烈。只有坚定科
技自立自强，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
未来。中国探月工程就是脚踏实地走好科技自
立自强之路的生动写照，通过实施探月工程，不

仅推动了国家科
技创新与发展，
提 高 了 综 合 国
力，也为国家和
民族增强了发展
信心，积蓄了前
进动力。

嫦娥五号的成功既是对探月工程“三步走”
规划交出的一份圆满答卷，也为下一步探月活动
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国家航天局的规划，我国
探月四期任务将更加精彩：嫦娥六号计划在月球
南极进行采样返回，嫦娥七号计划开展对月球地
形地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的综合探测，嫦娥八
号将集中于科学探测试验和关键技术的进一步
突破。科学严谨的探月方案充分说明，中国航天
事业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发展快，随着探月
工程不断推进，我国将更加注重把科学和经济效
益相结合，用最新科技成果来探索月球奥秘，为
人类探月活动贡献中国智慧。

科学探索，永无止境。相信在各项重大科
技工程牵引下，中国科技将取得更多标志性成
果，创造更多竞争优势，为人类作出更大的科技
贡献。 （相关报道见六版）

嫦娥五号映照自立自强创新路
本报评论员

行走在位于山东省济南
市的中科院空天信息科技
馆，聆听着有关行波管、浮空
器、数字地球等尖端科技的
介绍，记者不由生发感慨。
时空交错，这座今年4月份
刚刚落成的高科技产业展示
场馆，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波
管自动化装配试验线，恰恰
都建立在济钢集团已经停产
的铁矿旧址上。

“老树桩上生新芽。”这
既是济钢集团转型发展的鲜
活比喻，更是山东省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追求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缩影。

自2018年全面启动新
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
以来，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质量效益不断提升，焕发
出勃勃生机：

新里看“加”，2019年“四
新”经济增加值接近2万亿
元，占GDP比重从2017年的
21.7%到今年有望破30%；

旧里看“减”，累计治理
“散乱污”企业超过11万家，
关闭退出化工生产企业
1800多家，去产能钢铁退出
1228 万吨，煤炭退出 2807
万吨，电解铝退出562万吨，
焦化退出1356万吨；

结构看“转”，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由2017年的
59.6%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78.4%，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化
技术改造覆盖面达70%；

发展看“活”，3年来，市场主体增长46%，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数
量全国第一，全省进出口首次突破2万亿元，今
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高于全国
1.9个百分点……

今非昔比的山东，通过新旧动能转换，经济
驶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系统推进，动能转换跑出加速度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是事关山东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的重中之重。
第一个“重”，是负担之

重。长期以来，山东形成了
传统产业占比偏高、产业结
构总体偏重、能源消耗和污
染物排放总量偏大等结构
性矛盾，传统产业占工业比
重约70%，重化工业占传统
产业比重约70%，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不可承受、难以持
续之重。

第二个“重”，是责任之
重。作为我国由南向北扩大
开放、由东向西梯度发展的
战略节点，也是产业链从上
游到下游传导的重要节点，
山东的经济体量、经济结构
和地区差异，在全国具有典
型意义。解决好山东发展的
问题，对全国特别是北方地
区和产业链中上游地区具有
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
发展寄予厚望，明确要求山
东坚持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的思路，推动产业优化升
级，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推
动基础设施提升，推动海洋
强省建设，推动深化改革开
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有
效进展。

2018年1月，国务院正
式批复《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
案》，成为全国首个也是唯
一一个以新旧动能转换为
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

风生潮起，只争朝夕。自当年起，山东每年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都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召开主
题大会，省委书记刘家义部署工作，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2018“启动年”，确定了“一年全面
起势、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取得突破、十年塑成
优势”的总体安排；2019“落实年”，提出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是全局性战略重点，其关键是产业、
核心是项目；2020“攻坚年”，全面部署了人才
制度、财税金融、资源环境、开放倒逼、优化法治
环境等九大改革攻坚行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薛海燕报道：近年来，江苏南京加快推
进科技成果项目落地、新型研发机构落地、校地融合发展
的“两落地一融合”工程，运用市场化手段，实行人才、学
科、产业联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人才团队组建新型研发
机构。一批高校院所、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
来，新型研发机构茁壮成长。

新型研发机构鼓励科技人员持大股、实行市场化运
作和职业经理人管理，以股权激励为突破口，理顺知识产
权归属、利益分享比例。在南京创新名城建设中，新型研
发机构不仅是产学研的桥梁纽带，更是孵化创新型企业
的“老母鸡”。孵化出的企业依托高端平台、聚焦前沿领
域、面向市场需求，为南京增添了发展新动能。

2017年末，南京大学南京生物医药研究院院长高翔
决定跳出事业单位体制，与团队在江北新区建立新型研发
机构——人源化模型与药物筛选创新技术研究院，注册资
本1000万元。800万元现金占股八成，另外20%的股份，
江北新区管委会和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各占一半，研究
院同步成立了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今年8月份，江北新型研发机构“双聘制”试点基地
揭牌仪式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举办。这是南京江北新区
为加快推动产学研融合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一项有益探索，其核心是鼓励和允
许优秀科技型企业家与高校院所和新型研发企业同时签
订聘用协议，并以两个不同身份同时分别在企业和高校
院所从事科技创新实践和科研教学。

在江北新区研创园，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智能制
造技术研究所通过“智能制造+”的模式赋能产业，孵化
33家智能制造企业。目前，该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自身
和多家孵化企业年产值均超亿元。

截至目前，南京市已建设新型研发机构410家，累计
孵化和引进企业7248家，申请专利近7900件，引进社会
资本超20亿元，搭建各类公共平台近300个。

行走在地处闽江源头的福建省三明
市，仿佛置身于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
好山水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
间，曾多次对三明生态环境保护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三明人用定力、担
当和勇气，为这幅山水长卷添上一笔笔
新色，将“如画三明”描绘成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创新实践地。

守护无价之宝

11月下旬的金溪河波光粼粼，河岸
的过河山一片葱茏。将乐县常口村村民
邱彩立推开二楼窗户，一幅镶嵌在画框
里的“青山绿水图”立刻呈现眼前。

“时隔那么多年，总书记还记得我
们！”邱彩立兴奋地说。2019年全国两
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人大福建代
表团审议。常口村党支部书记张林顺发
言时，习近平一下子回忆起了当年情景，

“那是我第一次喝擂茶，里面有米吧？还

有芝麻、茶叶、橘皮……”
1997年 4月 11日，时任福建省委

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常口村调研，
叮嘱村民：“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
要画好山水画，做好山水田文章。”

“我们牢记嘱托，守护着这片青山绿
水。”张林顺说。

2000年时，有企业提出，给村里20
万元买下过河山的采伐权，砍马尾松制
作一次性木筷。对于当时村集体收入不
足3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不足2400元的
常口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

踌躇不定的时候，大家想起了“无价
之宝”四个字，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山，不
能卖；树，也不能砍！破坏生态环境的
事，坚决不能干！

守得云开见月明。常口村的生态牌
慢慢打响：以常口村为中心，6个山水相
连相通的村庄进行产业资源项目的共
享。他们建起了生态漂流和生态研学项
目，引入了皮划艇训练基地，打造了10
公里森林康养漫道和两山学堂……

“正是看中了这里的好土质、好水

质，我们才投资建起800亩脐橙种植基
地。”福建常口分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
蔡荔娟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青山
绿水真正成了传家宝、聚宝盆，2019年，
常口村村集体收入122万元，人均年收
入2.3万元。

在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记者
见到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村民邓
积根时，他的农家乐万寿山庄当天已经
接待了4拨客人。

“20年前，万寿岩是三明钢铁厂的
采矿基地，我在基地跑运输，一个月能挣
5000多元。”邓积根打开了话匣子。

1999年，正在开采的万寿岩矿区发
现了旧石器文化洞穴遗址，但作为三明
钢铁厂的采矿基地，一旦停采，会给市里
带来6000万元的经济损失。

“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
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
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任何个人和单位都
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
社会和后代的利益。”2000年1月，时任

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作出批示。
一锤定音。万寿岩保住了！
邓积根丢了跑运输的工作，开起了

专做农村流水席的酒楼。随着万寿岩
名头越来越响，周边环境越来越美，游
客也越来越多，他干脆将自家老宅改造
成了农家乐，如今一年能赚 20万元。

“假如当初万寿岩没保住，我们算什么
岩前村，我的农家乐又怎么能叫万寿山
庄呢？”邓积根说。

捧起生态金饭碗

在保护生态中吃上生态饭，从守护
的山水间捧出金饭碗。三明人也从山水
田园景致中酿出满满获得感。真真切切
有人来、实实在在有收入，生态红利催生
的观鸟经济给紫云村的村民带来了思想
观念的洗礼。

晨光熹微，空谷回响。杨美林老人
一声呼唤，几只白鹇便飞落下来。“像自
己家人一样，一叫就来。”

（下转第四版）

绘 好 生 态 山 水 画
——福建三明践行新发展理念纪实之一

本报记者 齐 平 薛志伟 陈莹莹 李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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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2月17日在上海世博园区拍摄的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无人机全景照片）。
当日，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竣工仪式在上海举行。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位于上海世博园区，总建筑面积12.6

万平方米。自2015年7月开业以来，新开发银行已批准了规模约为250亿美元的项目，涵盖基础设施、清洁能源、
交通、环境保护等领域。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新 开 发 银 行
总部大楼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