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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宁
6 月 1 8 日 电
（记者刘伟、何
伟、孙一）金秀银
杉森林公园植被
繁茂、空气清新、
环境秀丽，一条
清澈的小溪缓缓
流淌。
　　地处西南大
瑶山区的广西来
宾市金秀瑶族自
治县是国家级重
点生态功能区和
珠江流域重要水
源地之一。2020
年全县森林面积
300 多万亩，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7.91%，居广西
第一位。
　　记者近日在
金秀县采访了解
到，当地多措并
举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严格保护
生态环境，打造

“绿色水库”，同
时积极发展中瑶
药种植、康养产
业、生态旅游业
等 生 态 经 济 。
2019 年，这个县
被生态环境部、
文化和旅游部分
别 授 予 第 三 批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国家
全 域 旅 游 示
范区。
　　金秀县集雨
面积 10 平方公
里以上的河流有
2 5 条 ，总 长 度
1683 公里，年总
径流量约 25.7
亿立方米，占整
个珠江流域年径
流量的 17.7 ‰。
境内生物种类十
分丰富，拥有瑶

山鳄蜥、金斑喙凤蝶等珍稀动物。
　　据金秀县林业局局长梁茂基介绍，近年
来，金秀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一方面严格审
核使用林地面积、控制林木采伐量，全面开展
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程；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林长制”试点，建立
县、乡（镇）、村、屯四级“林长制”体系，组建管
护队伍等。
　　当地村民们为了生存曾经不断狩猎、砍
伐，导致当地生态一度遭到破坏。近年来，他
们收起捕兽夹、砍柴刀，加入生态保护队伍
中。仅 2020 年，金秀县就聘用 1420 名生态护
林员，巡护管理生态公益林、水源涵养林等。
　　来宾市委常委韦德斌说：“生态是金秀的
一张靓丽名片，县委、县政府不断强化生态保
护长效机制建设，全县上下形成‘守住绿水青
山就是最大政绩’‘不以 GDP 论英雄’的共
识，‘绿色金秀’‘生态瑶都’等环保品牌日益
响亮。”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金秀积极践行

“两山理论”，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
　　金秀素有“世界瑶都”的美誉，有 104 种经
典瑶药，也是全国第二大物种基因库。全县因
地制宜发展林下瑶医药材种植，提出从 2018
年起利用 3 年时间种植中瑶药材 10.7 万亩，
并计划到 2023 年扩大种植面积至 20 万亩。
　　金秀圣康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方式，带动周边 500 多
户农户种植瑶药 1700 亩。公司董事长李富
权说，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生
产 优 质 地 道 的 瑶 药 材 ，今 年 计 划 扩 种
3000 亩。
　　韦德斌说，金秀县与南京等地合作开展
瑶医药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和品牌建设，逐
步打开东部地区市场。
　　曾在外地工作的“90 后”大学毕业生汪
云贵回到金秀镇六段瑶寨，发展茶叶产业，通
过网络直播推广土特产，带动村民增收，
2020 年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包括汪
云贵在内，这几年六段瑶寨多名年轻人返乡
创业、建设家乡。
　　今年“五一”假期，金秀县六巷乡大岭村
迎来一大拨游客，民宿爆满。这个过去曾经贫
穷的瑶寨山村，依托生态环境、独特风俗等发
展民宿旅游，已成为“网红打卡村”。大岭村驻
村第一书记莫秋明说：“现在山水和生态是村
民的‘金饭碗’，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 10 万
元。”
　　金秀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介绍，
当地叫响“生态、民族、长寿”品牌，促进“大健
康+旅游”产业发展。今年一季度，全县接待
游客 115 万人次、旅游总消费达 10.5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300%、323%。
　　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表示，金秀县将继续
深入践行“两山理论”，进一步做大做强生态
经济，推动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再上新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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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重庆 6月 20日电（记者周闻韬）重
庆 40 家基层法院近日相继对外公布了法官名
册，全部名册总共标注有 1116 名员额法官的
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这些员额法官的职责是
定点联系全市 1093 个乡、镇、街道、园区和重
点企业，协助开展矛盾化解、普法宣传、社会治
理等工作。
　　今年 4 月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全市
全面推广“一街镇一法官”工作机制，由各基层
人民法院在辖区内乡、镇、街道、园区和重点企

业，各选派一名员额法官保持常态化工作联系，
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所选法官优先从人民
法庭法官、院机关庭长副庭长和 40 岁以下政
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好的员额法官
中选拔。
　　近日，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
周学泉、副庭长曾杰来到所联系的开州区赵家
工业园，与园区一农业科技企业进行案件回访
和调研座谈。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企业因产品推

广费用与两家公司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在
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通过细致调解，促使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目前，各方均已按照民事调
解书载明的义务条款履行完毕。沟通中，法官
们主动就企业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难题提供咨
询，协助解决企业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并鼓励
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维权。
　　对有诉讼需求的困难群众开展上门立
案、网上立案、诉前调解等事务；及时向法庭
和机关审判庭反馈街镇、村社的建议和群众

需求；根据实际需求对镇街、村社干部、人民
调解员或综治网格员进行培训，增强法治思
维，提升法律素养，提高法治能力……在“一
街镇一法官”工作机制下，更多法治力量正在
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一街镇一法官”工作机制
是人民法庭工作的拓展与补充，主要承担沟
通联络工作，通过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前端
化解、关口把控，能够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
量，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重庆：“一街镇一法官”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这是 6 月 19 日拍摄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无人机照片）。
从 6 月 19 日 9 时开始，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度万家寨、三门峡、
小浪底水库，结合腾库迎汛，实施 2021 年汛前黄河调水调沙。当天，
小浪底水库的流量按照 2600 立方米每秒下泄。新华社发（贾方文摄）

黄河 2021 年汛前调水调沙启动

　　新华社杭州 6 月
18 日电（记者李平、马
剑）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17 日出台七条举措支
持 26 个山区县跨越式
高质量发展。
　　根据此次出台的

《支持山区 26 县跨越式
高质量发展意见》，浙江
将加强山区 26 县国土
空间规划，优化重大生产
力、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
资源布局，促进人口集
聚、产业协同、要素流动。
　　在重大项目建设方
面，浙江将降低山区 26
县省重大产业项目准入
门槛。对山区 26 县基
础设施、民生项目、优质
文旅项目，给予 40% 的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支持。
　　同时，支持山区 26
县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
主的“产业飞地”，省级统
筹安排每县（市、区）“产业飞地”不超过 1500
亩建设用地的规划指标；鼓励省内其他地区到
山区 26 县设置“创新科技园”“产业合作园”等。
　　此外，浙江还将审慎稳妥推进山区 26
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实现
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进一步激活
山区 26 县农村土地要素市场。
　　据了解，浙江山区 26 县土地面积约为
浙江全省的 45%，人口接近全省的 24%。在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26 县的经济社会发
展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经过多年发展，
26 县如今已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民生
保障水平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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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石家庄 6月 18 日电（记者齐雷杰）
18 日凌晨，同时跨越京沪铁路和京沪高铁的城
际铁路转体梁——— 首都国际机场至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城际铁路联络线一期工程廊坊特大桥转
体梁，在河北省廊坊市境内中铁十局集团有限
公司施工现场成功完成转体，过程历时 110
分钟。
　　首都国际机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城际铁
路联络线工程，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建设
的重要项目。这一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
于 2019 年开工，全线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主体

工程预计年内完成；二期工程正在加快开展项
目前期工作。整个项目完成后，首都国际机场
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通达时间将缩短至 45
分钟。
　　廊坊特大桥转体梁是首都国际机场至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城际铁路联络线一期工程重
点控制性工程之一，科技含量高，工艺要求
严，施工难度大。廊坊特大桥转体梁安全成
功转体，为后续工程快速施工奠定了坚实
基础。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首都国际机场至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城际铁路联络线一期工程项
目部总工程师李博说，两座转体梁分别长 98
米、重 9000 吨，通过 4 台 400 吨连续牵引
千斤顶的牵引，在 20 多米高的上空同步旋
转，实现精准对接，完成了对京沪铁路和京沪
高铁的跨越。整个旋转过程安全准时，各项
施工参数满足设计要求。为降低施工对铁路
运营的影响，转体梁采用平衡转体法施工，即
先在铁路两侧平行铁路方向浇筑梁体，然后
通过转体作业使主梁横跨铁路，实现桥梁
贯通。

精准对接，廊坊特大桥转体梁转体成功

　　新华社上海 6月 18 日电（记者陈爱平、许
晓青）上海 17 日发布《关于支持上海旅游业提
质增能的若干措施》，简称“新 12 条”，产业政
策从去年 2 月的行业救急措施，逐步转向为产
业未来赋能的新举措，旨在推动“十四五”期间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这是继去年推出降低旅游企业融资成本、
实施文旅市场振兴计划等 12 条支持服务旅游
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后，上海再次推出
支持旅游业发展政策。
　　“新 12 条”进一步扩大旅游企业受益面，
提出鼓励在沪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加强对
民营小微旅游企业的信贷支持，支持旅游企业
通过私募基金投资、挂牌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
拓展融资渠道，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
构对旅游市场主体的融资增信力度。
　　“新 12 条”注重拓展旅游发展新市场，实
施“上海旅游宣推计划”，鼓励企业拓展面向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小学等拓展旅游消费客源
市场，提供党建主题研修活动、研学实践教育等

服务。上海将搭建旅游企业与大型节展活动的
对接平台，推动开发高品质会奖旅游产品、个性
化定制旅游服务等。
　　在优化旅游高品质供给方面，“新 12 条”
鼓励旅游度假区和目的地投资建设，围绕上海
重点旅游项目，推动资本和旅游重大项目精准
对接，并支持企业开展旅游人才技能培训。
　　“新 12 条”还注重引导旅游数字化转型，
支持运用数字全息、VR 等技术发展全景旅
游、沉浸式旅游等虚拟现实交互旅游场景，今
年上海将打造 20 个数字景区、600 家数字
酒店。
　　“‘老 12 条’重在扶企纾困、解燃眉之急，

‘新 12 条’重在提质增能、促长远发展。”上海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世忠说。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说，“新 12 条”
中鼓励企业拓展旅游消费客源市场相关措施最
让她振奋。“导游们忙起来、有收入，企业的活力
就回来了。”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这家民营旅游

企业从业务暂停、骨干人才“失业”等危机中
“涅槃”，在上海文旅部门支持下积极开拓城
市微旅行、研学游等新市场，其承运的上海
市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景区

“红色专线车”也于近期投入运营。周卫红
说，企业在“求存”同时，也看到了发展的
方向。
　　今年第一季度，上海接待国内游客约
611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52.73 亿元，分
别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 75% 和 67%；国家
A 级景区接待人数和营业收入、星级饭店业
务等持续复苏。但从经济指标来看，旅游业尚
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旅游是大产业、大民生、大展示，关系长
远发展，关系民生福祉，关系城市形象。上海
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分析，从产业发展看，应
进一步盘活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推动区
域合作和产业融合。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
旅游业应助力构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随着“新 12 条”发布，沪上多家金融机
构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签约为旅游中小微
企业搭建“24 小时”金融服务平台，以“银团”
方式为上海旅游高峰工程、重大旅游目的地
建设提供“一站式”服务。上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副局长金雷说，上海正在探索专项保险产
品与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替代方案，切实
降低旅行社经营负担。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说，上海推动“新 12 条”落地，也将加快旅、
文、会、商、体等产业协同发展，整体提升营商
环境和行业治理能力。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称，除了继续推进援企
稳岗政策，上海正在加快培养一批适应旅游
业发展的技能人才。
　　上海正在实施旅游倍增计划，力争到“十
四五”期末，旅游年总收入由 2020 年的
3139.78 亿元增加到 7000 亿元。方世忠说，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正开创深化世界著
名旅游城市建设的新局面。

上海“新 12 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上海 6 月 18 日电（记者贾远琨）6
月 18 日 3 时 30 分，经过 1000 余名作业人员
5 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沪苏湖铁路引入上海
虹桥站南咽喉信号联锁换装顺利完成。本次信
号联锁施工和后续工作完成后，沪苏湖铁路引
入上海虹桥枢纽将新增一条通道，进一步提高
车辆运行效率和客运能力。
　　本次施工包括轨道铺设、信号设备安装、系
统调试及联锁软件换装、接触网调整等，涉及周

边 6 个站所、2 个中心，需虹桥枢纽 2 个供电单
元同时停电，施工范围大、作业工点多、安全风
险高。
　　为配合本次施工，相关工程人员先后改造
完成了施工区栅栏封闭、路基加固、轨道预铺及
配套的信号、供电设备等 65 项前期工作，为本
次施工奠定了基础。
　　沪苏湖铁路起自上海虹桥站，途经江苏省
苏州市，终至浙江省湖州市湖州站，正线全长约

163.7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设 7 座车站，
包含上海虹桥站（既有）、松江南站、汾湖站、
盛泽站、南浔站、湖州东站、湖州站（既有）。
　　沪苏湖铁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上海、苏
州、湖州等长三角重点城市的重要铁路运输
通道，与沪杭客专、宁杭高铁、湖杭高铁相连，
共同构筑起长三角核心区城际快速铁路客运
网络，增强上海对长三角核心腹地的辐射功
能，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沪苏湖铁路引入上海虹桥枢纽增加“新通道”

北京直飞林芝航线复航

西藏第二大交通枢纽已具雏形

　　据新华社拉萨 6 月 18 日电（记者刘洪
明、张兆基）18 日 10 时 23 分，一架国航
A319 客机成功抵达西藏自治区林芝米林机
场，标志着北京直飞林芝航线时隔近 6 年后
成功复航。在拉萨至林芝铁路即将通车之际，
来往林芝的国内航线不断开拓，林芝作为西
藏第二大交通枢纽已具雏形。
　　林芝地处藏东南雅鲁藏布江下游，气候
宜人，风光旖旎。目前全市对外营运景区共
28 家，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米堆冰川等
受到广大游客青睐。
　　栽下“旅游树”，引来金凤凰。“十三五”期
间，林芝大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游客接待量超
3200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 240 亿元，分别为

“十二五”期间的 2.3 倍、2.5 倍。2020 年，全
市家庭旅馆总数达 637 家，全年农牧民家庭
旅馆共接待游客 49.1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9060 万元，更多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