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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刘健、
李兴文、余贤红

今年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两组数据引人关注：一是
“快”，2018 年全省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 8 . 7% ，增速连续第 4
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一是
“好”，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突破 33%，
潜力型产业加速向支柱型产业
成长。

在这个用传统眼光打量优
势并不明显的中部省份，航空、
VR(虚拟现实)、数字经济、物
联网等一批新产业加速集聚。
为什么？靠什么？

专家解读说，在摒弃单纯
依靠成本优势形成产业集聚的
“洼地效应”时，江西正在以全
国、全球视角配置新兴产业的
价值链，形成“不以江西为世
界，而以世界谋江西”的新“洼
地效应”，换道超车成效明显。

新兴产业百花齐放

位于南昌市九龙湖地区的
VR 主题乐园是市民休闲的好
场所。时空旅行、极速赛车、高
空滑行…… 40 多种国际顶级
VR 游乐设备让人们畅享“黑
科技”的刺激。

3 年前，南昌启动城市级
VR 产业规划时，很多人对它
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抽象名词，
现在它已从概念逐渐变成现
实。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游戏娱
乐，它的前面是万亿级新兴产
业，有望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
目前南昌市已吸引 VR 相关企
业 200 多家。

对新经济的渴望源于江
西对经济结构的“切肤之痛”。

以物流成本为例，之所以江
西物流成本较高，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工业产品附加值
低、产品结构不合理。有人曾
形象地打比方说：“同样的运
费，别人车里装的是芯片，我
们装的是铜管。”

VR 产业、航空产业、数字
经济……江西紧紧盯住世界产

业发展大势和自身特色优势，大力拥抱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短短两三年时间，新经济在江西呈现“百花齐放”的喜人态势。
阿里巴巴与江西开启深度合作，华为在江西建立开放实验室。

在距上饶高铁站不远处的江西(上饶)数字经济示范区，
一栋 3 万多平方米的创意产业大楼刚建成便被 18 家大数据
企业“装满”，另有 30 多家企业排队进驻。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上规模、增效益，江西今年实施“2+6+
N”产业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即打造有色、电子信息 2 个万
亿级产业，装备、石化、建材、纺织、食品、汽车 6 个五千亿级产
业，航空、中医药、节能环保等 N 个千亿级产业。

2018 年江西新兴产业用电量增长 50 . 4%，而钢铁有色
等四大高耗能产业用电量下降 0 . 74%。“一升一降，说明江西
经济离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更近了一步。”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
究所所长麻智辉说。

从“多点开花”到集聚成链

去年 12 月下旬，通勤航空“江西快线”开始试运行，即将
正式载客运营。届时，人们从南昌、赣州、景德镇等地出发将可
以实现“打飞的”。

补短板、强弱项、争机遇，江西以全产业链思维力推“航空
强省”。以制造为主的江西航空产业格局，正加速向以制造为
核心、航空运营为主干、航空服务为支撑的现代航空产业体系
升级。特别是民航江西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的设立大大促进
江西航空制造产业研究、生产和适航审定环节的沟通协作，助
推航空产业集群发展。

起步之初就推动产业集聚成链，并以此精准配置政策资
源，是江西发展数字经济、VR 产业、物联网等新产业的重要
一招。

鹰潭这个过去主要靠“吃铜钱”的单一工业主导型城市，
正吸引物联网企业集聚。智慧水表、智慧路灯、智能井盖……
一波新应用在这里落地生根。截至去年 10 月，鹰潭市物联网
企业已入驻 150 家，涵盖上游研发、下游制造。

以南昌航空科创城、赣州稀金科创城、中国(南昌)中医药
科创城、上饶大数据科创城、鹰潭智慧科创城为代表的“五大
科创城”，犹如一个个磁场吸引新经济企业和人才入驻。

完善创新链支撑产业链

新经济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没有创新链的支撑，难
以适应科技进步的迭代速度。

上饶市中科院云计算中心大数据研究院成立仅两年多时
间，这家研究院就成功上线 4 款应用产品，其中一款汽车物联
网应用已有 800 多家企业入驻。

“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产品出来！”上饶市中科院云计
算中心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洪学海说。自 2016 年 8 月以来，大
数据研究院已申报省级项目 16 个，与有关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11 个，成为当地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

在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江西新增国家级平台载体 37 个。
其中，既有像北航江西研究院、江西北斗应用研究院这样的高
端研发平台，也有一批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资本平台。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江西提出要推进十大国家级
重大创新平台、十大省内外重点共建创新平台、十大产业重
点创新平台建设，力争新增 15 家国家级众创空间、20 家科
技协同创新体。“以创新链的崛起推动新经济产业链的整体
提升。”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杨贵平说，2018 年江西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1 . 6%，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17 . 1%。 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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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骆国骏、李德欣、侠克

“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对所有的中
国人来说，除夕夜的团圆和守岁是对一年辛
苦忙碌最好的馈赠。但每年除夕夜，在北京的
街头，总有一群人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为
的是送更多的人尽早到家，吃上那顿念念已
久的年夜饭。

2 月 4 日，除夕夜晚 9 点 15 分，偌大的
北京城虽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但处处张灯结
彩，年味十足。老山公交场站内，休息了片刻
的刘勤录和杨俊芝，来不及看完“春晚”的一
个节目，就又回到了 1 路公交车上，为下一趟
出车做准备。

刘勤录是北京公交公司 1 路车的一名司
机，今年的除夕夜，他要和乘务员杨俊芝搭档
上“跨年班”。

“胎压、电量、制动、转向，灯光，每项检查
一定要到位。”发车前，正在车队进行节日慰
问检查的北京公交集团总经理朱凯一边叮
嘱，一边与刘勤录一起仔细检查着车辆的每
一个细节。

一切就绪，晚 9 点 35 分，刘勤录驾驶着
长 18 米的“中国红”纯电动公交车缓缓驶出
老山公交场站，开始了发往四惠公交场站、执
行又一次末班车任务的行程。

除夕夜的北京寒意犹浓，每到一站，刘勤
录都要比平时多停一小会儿，并透过前车窗

和后视镜，仔细观察是否有赶车的乘客。“错
过末班车，乘客就得想别的法子回家，在外面
冻很久。”刘勤录说，除夕夜路上车少，车速总
体比平时快些，不会耽误车上乘客回家。

“前方到站是西单路口东。”进入中心城
区，上车的乘客渐渐多起来。杨俊芝一边提醒
乘客注意乘车安全，一边忙着帮助上了年纪
的乘客上下车。“我和婆婆一起生活，感情特
别好，每年除夕夜我不在家，她都要等我下了
班一起吃年夜饭。”杨俊芝说，看到上了年纪
的乘客，就会想起婆婆，和她们说上两句话，
也能缓解自己的思念之情。

年味浓，情更暖。一路上，刘勤录和杨俊
芝对每一位上车的乘客都亲切地道一声“新

年好”。下车时，杨俊芝也总是不忘加上一句
“祝您一路顺风，早点儿回家”。乘客们的一声
“过年好”“您辛苦了”让他们的心里倍感温暖。
“咱们坚守岗位，不就是让更多乘客早点回家
团圆嘛，有这一句话，就感觉值了。”刘勤录说。

夜幕中的长安街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国
家大剧院、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国贸三
期……一座座地标建筑披上节日灯光盛装，
展现出一派祥和景象。

“从五棵松到西单，从天安门到 CBD ，一
路上都是北京的老地标、新地标。”作为土生
土长的“老北京”，对于长安街再熟悉不过的
刘勤录深有感慨，“长安街是北京的一个符
号，我在 1 路车上见证着北京的发展，听到外
地乘客的赞叹，心里特别自豪。”

刘勤录说，从去年开始，除夕夜乘坐末班
车的人变多了。现在人们更喜欢吃完年夜饭，

走上长安街看看沿途的灯光和花坛景观，这
可能是北京老百姓“绿色过年”的一种转变。
“随着车辆的不断升级，现在‘中国红大 1 路’
上不仅有空调，也能看到‘春晚’，除夕夜坐车，
观景、看电视两不误。”

晚上 10 点 30 分，在东单附近一家酒店
工作的韩娜刚刚下班。因为工作原因，多年
来，韩娜成了 1 路末班车的常客，今年的除夕
夜亦是如此。“同样是在服务行业，我特别能
理解除夕夜的坚守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韩
娜说，1 路车代表着回家团圆，想起 1 路车她

的心里总会一阵温暖。
“这是我连续第 6 个‘跨年班’。”说到团

圆，刘勤录有些愧疚。6 年来，妻子和孩子都
是在大舅子家过除夕，等刘勤录下班后，无论
多晚一家人都会等着他一起吃团圆饭。

杨俊芝的婆婆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但每
到除夕的时候都会嘱咐杨俊芝“路上小心，早
点儿回来，给你留饭”。

正月初一零时 05 分，伴随着五环外的
声声爆竹声，车辆回到终点站。刘勤录将车
稳稳地停在充电桩旁的车位上，并对着行车
电脑检查车辆状况。杨俊芝拿起拖布，认真
擦拭车厢地板的每个角落：“虽然想快点回
家，但最后这点工作必须做好，方便早上同
事接班。”

这个除夕夜，北京公交集团 1494 趟末班
车流动在北京街头，数万名“北京公交人”共
同坚守，为了更多的人回家团圆。

正月初一 1 点多，1 路末班车内的灯光
终于熄灭。此时，刘勤录的妻子煮上了饺子等
待丈夫归来，杨俊芝的母亲也还未眠……因
为在他们看来，“人齐了，饭吃了，年才算过
了”。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咱们坚守，让更多人早点团圆！”
除夕夜北京公交 1 路末班车见闻

扫描二维

码，参与“寻找

中国之美”第

八季“映春”。

▲刘勤录驾驶的 1 路公交车到达天安门

东站（2 月 4 日摄）。 新华社发（任超摄）

2 月 5 日农历正月初一，民间艺人在江西宜
春市人民公园进行舞龙表演。各地上演丰富多彩
的民俗活动，庆祝新春。 新华社发（刘继刚摄）

民俗庆新春

新华社记者

农历己亥春节，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
神州大地上涌动着“春之声”——— 扶贫攻坚
进入攻城拔寨的关键期，世园会、进口博览
会等重大活动筹备正酣，中国制造正在向
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冲刺。动听的“春之
声”反映了奋斗者追梦路上的豪气，寄托着

人民群众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祝福和
期盼。

心连心，手拉手

接力！脱贫攻坚按下“快进键”

除夕傍晚，广西上林县云桃村云岩屯
脱贫户家中，一场别开生面的“山乡年夜
饭”拉开了帷幕。从“60 后”到“80 后”，三代
扶贫工作队员，与刚刚脱贫的乡亲用山歌
话起家常，一同谋划新的致富计划。

扶贫工作队员写的民情日记见证了

杨大东一家五口的脱贫历程：扶贫工作
队为他们夫妻联系外出打工，还投入了
1 5 0 0 0 元帮他们参加了养牛合作
社……

南方电网南宁供电局驻村的扶贫第
一书记黄建敏掰着手指头给杨大东算
账：养牛合作社每年分红 1200 元，教育
补贴的助学金直接打到银行卡里，新的
一年他家的日子会越来红火。

“前几天，我报名参加了春节后就要

投产的饲料厂，今年我要用分红加上打
工的钱，争取把房子外墙刷漂亮了。”杨
大东说。

“不靠天不靠地，一靠自己努力，二
靠政府帮扶，三靠扶贫团队想办法。”村
民杨天禄用酿好的糯米甜酒，招待前来
慰问的南方电网南宁供电局驻村“80
后”扶贫第一书记黄建敏一行。

2015 年被确定为贫困户的杨天禄，
是典型的“因病致贫户”。“老杨最让我们
佩服的是不等不靠。我们给政策提供技
术，他就扎扎实实埋头苦干。”黄建敏说，
老杨自力更生，先后养了 16 头牛，3 年
来，不仅还清了所有外债，而且重新修缮
了房屋，成功“摘帽”。

“70 后”扶贫村干部黄周瑜从县委
办下乡，在过去的 8 年时间里几个村子
“轮轴转”。他用马山一带的壮话在年夜
饭席上给贫困户们祝酒：“扶贫先扶志，

脱贫靠勤劳 ，政府给政策 ，我们帮技
术。”

在扶贫第一线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扶
贫队员黄建敏，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信
心满满：会有更多的脱贫地区在新的一
年里享受到国家发展的红利，老百姓获
得感和幸福感会更强！

从陌生到相知、从相知到相伴，三
代扶贫工作者与老乡之前架起了一座
连心桥，“山乡年夜饭”，讲述着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为民脱困“撸起袖子加油
干”的奋斗故事。一年来，全国 125 个贫
困县通过验收脱贫，1000 万农村贫困
人口摆脱贫困。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决战
决胜的关键节点，农历己亥年里，这样
的脱贫故事还将在祖国大地越来越多
的地方重现。

进取人生照亮前路

中国新“名片”，有我的奉献

春节假期前最后一天，上海虹桥。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局里，一片忙碌景象，
“跟着外商的作息走”，办公室里，多种语
言此起彼伏。

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美
国、巴西、巴拿马、意大利、西班牙、法
国……第一届进口博览会刚刚落幕不
久，进口博览局就组织了“路演团队”，向
全球的企业“零时差”讲述中国对外开放
的新故事。

“最近两周，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
百封邮件及来电咨询。”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进口博览会展览部工作人员左
一美说。 （下转 2 版）

神州大地，追梦路上涌动“春之声”

▲春节前夕，南方电网南宁供电局驻村扶贫第一书记黄建
敏（右二）、“70 后”扶贫村干部黄周瑜（左二）与村民一块商量
2019 年发展计划。 新华社记者何丰伦摄

▲ 2 月 5 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桥工段对
陇海铁路郑州站北“咽喉”区一段 85 米长的钢轨进行更换作
业。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22 月月 55 日日农农历历正正月月初初一一，，浙浙江江台台
州州市市路路桥桥区区蓬蓬街街镇镇浦浦南南村村的的村村民民在在进进
行行拔拔河河比比赛赛。。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蒋蒋友友亲亲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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