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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一过街天桥上悬
挂了宣传标语。 9 月 18 日，第十二届夏季达沃
斯论坛将在天津召开。 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津城展美颜 静待达沃斯
9 月 1 6 日 ，川藏铁路拉林段首个新建车

站——— 贡嘎车站首组道岔成功铺设。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川藏铁路拉林段首组道岔铺设成功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为了构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督察机制，推动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
规，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印发《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规
定共 20 条，自 2018 年 8 月 24 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国家统计局负责统筹、指导、协调、监督统计
督察工作。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承担统计督察日常工
作。统计督察对象是与统计工作相关的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重点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与
统计工作相关的领导班子成员，必要时可以延伸至市级党委
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与统计工作相关的领导班子成员；国
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与统计工作相关的领导班子
成员；省级统计机构和省级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班子成员。

规定提出，对省级党委和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统计

督察的内容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改革发展
各项决策部署，加强对统计工作组织领导，指导重大国情国力
调查，推动统计改革发展，研究解决统计建设重大问题等情
况；履行统计法定职责，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严守领导干
部统计法律底线，依法设立统计机构，维护统计机构和人员依
法行使统计职权，保障统计工作条件，支持统计活动依法开展
等情况；建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问责统
计违纪违法行为，建立统计违纪违法案件移送机制，追究统计
违纪违法责任人责任，发挥统计典型违纪违法案件警示教育
作用等情况；应当督察的其他情况。

规定还明确，统计督察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有关纪律要求，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党
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对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问题瞒案不报、有案不查、查案不力，不如
实报告统计督察情况，甚至隐瞒、歪曲、捏造事实的；泄露统
计督察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信息及其工
作秘密的；统计督察工作中超越权限造成不良后果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或者利用统计督察工作便利，谋取私利
或者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有其他违反统计督察纪律
行为的。

中办国办印发《 防范和惩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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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电(记者周亮、王长
山、白靖利)从摆弄煤到投身液态金
属、植保无人机、高新农业等产业，
虽说跨界的步子大了点，但为了梦
想值得拼一拼。

在云南曲靖有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在包矿挖煤小有积累后，如今
拿出不少资金甚至全部身家试水科
技产业，冒着风险踏上了“跨界淘
金”之路。而“煤城”曲靖，也因创新
创业的气氛日渐浓厚，开始显现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积聚发展新动能
的新气象。

用液态金属改变生活

笔尖在纸上游走，画出一张银
白色电路图，打印后就是一块电路
板——— 在宣威市液态金属科技馆，
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款神奇之
笔。

“用液态金属当墨水写出电路
板，导电性和简便性都很好。”48 岁
的云南中宣液态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应宝介绍，这款手写笔只
是液态金属 150 多项应用产品中的
一个。

作为一种多金属合金功能材
料，液态金属常温下呈液态，具有沸
点高、导电性强、散热快等特点，可
广泛用于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领
域……在矿山打拼了 26 年的杨应
宝，如今对液态金属的熟悉程度早
已超过了煤。

杨应宝的煤炭事业曾从云南曲
靖干到四川攀枝花，顶峰时名下有
镍矿、磷矿、硫铁矿，一时风光无限。

“产业政策和市场都在变，我不
能一生挖矿。”因环保等原因，杨应
宝关了几个矿，开始思考转型路径。
寻寻觅觅、山重水复，直到中科院刘
静博士把一杯液态金属放在他眼前
时，老杨最终下了决心。2013 年，通
过宣威市政府和中科院理化所签订
协议，杨应宝成了当地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

搞液态金属很“烧钱”，几年来
已累计投入 2 亿元。功夫不负有心
人，他们建成了年产 200 吨的液态
金属产品生产线和液态金属科技
馆，拥有 200 多个液态金属配方和
200 多项专利，产值达 1 . 7 亿元、利

润 4600 万元，和百余家知名企业开展合作……令杨应宝感到
自豪的是，宣威市已成为液态金属产业的领跑者。

“虽然产品应用和市场开拓很难，但我每天都很兴奋。”
杨应宝说，“液态金属必将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不会回
头。”

“让事业飞起来”

“新研制的油电混合无人机载重 30 公斤，续航 5 小时。”
云南高科新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水对此很自豪。

1977 年出生的李德水也是一位“煤老板”，煤炭行业前几
年资源大整合，促使他走上转型路。在深圳他首次接触无人
机，立马被它飞行的优美姿态吸引。随后，他跑了全国 270 多
家无人机生产企业，最终选择了干这行。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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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丰收收 ，，九九月月的的味味道道

新华社记者董峻、杨静、邵琨、郑生竹

九月，风是清凉的，天空是湛蓝的，大地是金黄的。这是一
年中最值得骄傲的季节，是大地回馈农人辛勤耕耘的季节，丰
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脸上。

你看，东北的大豆由青变黄随风摇曳，江南的稻穗笑弯了
腰。你闻，华北的苹果、枣子、葡萄香气扑鼻，岭南的香蕉、菠萝、
芒果丝丝甘甜。你听，江浙的鱼儿虾子在渔船中噼啪作响，西北
的秋风中牛羊低吟浅唱。

哦，九月，汗水终于滋润出沉甸甸的收获。请你跟随记者脚
步来到广阔原野，一起感受秋天的味道吧！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吃碗牛肉面，店家都不敢敞开放香菜了。”就在不久前，
许多人还有这样的印象。

是的，人们曾担心山东寿光洪灾会不会全面推升菜价，也
担心夏粮减产会不会让中国人的饭碗端不牢、首次在国内出
现非洲猪瘟后还敢不敢吃猪肉，甚至担心中美贸易摩擦会不
会影响肉蛋奶消费……

我们能行！
这句话，我们不是从农民朋友口中听到的，而是从一片片

丰收的田野、一张张农人的笑脸上感受到的。此刻，采访小分
队正奔波在东北平原、华北黄淮、南方稻区这几大秋粮主产
区。所见所闻，都是一片丰收在望的醉人景象。

在山东省邹平市的一片农场，大型收割机和卡车并排行
驶，后面还跟着一串卡车。收割机边走边收，同时将粉碎后的
玉米秸秆倒进卡车。只用了一个小时，一辆 35 吨载重的卡车
就装满了。

“2700 亩青贮玉米，4 天 4 宿全收完了。”邹平绿蔬源农
民专业合作社社长甘冲说，“这大家伙 1 小时能收 10 亩地，得
30 台大卡车配合着用。”

甘冲算了笔账：夏粮小麦、秋粮玉米轮作，刨去土地流转、

种子、植保等成本，两季收成算下来能收入 200 多万元。虽然
年份不算好，但他对全年总收入还是满意的。

尽管今年全国夏粮产量比上年降了 2 . 2%，但并没有改
变全国粮食持续丰收态势，仍是历史上的几大高产年份之一。
而秋粮是“大头”、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只要继续确
保全年粮食产量在 6000 亿公斤以上，就意味着中国人的饭碗
仍然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信心来自努力，也来自实力。2013 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
突破 6000 亿公斤大关，此后又连续 4 年超过 6000 亿公斤，特
别是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都在 98% 以上，人均粮
食占有量达 447 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47 公斤。“谷物基本
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底线，从未被打破过。

如今，中国人的饭碗里不仅大米、面食装得满满的，蔬菜、
水果、茶叶等产量也稳居世界第一。世界上两个苹果中就有一
个产自中国，三条鱼就有两条是中国的，半数猪肉也同样产自
中国。全球最大的蔬菜、水产品出口国还是中国。

在保障菜篮子充足供应的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也
稳步提高。近 5 年来，全国主要农产品总体合格率保持在
96% 以上。按照 2017 年同口径计，上半年农产品质量抽检总
体合格率达 98 . 1%。

金色田野唱响绿色发展主旋律

黑龙江省富锦市二龙山镇向阳村种粮大户潘树宝，今
年把 120 亩水稻田改种用来肥田的苜蓿草。这片经年不歇
息的黑土地，成为黑龙江这个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 140
万亩休耕试点之一，这也是国家主动压减寒地低产区粳稻
面积的重要内容。

不再单纯追求年年增产，不再唯产量论英雄，而是稳定在
6000 亿公斤基础上不断提升粮食产能和地力，正是近年来中
国粮食生产中的重大变化。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
进，粮食生产正向更绿色、更可持续方向转变。

另一大主粮小麦同样步入提质增效轨道。今年，华北和新
疆塔里木河地下水超采区调减了 200 多万亩小麦，西南西北
也调减了 70 多万亩条锈病菌源区的小麦。 （下转 2 版）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你我生活的这些“小确幸”

都和浦东的“大情怀”有关

浦东是一个有“情怀”的地方。
一幢幢摩天大厦，一个个国之重器，展示了浦东聚焦高质

量发展的缩影。一片片芳草如茵的绿地，一张张洋溢幸福的笑
脸，象征着浦东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获得感作为终
极追求，把改善民生作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的这番话，代表着浦
东的“大民生”情怀。

【吃】民以食为天。

全国约 1/3 的进口葡萄酒，是从浦东的外高桥保税区入
境的。借助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机遇，还将有大量生鲜
产品、绿色食品，从洋山深水港、浦东国际机场等主要口岸入
境，走向全国各地。

阿拉斯加的帝王蟹、挪威的三文鱼，有卖场，还有餐
饮……在新零售领域，盒马鲜生是现象级的存在。对于盒马这
种“四不像”的综合业态审批，浦东监管部门没有简单说
“NO”，而是和企业一起探讨解决方案。自从 2016 年首店落
户浦东以来，盒马已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开出 66 家门店。

【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每一分钟，有超过 130 个人通过浦东国际机场连接世界。
飞得更高，行得更远。2017 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在浦东

国际机场一飞冲天。随后，中俄合作的宽体客机 CR929 也启
动研制工作。

有天上飞的，也有地上跑的。在上汽的浦东临港基地，诞
生了全国首款互联网汽车。特斯拉也在今年接踵而至，在临港
规划建设年产 50 万辆的超级工厂。你的下一辆电动汽车，或
许就是“浦东制造”。

【用】你用得最频繁的物件是啥？智能手机？
不只是生产智能手机，还负责制造手机里最核心的芯片。

位于浦东的中芯国际，是国内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只有头发
丝 1/6000 细的 14 纳米级芯片，是中国最高端的芯片制造工
艺之一。

更牛的是，包括制造在内，浦东集聚了从芯片设计到封装
测试的全产业链。好用又不贵的手机，要看浦东企业的努力。

【创】2017 年，全国日均新登记企业 1 . 6 万户。

发源于浦东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大幅降低了创业办公
司的准入门槛。

办事有麻烦？在浦东的办事窗口，有这样一项“窗口无否
决权”机制：工作人员“说 YES 不请示，说 NO 要报告”。不设
障碍设路标、不打回票打清单、不给否决给路径，不说 NO 的
窗口让更多人的创业梦想成真。

【买】国际最新潮的化妆品，5 个工作日就能进入中国市场。

受益于浦东的“非特化妆品备案管理试点”，国内消费者
能在第一时间买到当季上市的化妆品产品。

买得了新潮，还要买得有品质。打响“上海购物”品牌，在
浦东的国金中心，15% 的品牌是中国首店，40% 的品牌是上
海首店。今年 3 月，国际时尚品牌迪奥的春夏高级定制发布会
第一次走出欧洲，就来到了陆家嘴举办。

【医】谁是真正的“药神”？自主创新药！
在上海张江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云集了 400 多家生

物医药企业。国家药监部门每年批准上市的一类新药中，每 3
款新药就有一款来自浦东的张江药谷。

国产心脏支架、心脏起搏器、抗癌新药、治疗阿尔茨海默

症新药……经过 10 多年投入和培育，今年张江的新药和器械
研发逐步进入收获期。中科院和上海市政府共建的张江药物
实验室今年 7 月正式揭牌，以“出原创新药”和“出引领技术”为
目标，将有效解决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和产业发展“卡脖子”的
问题。

【游】在浦东，有一个“欢乐全家桶”等候各地游客体验。

年游客量达 1100 万人次的上海迪士尼，即将开业的上海
海昌海洋公园，近期启动的超大型室内冰雪项目“冰雪之星”，
一个又一个旅游新地标在浦东崛起。

不想花钱，也没关系。在黄浦江东岸，22 公里的滨江岸线
已经全线打通。漫步、跑步、骑行，样样都行。还有各种老仓库
改成的艺术馆，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

【娱】你是喜欢刷网文、追剧还是看演出？在浦东，总有一
款适合你。

《盗墓笔记》《琅琊榜》《全职高手》听说过吧？位于浦东张
江高科技园区的阅文集团正是这些大 IP 的拥有者和运营方。
举办过 2010 年世博会的浦东世博地区，坐拥中华艺术宫、梅
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等一大批场馆资源，每年吸引客流超千
万人次。今年首次进入亚运会表演项目的电子竞技，也有多个
顶级赛事落户该地区。

【财】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
所……浦东集聚了 10 多个国家级金融要素市场，为投资
者提供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和黄金在内的多元化投资渠
道。

随着金融扩大开放，“洋理财”也来了。今年 3 月，英国最
大的保险公司——— 保诚集团在陆家嘴设立了资产管理公司。
截至目前，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排名前 10 的资管机构中，已有
贝莱德、先锋领航等 9 家落户浦东。

(记者何欣荣)新华社上海 9 月 16 日电

山山东东省省临临沂沂市市郯郯城城县县马马头头
镇镇农农民民在在晾晾晒晒玉玉米米（（88 月月 3300 日日
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房房德德华华摄摄））

开栏的话：

收获啦，收获啦！又是一年最美的季节。此

时的田野，在经过农民朋友辛勤耕耘后，奉献出

最丰厚的礼物。

汗水滴落泥土，绽放最美的花，结出最美果

实。我们不会忘记，那从春经夏又到秋天的艰

辛。新华社从 16 日起开设“丰收的味道”专栏，

用近一个月时间集中报道各地秋收景象，并派

出多路采访小分队走村串户、来到田间地头。

我们已奔赴远方，为您传递农民朋友的辛

劳、喜悦，诉说稻花香里的丰收年景，讲述一个

13 亿多人口大国的农业，在改革创新中夯实经

济社会发展底气和信心的最新故事。

丰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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