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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向湛江涌，风从海上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至 25 日，“ 2018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在广东省湛

江市成功举办。

本届展会吸引了 72 个国家、 2400 多家企业参展

参会，专业观众超过 5 万人次、普通观众达 50 万人

次，签订合作交易意向金额 1100 多亿元，展览规模

创历史新高。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以下简称海博会），迄今

已成功举办六届。已成为展示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促

进海洋经贸合作、海洋科技创新交流，服务海洋强国

战略的重要平台。

海洋重器博览荟萃

本届海博会以“蓝色引领，合作共享”为主题，重点

展览海工装备、海洋能源、海洋科技、港口物流、滨海旅

游、生物医药、海洋现代服务业等新成果。会上，举办了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高端论坛等涉海专业论坛 11 场，开

展系列经贸活动，展会档次、参展主体数量和质量、论

坛规格创历史新高。

海上展区是本届海博会一大亮点：海龙号、蛟龙

号、潜龙号、新型的雪龙船、雪龙二号、向阳红十号、万

吨海警船、水下机器人、深海调查设备等悉数亮相；还

有海狮表演、智慧海洋体验和豪华游艇体验、海上救助

演练，总计吸引了 20 多万人次参观。

全球化工巨头德国巴斯夫集团携多个海洋经济创

新解决方案，首次亮相博览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也在展会上展示了华为海洋、

智慧港口、智慧城市等有关海洋经济的解决方案和项

目。

招商局集团、中船重工、中国船舶、中交集团、国电

投、中海油、广船国际等世界 500 强和大型企业纷纷参

展参会，展示成果，开展交流合作。

蓝色引领合作共享

中国海博会承办地湛江地处我国大陆最南端，三

面环海，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地级市，有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创新发

展示范城市，湛江近年来不断创新发展方式，海洋经济

实现快速发展。2017 年，湛江海洋经济总产值 1446 亿

元，海洋产业增加值 766 . 6 亿元，海洋经济总量位居广

东省第三位。

在利用“中国海博会”的经贸交流合作重要作用的

同时，德国巴斯夫、中船重工、招商局等国内外企业、资

本，也看中了湛江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争相布局、投资，

共谋海洋经济发展，共享“蓝色经济”。

据巴斯夫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郑大庆博士介绍，

集团将在湛江建设一个以智能制造为基础的新型一体

化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将达 100 亿美元。

目前，湛江临港工业正在崛起，成为拉动经济发展

新的增长极。德国巴斯夫集团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宝

钢湛江钢铁基地、中科炼化三个重大产业项目正在加

快建设，将带动形成千亿级、几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打

造世界级绿色高端沿海临港重化产业基地。

今年 10 月底，湛江港 30 万吨级航道改扩建工程

已经国家发改委批复，年内动工，建成后可满足 40 万

吨级船舶通航。湛江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和海洋产业

集聚优势将更加显著。

与此同时，湛江以切实抓好高新区建设为核心，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广东省海洋实验

室，不断增强海洋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为中国海洋经

济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海洋强国筑梦起航

发达的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本

届海博会上发布的《 2018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报

告显示，2 0 1 7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6 . 9%，海洋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孕育新产业、引领新增长的重要领域。

在本届海博会举办的多个专业论坛上，众多专家

学者就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强国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贡献智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

海洋强国。”有关专家指出，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

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需求。建设海洋强

国，符合中国发展规律、世界发展潮流，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广广告告··

展海洋经济成果 筑海洋强国之梦
2018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在湛江成功举办

新华社呼和浩特 11 月 28 日电(记者李仁虎、李云平、
刘懿德)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岱海素有“塞外明珠”的美誉。
为了保护岱海的生态环境，坐落在岱海南缘的岱海电厂投
资 30 多亿元进行多项技术改造，永久停止取排湖水，每年
减少的耗水量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共赢。

走进电厂厂区北侧，一座庞大的空冷岛呈现在眼前，
十几根钢筋混凝土支柱撑起一个巨大的长方体空冷设
备，一些工人正冒着严寒安装附属设施，这是国内首例
大型燃煤机组水冷改空冷的施工现场。

岱海电厂是“西电东送”的重点工程之一，也是点对网
直供北京的电源项目。该电厂有 4 台燃煤机组，全年发电量
约占北京全社会年度用电量的十分之一，北京每 10 盏电灯

中就有 1 盏由该电厂点亮。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的岱海，是国

家列入规划保护的 365 个水质较好的湖泊之一。近年来，
由于降水减少、水资源过度开发等原因，岱海水面萎缩、
水位骤降、水质恶化。

岱海电厂原有的 2 台湿冷燃煤机组，在运行中需要
抽取大量岱海湖水进行冷却，年耗湖水约 1000 万立方
米。高温冷却水直接排入湖中，10 多年来湖体温度提升
了 1 . 7 摄氏度，导致蒸发量加大。

内蒙古岱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劲松说，
去年 10 月 31 日，电厂的 2 台湿冷燃煤机组开始停运改
造。同时，岱海电厂还对另外 2 台空冷燃煤机组进行了节
能减排改造，提高了燃煤效率、降低了辅助冷却水消耗。

据测算，水冷改空冷、节能减排改造使得岱海电厂年
总耗水量从 1200 多万立方米减少至 280 万立方米，比改
造前净减少约 1000 万立方米，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的库
容量。

改造后，岱海电厂生产用水采用凉城县鸿茅镇污水
处理厂中水作为主要水源、永兴水库作为辅助水源，岱海
电厂永久停止从岱海取水及排水。

岱海电厂作为用水大户，用真金白银保护绿水青山。
“这些改造总投资逾 30 亿元，我们突破了很多技术难题，
相当于把电厂‘推倒重建’，但却让岱海得以休养生息。”张
劲松说，“短期的阵痛换来的是企业长远的发展，保护岱海
环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估量的，在综合治理之下，岱海
这颗‘塞外明珠’一定会重新焕发光彩。”

保护“塞外明珠”，电厂永停取排湖水
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上

海动物园明星动物，母亚洲
象版纳近日“走”了。

25 日，上海天气尚好。
按照以往惯例，天气不错的
时候，公象八莫就会从象舍
出来，在象宫的空地上散步
玩耍，或休息小憩。傍晚四点
半的时候，饲养员一声呼喊，
八莫就慢悠悠地踱步回屋。
然而这次，八莫久久不愿回
屋，它走两步，往回看几眼，
希望能看到往日的恋人。

“我们能感觉到，八莫有
些悲伤。”上海动物园食草队
主管沙炳福说。八莫的恋人
版纳，于 11 月 25 日 12 时
50 分因抢救无效死亡。

1972 年 5 月，8 岁的版
纳从云南西双版纳来到上
海，安家上海动物园。1974
年，版纳情窦初开，与来自北
京动物园的八莫结为伉俪。
版纳与八莫感情很好。“八莫
很照顾版纳。对于大象来说，
除非是发情期，公象和母象
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护食’
是动物的本性，但是饲养员
喂食的时候，八莫就让版纳
先吃，从来不抢。”沙炳福说。

白天，两头象一起在空地
上玩耍，晚上则一起回到室
内，“晚上象还是要回到各自
的笼子的。进笼子之前，他俩
还会打招呼，鼻子会相互勾一
下。”饲养员徐建华说。

1976年 9月到 1978年 6
月，经历了 1 年 10 个月的漫
长孕期，版纳当妈妈了，产下
一头小母象，取名“依纳”。当
了妈妈之后，版纳的习性开始
有了变化。“从依纳出生开始，
版纳就很少躺着睡觉了，基本
都是站着。我们判断，可能站
着睡觉更警觉，能更好地保护小象。”
徐建华介绍。

版纳把小象保护得很好，小象
会跑动之后，经常会偷偷溜远，版纳
就用鼻子把小象勾回来，始终护在
身下。冬天温度低的时候，版纳就用
干草帮小象盖上，防止受凉。

母象一般在一生中只孕育 3 到
4 头小象，而版纳与八莫相濡以沫，
一共生养了 8 个儿女(依纳、洱纳、
赛莫、四莫、美纳、康康、东东、八
纳)，创下了亚洲象在国内动物园繁
殖数量最多的纪录。后来，洱纳还成
功生育了二代亚洲象丽纳和元元，
版纳当上了外婆。

徐建华是版纳的粉丝，他 1979
年入园开始照顾版纳，迄今已将近
40 年了。然而徐建华认识版纳，是

在自己十几岁的时候。
“版纳是一部野生动物
纪录片的主角，当时片
子在全国都引起了轰
动。我们那代人，很多都
成了版纳的粉丝。就像
我，被版纳的野性震撼，
也被版纳的温柔感染。”

“版纳”这个名字取
自西双版纳，也是母象
版纳的故乡。当年进入
动物园后，经历了一番
习性上的磨合，版纳才
适应下来。“动物是有喜
怒哀乐的，相处久了你
就能感觉到。你对它好，
它也会知道。我喂版纳
的时候，会抚摸它，多喊
一喊它的名字，经常跟
它说说话。”徐建华说。
“熟悉后，我喂版纳时，
它的耳朵就会扑扇个不
停。你能感觉，它的眼睛
好像在微笑。”

版纳在市民中享有
很高的人气，不仅因为
它是一个“影视明星”。
生过 8 头小象的版纳，
身上充满了浓浓的母
爱，对人类也很友好，
“版纳很聪明，有游客过
来参观，喊它的名字，它
就会挥动鼻子作为回
应。”徐建华说。

2017 年 8 月 7 日，
由于年老体弱，加之长
期的脚底疾患，53 岁的
版纳中暑倒地。后经抢
救，身体逐渐恢复，能够
自由活动，但是日渐消
瘦，行动变得迟缓。11
月 22 日中午，饲养员发
现版纳左前肢悬空，站
立不稳。11 月 24 日 14

时 30 分，版纳倒地昏迷后，再也
没有醒过来。

亚洲象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中国的野生象仅分布于云南
省南部地区。“动物园对于动物保
护来说，主要是保育和教育的作
用。让市民，让小朋友可以近距离
观察、了解这个物种。”沙炳福说。

扎根申城 46 年，版纳为上海
市民带来无数欢笑，很多来过动物
园的游客都有那么一张和版纳的
合影。2014 年 9 月，版纳、八莫“红
宝石婚”周年纪念活动举办，受到
了网友的热烈反响，粉丝们一边看
着屏幕上滚动播放着的“我与版纳”
的老照片，一边回忆昨日的时光。

谢谢你，版纳！
（本报记者杜康、任垚媞）

上
海
动
物
园
明
星
大
象
版
纳
﹃
走
﹄
了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记者罗沙)最高人民法院
28 日发布十个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保障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案
件提供可供遵循的规范和指引。

这十个案例包括：被告人易文发等非法生产制毒
物品、污染环境案，被告单位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被告人程龙等污染环境案，被告人邓文平等污
染环境案，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宜春市中安实业有限公
司等水污染公益诉讼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凯发
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公益诉讼案，湖南省
益阳市环境与资源保护志愿者协会诉湖南林源纸业
有限公司水污染公益诉讼案，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检察
院诉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安徽省岳西县美丽水电站诉岳西县环境保护局
环境保护行政决定案，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检察院诉剑

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案，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检察院诉宜昌市
点军区环境保护局怠于履行法定监管职责行政公
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魏文超表
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各级人民法院全面加强和创新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通过依法审理环境资源刑事、民
事、行政各类案件，落实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
和责任追究制度，正确运用法律解释规则和裁判方法，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

他表示，期望通过发布典型案例，促进裁判标准的
统一和审理规则的完善，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司法能力
和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美丽中
国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新华社长沙 11 月 28 日电(记者周楠)记者从湖南省政
府了解到，为更好保护洞庭湖生态环境，湖南于今明两年陆
续清退洞庭湖区全部制浆造纸企业，全部制浆产能和落后
造纸产能于 2018年退出，造纸产能于 2019年全面退出。

因湖区拥有丰富的芦苇资源，过去，洞庭湖区域存在
大量造纸、制浆企业，为地方财税收入和就业做出贡献的
同时，也造成了突出的水污染问题。湖南省近年来多次对
洞庭湖区的造纸制浆企业进行整顿治理，今年，湖南省政
府要求洞庭湖区域造纸制浆产能尽快全面退出。

近日，在湖南省岳阳市举行的洞庭湖区造纸企业引

导退出工作推进会上，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指出，按
照《洞庭湖区造纸企业引导退出实施方案》，2018 年环
洞庭湖三市一区(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长沙市望城
区)坚决退出制浆产能和落后造纸产能，2019 年全面
退出造纸产能。

记者了解，位于东洞庭湖的岳阳市是此次工作的
实施主体之一，全市共有 35 家企业纳入洞庭湖区造纸
企业引导退出范畴。按照目前工作进度，11 月 30 日前
小型造纸企业可全部引导退出，12 月 31 日前所有制
浆产能将退出生产。

湖南：陆续清退洞庭湖区制浆造纸企业

新疆东天山脚下，呼啸的寒风将木门
敲打得阵阵作响。吃过早饭，护林员罗玉兄
与丈夫赵金闪穿好衣物，便扶起摩托车驶
出七角井村口。

倒塌的院墙、枯死的白杨、只剩残缺桌
椅的教室……人居生活的痕迹四处可见，一
路却不见冒起炊烟，唯有愈发模糊的犬吠。

“他们全搬走都快 20 年啦！”罗玉兄说。

地处百里风区的七角井，每年有超过 200
天的大风天气，不仅沙尘遮天蔽日，还会将
庄稼“一扫而空”。1995 年起，当地政府陆续
组织不堪其扰的村民搬迁，只剩罗玉兄夫
妇俩看护附近脆弱的荒漠植被恢复区。

七角井也曾繁华过。上世纪 60 年代，天
山南北的建设轰轰烈烈。临近要道兰新公
路，又“坐拥”丰富的湖盐、元明粉等资源的
“弹丸之地”哈密七角井镇，鼎盛时吸引了上
万人在此。

“早先周边的胡杨林茂盛高大，但一
段时间里缺乏管理，不少人乱砍滥伐、过
度放牧，荒漠林越来越稀疏。”53 岁的罗
玉兄回忆，当时村民对脆弱的环境缺乏保
护，时常砍下红柳取暖或家用。

大环境注定了七角井的荒芜。盐化厂
终因资不抵债破产，国道也悄然改线，恶
劣的环境让太多人厌倦了这里，全村 300

多人也纷纷迁走。而见识了林区毁坏的恶果，罗玉兄与丈
夫选择成为护林员，开始看护 5054 公顷的荒漠林。

即使是戈壁中亮起的孤灯，也在竭力影响他人。七角
井背后的群山之中，是牛羊转场避寒的“冬窝子”。冬日
里，乐善好施的夫妇俩总会备好茶饭。久而久之，他们家
成了往来哈萨克牧民的“驿站”。

近年来，当地不断加强荒漠植被监管，荒漠植被密度越
来越大，近几年再无碰到此前严重的沙尘天，黄羊、狼等野生
动物也时有遇见。

任岁月如何变迁，夫妇俩的“固执”不变。“林子没人看，
就会有人破坏。”他们又主动挑起了看护附近河道、水源地
的职责。“我们打算站好这班岗，却不希望是最后一班哨
兵。”罗玉兄说。 (记者孙哲、阿曼)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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