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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丁、王圣志、刘怀丕

有着“百年煤城”之称的河南
焦作，2008 年被国家确定为首批
资源枯竭城市。这座原本生态脆
弱、产能落后的城市，何以“不畏
疫情遮望眼”，走出一条创新发展
的“逆袭之路”？只因早下了创新
驱动、开放带动、生态立市三步战
略“先手棋”，在转型发展中厚积
了经济韧性。

“头雁企业”彰显韧性

危中寻机

在皮鞋展厅里，“网红”主播
正直播卖鞋，这是隆丰皮草企业
有限公司抓内销的一项努力。这
家公司是 LV、普拉达、阿玛尼等
国际品牌的供货商，羊皮供给量
占全球四分之一。

“疫情对皮革外贸冲击大，
不过公司扛得住，正努力抓内
销。”公司副总经理陈颖说，当前
公司苦练内功，一方面加强自有
终端品牌建设，另一方面主攻未
来三五年的产品研发，等待行业
复苏。

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是焦
作市近年来实施的大企业集团和
“头雁企业”培育工程中的佼佼
者。截至 2019 年，人口不到 400
万的焦作市，拥有营业收入超亿
元企业 400 多家、超 50 亿元企业
6 家、超 100 亿元企业 3 家。冰
晶石、氟化铝、气缸套、核黄素等
产品销量全球第一，钛白粉、工程
胎等居亚洲或全国第一。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
最高层。

“大企业集团和‘头雁企业’
在疫情中显示出较强的抗风险能
力，对稳定全市产业基本盘起到
支撑作用，有些企业还在危局中
寻得新机会。”焦作市副市长孙起
鹏说。

钛白粉有“工业味精”之称，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
创我国大型氯化法钛白粉生产先
河。在公司园区的后山上，研发
中心巍然屹立。“我们每年研发投
入达 4 个多亿。通过技术创新，
公司实现多种生产工艺耦合，既
降成本又超净排放，竞争力大
增。”公司董事长许刚说，疫情导
致行业内重新洗牌，公司依靠技
术、市场优势，计划出手整合产业
链上更多资源。

创新赋能“经济引擎”

稳增长

70 岁的李世江此生最珍视
两个荣誉：一个是公司获得的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另一个

则是“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国家科技奖，是因为自主
研发出六氟磷酸锂，打破国外垄断，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及军
工装备提供保障。目前，李世江创办的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已是全球最大的无机氟化工企业，他也被人们称为“老
氟爷”。

“六氟磷酸锂 2017 年大规模占领市场，现今已占总公司
销售收入的一半。”李世江说，创新给公司带来不竭动力，电子
级氢氟酸等新产品技术已国内领先，将成为新的增长点。

“创新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金钥匙，也是帮企业闯过疫情关
的硬支撑。”焦作市常务副市长李民生介绍，近年来，焦作市启
动高新技术企业倍增三年行动计划和“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
工程，通过设改革创新奖、开展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建设中原
工业设计城等一系列创新激励举措，打造多维、立体的创新生
态链。

焦作产业的技术含量快速提高。数据显示：2019 年全市
高新技术产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58 . 3%；增速 18 . 2%，高
于规上工业 9 . 5 个百分点。即便今年第一季度，全市高新技
术产业还保持着同比 3 . 9% 的增长。

河南皓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焦作本地孵化出的科技公
司，目前年产智能手机摄像头马达 2 亿片，市场占有率很高。
“有技术、制造优势支撑，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可控。”公司总经
理刘富泉正忙三件事：排队上市、2 亿片新项目建设及 100 亩
新征用地。

“美学”经济开创绿色发展新路径

从举办汉服花朝节，到推出 100 元年卡随便游，再到对河
南人免门票……从 4 月份起，云台山打出“组合拳”招徕游客，
不但度过艰难期，客流和收入还同比增长 20% 多。

修武县以云台山为依托，以“美学经济”为路径，全面推进
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

“石头墙、石头房，炊烟袅袅农家粮”，深山中的修武县金
陵坡村，废弃了 20 多年的学校，被改造成留住乡愁、古色古
香的“云上院子”，这里每晚住宿虽然高达一两千元，依然是
游客的“网红”打卡地，预订火爆。在修武，这样的民宿并不
少见。

从民宿美到乡村美、修武将美学渗透到乡村建设的方方
面面。现在有超过 50 个美学小建筑次第建设和完工。20 多
位哈佛、宾夕法尼亚、清华、北大等院校毕业的顶尖青年设计
师在修武开展美育授课、创业和美学设计，这些充满美学的风
景线，为全域旅游开启了新亮点。

焦作旅游以云台山风景区为龙头，2019 年旅游业占全市
GDP 比重已达 17 . 4%。其快速发展的背后，折射出焦作坚持
生态立市、走绿色发展道路的胆识和智慧。

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说：“近年来，我们以新发展理念为
引领，致力于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经济结构逐步优化，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新华社郑州 6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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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建刚

历史的长河中，和平始终是全人类的共
同愿望和崇高目标。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
而生，为和平而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的重要途径。

时针拨回 30 年前。
1990 年 4 月，联合国维和行动简报上出

现一张特殊的图片—— 5 名来自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军事观察员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
士革。

这是联合国相关简报首次出现中国军人
的形象，也是中国军人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历史见证。

30 年栉风沐雨，30 载峥嵘岁月。今年是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30 周年，是联合国

成立 75 周年。中国军人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
现中国热爱和平、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负
责任大国担当，践行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的
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付出
不懈努力。

和平之师 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

“于大千世界，我也许只是一根羽毛，但

我也要以羽毛的方式，承载和平的心愿。”这
句话，记录在中国维和女警察和志虹生前的
日记中。10 年前，和志虹在海地执行联合国
维和任务时不幸殉职，留下年仅 4 岁的幼子
和年逾花甲的父母。

承载和平，守护和平，是和志虹生前的愿
望，也是中国对和平的承诺。

30 年来，中国已参加 25 项联合国维和
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 4 万余人次，15 名
中国维和军人为世界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生
命。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作用，是维和行动的
重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

“在过去的 30 年里，包括文职、军人和
警察在内的中国维和人员，在联合国多个维
和行动中发挥着弥足珍贵的作用，”联合国
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
鲁瓦日前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我对他们
在联合国蓝色旗帜下的无私奉献表示高度
赞赏。”

今天，2500 余名中国维和官兵在马里、
刚果（金）、南苏丹、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等
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联合国评价中国是“维
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

从 5 名军事观察员到成建制部队、从
单一工兵分队拓展到多种任务性质分队、
从一个任务区扩大到多任务区…… 30 载
维和路，面对不断变幻的国际形势和严峻
的地区局势，中国维和事业不断向纵深发
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彰显负责任大国的
担当。

2015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维
和峰会，阐明中国在涉及世界和平问题上的
原则立场，提出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
倡议，在进一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面
宣布多项务实举措。

5 年来，一个个掷地有声的承诺落地生
根，一项项扎实有序的维和行动开花结果：

—— 2016 年 5 月，中国同联合国正式就
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签署
协议；

—— 2016 年 6 月，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
办公室和联合国维和部首次在中国举办联合
国维和特派团高级官员培训班；

(下转 2 版)

峥嵘岁月 30 年 中国蓝盔卫和平

▲(大图)2016 年 1 月 1 日，中国第三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在马里加奥举行升旗仪式。
新华社发（韩立建摄）

（小图）2015 年 11 月 3 日，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队员在利比里亚格林维尔的一座
村庄询问当地治安等情况。 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

在安外尔尼萨罕·多来的印象中，多年
来，清晨村里安安静静，连风吹动树梢的声音
都听得到。可是现在，一大早，孩子清脆的叫
嚷声、电动车的轰鸣声，搅动了村里村外。

这是南疆村庄的响动，安外尔尼萨罕已
经越来越熟悉。不过数年前，她所在的洛浦
县洛浦镇克尔喀什村，直到日上三竿，村民才
会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蹲在树下或墙根下
说笑，村里才有了热度。中午一过，太阳明晃
晃地照射下来，村民们又躲在家里不肯出来。

“没多少事可做，村民们一般起得都不早。”
因为长期驻村住户，于田县干部张磊也

敏锐地发现，随着就学、就业情形的改变，南
疆乡村热闹的时间点开始转移：早晚变得越
来越热闹，中午反倒冷清下来。

每天清晨，每个村庄都会在喧闹中醒来。
因为所有适龄青少年全部入学，家家户户都
要早起做饭，然后再送孩子到学校。有些结
伴的小孩子一路嬉戏而行，笑声洒落在村里。

不仅如此，随着一批扶贫企业和扶贫车
间相继建成，过去闲在家里的妇女纷纷进厂
务工。每天早晨，忙完孩子的早饭，她们会骑
上电动车，轻快地奔向厂区。记者在和田县
巴格其镇巴扎博依村看到，清晨的村道上，五
颜六色的电动车排成长长的一列行进，头盔

下的一张张笑脸，构成眼下南疆特有的画面。
到了傍晚时分，村里又迎来一个小高峰：

下课的孩子陆续回家，下班的村民也相继归
来，人们又一次搅热了村庄。

吃过晚饭，不少村民聚拢在村委会的远
程教学教室里，听屏幕里的老师讲授种养技
术、讲解法律政策。课间，在村干部的带动
下，大家又一起学唱新歌。到了周末，村民自
发组建的文艺演出队，会在村村都有的大舞
台上献演歌舞、弹唱等节目，激起更多的欢声
笑语。

今年，南疆各个村庄又相继建起夜市，不
仅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也带热了乡村的夜晚。
在于田县兰干乡，一处容纳了 40 多个餐饮摊
主的夜市很红火，入夜后不断有村民来品尝

薄皮包子、红柳烤肉、酸奶粽子等美食，同时
为弹响热瓦普、都塔尔和打手鼓的乡村艺人
喝几声彩。

乡村“热点”转移，是南疆发展产业促进
就业带来的直接变化。记者从和田地委了解
到，短短几年间，当地就有七八万人进入企业
务工，其中 60% 以上是妇女。与安外尔尼萨
罕一样，越来越多的南疆农民走出家门，或就
地就近就业，或进城务工，不仅增加了收入，

还开阔了眼界，带动了社会面貌的变化。
“从农民变成工人，这感觉很棒。”安外尔

尼萨罕说，现在她已是工厂的熟练工，并开始
带学徒，每个月 2000 多元的工资让她家实现
了脱贫。 （记者丁建刚、郝玉）

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13 日电

乡 村“热 点”在 转 移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聚焦三区三州

背着手、踱着步，在田边转来转去……眼
下正是“三夏”农忙时节，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杨柳雪镇周集村村民张玉民看上去却不那
么忙碌。

“现在，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作业，根
本不用我干活。不用弯腰就能收完。”在一
片金黄的麦地里 ，一身休闲打扮的张玉
民说。

在他的农田里，机声隆隆，联合收割机走
过，麦穗被收集起来，秸秆和麦壳被粉碎后抛
撒在麦田里。在地头等候的一辆三轮车，把刚
收完的小麦运出来。

“我来地里就两个事，一是告诉农机手哪
是我家的地，再就是监督他，看收割得好不
好。”他说。

10 分钟左右，一亩地收获完毕。张玉民
又发话了：“帮我送到那边。”骑上车，他带着
农机服务人员来到提前选好的晾晒场。

今年 62 岁的张玉民其实大部分时间在
滨州城区打工，麦收时节特意请了几天假回
来。忙完这几天，他再回城里打工。

杨柳雪镇周集村人数比较多的时候一年
有 3 次：收麦子、收玉米和过年。随着机械化
作业的普及，这些年麦收季回来的人也不那
么多了。

“镇上这一片都是高标准农田，旱能浇、
涝能排。前段时间，镇里统一用飞机打药防治
病虫害，我都没回来。回来也没什么活干。”张
玉民说。

病虫害防住了，一亩地产麦 1000 斤左
右，张玉民觉得这是挺不错的收成。

周集村党支部书记周新年说：“村里有 4
台收割机，几天就能把全村的麦子收割完

毕。”

从手工割麦到机器割麦，从自己收割到
社会化服务，麦收越来越省时省力。

临近傍晚，晾晒场来了收粮食的经纪人。

张玉民和周边的村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
把粮食装到车上。他骑着车跟着经纪人来
到距离不远的收粮点，过磅、结账、把钱揣
兜里。

“拿钱回家给媳妇咯。”张玉民的麦收
季结束了，他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记者邵琨、张力元）
新华社济南 6 月 12 日电

▲ 6 月 12 日，在山东青岛平度市田庄镇西寨村麦田里，收割机在田间收割小麦。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海南省气象局 6 月 13 日 16 时 30 分继续发布
台风四级预警，今年第 2 号台风“鹦鹉”预计 14 日在
广东沿海登陆。 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跨境电商 TIR 国际公路出口运输 6 月 13 日
在新疆乌鲁木齐启动。TIR 系统是唯一的全球性
跨境货运通关系统。 新华社记者王菲摄

跨境电商TIR国际公路出口运输启动 海南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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