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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兰州 8 月 22 日
电（记者王朋）党的十八大以
来，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立
足当地区位优势，聚焦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探索城乡融
合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和科
技创新，县域经济发展的新
活力逐步显现，宜居宜业的
新图景徐徐展开。

  “高原夏菜”成就

亿元产业

　　榆中县位于甘肃省中部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海拔
在 1400 米以上，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是蔬
菜的优势产区。多年来，榆中
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打响
了“高原夏菜”品牌。2022
年全县蔬菜种植面积 36.6
万亩，预计产值 21 亿元，已
成为全国“北菜南运”“西菜
东调”的重要基地。
　　来自广东的客商黄真
喜，在榆中县从事蔬菜交易
已有 7 年，见证了当地蔬菜
产业的巨变。
　　“现在是蔬菜产销旺季，
企业每日在榆中县采购的莴
笋 、西 芹 等 蔬 菜 超 过 7 0
吨。”黄真喜一边剥着莴笋的
叶子，一边向记者介绍。
　　品牌响亮，来之不易。榆
中县蔬菜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滕辉介绍，近年来，榆中县聚
焦“高原夏菜”优势产业，通
过标准化生产、品种示范推
广、标准化基地建设等多种
方式为“高原夏菜”品牌提质
升级，生产的蔬菜还出口日
本、新加坡等国家。
　　“现在蔬菜种植区海拔
从 1480 米逐步提升至 2800
米，全县有 6 万多农户种菜，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蔬菜产业。”滕辉说。

探索城乡融合 共筑美好生活

　　在榆中县，无人不晓李家庄村。
　　这座位于榆中县城郊的昔日“土村”，如今变成
集现代农业园区、娱乐休闲等为一体的美丽乡村。
　　 2018 年，李家庄村被纳入国家田园综合体建
设试点以来，村里发生了多个变化：“土村”成了网红
景点、撂荒地成了烂漫花海、村民成了“股民”。
　　村民陈吉宝说，2019 年以来村民先后搬至县
城的安置小区，村里还探索“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将村民部分耕地和宅基地折
价入股，耕地按照每亩年流转费 1000 元流转给村
集体，宅基地每户按 0.4 亩折价入股李家庄乡村旅
游合作社，年底分红。
　　“这样一来，村民增收由过去单一的生产经营性
收入，增加了资产性收入、入股分红收入等多种形
式。”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建文说，2021 年李家
庄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3 万元，较 2018 年增
加近 4000 元。
　　近年来，榆中县聚焦农村“三变”改革、乡村旅游
发展，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和新模式，累计建成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14 个，打造老家·浪街、素朴·
李家庄等多个乡村文旅项目，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调
整产业结构等方式不断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不仅如此，城镇居民生活环境也在进一步完善。
2020 年以来，榆中县对城区 106 个老旧小区进行
改造，不仅改善提升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
配套设施，还增加了绿化带、停车位、垃圾分类投放
点等生活设施。

改旧育新 产业集聚效能渐显

　　高纯金属的纯度有多高？有何用处？
　　在榆中县和平镇金川科技园区，兰州金川科技
园有限公司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高纯度镍、钴纯度达
到 6N5（即 99.99995%），高纯度铜达到 7N（即
99.99999%）。这些都是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领域发
展所需的重要材料。
　　“过去，国内高纯金属材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公
司研发中心主任杨晓艳说，现在企业生产的高纯度
镍、钴、铜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年产 100 吨。企业计
划在“十四五”末，将高纯金属产品系列拓展到 20
种以上。
　　新产业动能不断释放，传统产业也在不断转型。

“十二五”以来，酒钢集团榆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先
后投资 8.5 亿元，通过提升技术装备水平、淘汰过剩
产能等举措，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公司总经理王磊介绍，现在人均年产钢量由
2015 年的 425 吨，提升至 2021 年的 1250 吨，并且
围绕企业上下游配套，物流运输、装备制造、焊接材
料、建筑材料等产业协同发展，产业集聚效能不断
显现。
　　榆中县还依托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兰州大学
等科研院所，不断推动工业创新升级。目前，全县已
有 22 家企业与 47 家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
关系，引进高技能人才超过 800 人。
　　 10 年来，榆中县坚持“改旧”和“育新”并重，形
成了装备制造、冶金建材等 12 个门类优势产业。榆
中县工业总产值已从 2012 年 104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 303 亿元，年均增长 12.6%，逐步构建起多
元支撑、稳定可靠的工业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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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22 日电（记者侯
维轶、恩浩）记者从 22 日举行的“中国这十
年·内蒙古”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党的十
八大以来，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区上下守望相助、感恩奋
进，保持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
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说，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深情牵挂内蒙古各族人民，党的

十八大以来，先后两次到内蒙古考察，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为内蒙古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提供根本遵循。
　　孙绍骋表示，内蒙古积极探索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厚植

“北疆绿”、增色“中国蓝”，坚持不懈保生态、
治污染、促转型，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积极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各项事业取得
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10 年来，内蒙古全区地区生产
总值从刚刚迈入万亿元门槛到去年底跨过了
2 万亿元大关，人均 GDP 从 4.2 万元增长到

8.5 万元，157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累计完成营造林 1.22 亿亩、种草 2.86 亿
亩，年均防沙治沙 1200 万亩以上，全区草原
植被盖度和森林覆盖率分别由 40.3% 和
20.8% 提高到 45% 和 23% ，荒漠化和沙化
土地面积持续减少。
　　内蒙古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电力总
装机达到 1.56 亿千瓦，外送电能力达到
7000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达到 5600 万千
瓦；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粮食年产量突破
700 亿斤，每年有一半以上的粮食调往区
外，草食牲畜存栏突破 7000 万头只，羊肉、

牛肉、牛奶、羊绒产量分别增长至全国的
1/5、1/10、1/5、1/2；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口岸由 12 个增至 20 个，过境中
欧班列由 2013 年的 3 列增加到去年的
6100 多列，始发中欧班列由 2016 年的
30 多列增加到去年的 300 多列。
　　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在发布会上说，内
蒙古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10 年来，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258.7 万人；
居民收入增幅始终高于经济增幅，城镇居
民收入增长了 1.9 倍，农牧民收入增长了
2.4 倍。

内蒙古：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走 进 县 城 看 发 展

　　新华社重庆 8 月 22 日电（记者柯高阳、
李松）记者从重庆市委宣传部获悉，8 月 18
日以来，重庆江津、大足、铜梁、巴南等地因持
续高温干旱先后发生多起山林火灾。当地迅
速组织力量扑救，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截至 22 日记者发稿时，重庆市已调集
5000 余名专业救援队、森林消防、武警部
队、消防救援及当地干部群众全力灭火，重庆
市应急管理局航空救援总队投入 7 架直升
机开展空中灭火，共转移群众 540 户 1500

余人。
　　近期重庆市遭遇高温天气，森林防火形
势严峻。目前，重庆市 38 个涉林区县已发布
森林防火封山令，严格火源管控，强化隐患
排查。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国家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22 日视
频调度重庆、江西、湖南、四川、贵州五省市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会议强调，要强化应急处置抓落实，立足

极端情况，更加注重常态防控、应急响应、
超常应对、安全底线，推动力量、装备、指挥

“三靠前”，及时启动预案，果断响应，提高
安全扑救能力。
　　针对当前防灭火形势，国家森防指
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国家林草局派出联
合工作组赴重庆指导森林火灾扑救工
作，应急管理部已向 15 个省份下发提示
函和橙色预警通报，并紧急调拨灭火物
资、调派 4 架直升机和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 2800 多人在四川、重庆火灾现场
开展扑救。
　　据介绍，近期南方持续高温干旱，多地发
生森林火灾，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不容乐观，
其中江西大部、湖南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
部、贵州北部森林火险等级为三级（较高危
险），部分地区为四级（高度危险）。特别是重
庆、四川等地局部地区持续高温干旱，林区可
燃物大量堆积，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面临极
大压力。

重庆发生多处山火，正全力扑救暂无人员伤亡
两 部 门 调 度 部 署 重 庆 等 五 省 市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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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2 2 日
电（记 者 邰 思
聪）记 者 2 2 日
从 北 京 市 残 联
了 解 到 ，北 京
市 近 日 印 发 了

《 北 京 市 贯 彻
落 实 < 促 进 残
疾 人 就 业 三 年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2 — 2024
年）> 重 点 任 务
分 工 方 案》，提
出 要 强 化 政 府
促 进 残 疾 人 就
业职责，组织实
施“十大行动”，
搭 建 供 需 对 接
的 助 残 就 业 服
务平台，送政策
拓渠道，优服务
增便利，强培训
提能力，重帮扶
兜底线，推动就
业 岗 位 扩 量 提
质 ，实 现“十 四
五”时期北京市
残 疾 人 更 加 充
分 更 高 质 量
就业。
　　根据方案，
北京市 2022 年
至 2024 年要汇
聚“四 方 ”助 残
力量，深挖各类
岗位资源，实施
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民营
企业、残疾人组
织 4 项 助 残 就
业 行 动 ，多 渠
道 、多 形 式 、多
层 次 稳 定 和 扩
大残疾人就业；

要瞄准“四类”重点群体，精准对接就业需
求，开展农村残疾人、残疾人大学生、盲人、
就业困难残疾人 4 项就业帮扶行动，推动实
现城乡之间、不同类别等级残疾人之间发展
均衡、服务均等，多方聚力兜牢就业民生底
线。同时，还将实施 2 项残疾人就业提升行
动，完善残疾人公共就业服务多元化供给体
系，针对性丰富职业培训内容与形式，努力
扩大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通过精细化的就
业服务、针对性的职业培训，破解就业信息
不对称、就业技能不匹配等难题，努力实现
岗位对接、岗位匹配。
　 方案明确，要为残疾人参加招录（聘）考
试提供合理便利，定期举办事业单位专场招
聘会，“十四五”期间编制 50 人（含）以上的
市级、区级机关和编制 67 人（含）以上的事
业单位（中小学、幼儿园除外），安排残疾人就
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至少安排 1 名残疾人
就业。国有企业要搭建助企就业服务平台，拓
展就业岗位，组织开展专场招聘活动，将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邮政、烟草系统要在招聘新增报刊亭负
责人、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方面为残
疾人提供特惠帮扶、精准指导，帮助残疾人就
业创业。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记者张漫子）
记者从 22 日在京召开的 2022 中关村论坛
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2022 中关村论坛将
于 9 月 22 日至 27 日在京举办。论坛将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围绕论坛会议、技术交
易、展览展示、成果发布、前沿大赛等板块开
展 130 余场活动。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一级巡视员侯
云介绍，经国务院批准，2022 中关村论坛由科

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
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北京市政府共
同主办。论坛主题为“开放合作·共享未来”。论
坛将主会场设在国家会议中心，在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等设立分会场。
　　 2022 中关村论坛将紧密围绕北京率先建
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中关村加快建设世
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深化打造国际科
技交流合作国家级平台的目标，按照高层次、高

水平、国际化、实效性要求，呈现一场前沿科
技云集、创新智慧闪耀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盛会。其中，论坛会议板块将邀请全球顶尖
科学家、顶级机构、知名创新创业主体参与，
共同探讨科技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新趋势。
　　侯云表示，北京将不断擦亮中关村论
坛这一国家开放创新的金字招牌，为全球
创新创业者搭建思想交流、技术研讨与产
业合作的广阔空间。

2022 中关村论坛将于 9 月 22 日至 27 日举办

  ▲ 8 月 22 日拍摄的长江江都段部分裸露滩涂。受降水偏少及持续
高温影响，长江进入主汛期后水位持续退落，长江江都段出现“汛期反枯”
的现象。                  新华社发（孟德龙摄）

长江江都段“汛期反枯”

  8 月中旬，川中丘陵沟壑之间，热浪
扑面。
　　行走在四川安岳县思贤镇清泉村，稻田
深处传来一阵阵收割机的轰鸣声。一眨眼工
夫，一大块稻田里的水稻便被收完。待收割
机停在路边，村民们快速地围上去，用编织袋
装好稻谷。
　　清泉村里的稻田多位于沟壑之间，玉带
似的农村公路穿行其间。进入收秋以来，机
器逐渐成了收割水稻的“主角”。
　　记者来到村民邓素英家的稻田里，七八
名村民正在地里帮她一起收割水稻。他们扛
起一袋袋稻谷，穿过一段小路，放到不远处的
面包车上。
　　“请外人还得开工资，还是大家互相帮衬
更划算。”邓素英说。
　　但帮法和以前不一样。邓素英回忆：“以
前用镰刀割，帮一家怎么也得用两天的时间，
现在人跟着机器走，一会儿就收完了。”儿女

都在外地，在大伙儿的帮助下，她家当天收割
3 亩水稻只用了两个小时。
　　在稻田边，村民蒙高敏赞同地点了点头，
插话说，她还用过“打谷机”，一人弯腰用手不
停地摇着把手，把手连着镶满铁丝的滚筒，另
外几人把水稻一小捆一小捆地放在滚筒上

“刷”。“有了收割机，最大的感觉就是没那么
累了。”
　　“现在种地好方便，耕地、插秧、收割都机
械化了。”一名村民告诉记者，如今村里还有
了农机专业合作社，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
样样齐全，农忙时一个电话，机器就开到
地里。
　　记者看到清泉村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刘衍进时，他正驾驶着收割机穿梭在一家村
民的稻田里。
　　几年前，从部队退伍的刘衍进选择回家，
和父亲刘凡强一起开农机。刘凡强是农机教
员，2013 年在他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农机

专业合作社，不忙时他还教外村村民开
农机。
　　和往年相比，今年秋收遭遇高温天气。
记者在稻田里行走，不一会儿汗水就浸透
了衣服。
　　这也是刘衍进最难熬的时候。他早上
5 点多就驾驶收割机出门，一直忙到深夜
才收工，有几天甚至干到了凌晨。他和合
作社的另一个农机手轮换着开收割机，没
一会儿就要用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
　　安岳县是粮食生产大县，2021 年粮食
播种面积 215.4 万亩，总产量 74.5 万吨，面
积和产量均位列四川省第二位；2022 年完
成粮食播种面积 217 万亩，其中玉米 58.6
万亩、水稻 59 万亩、大豆 27.2 万亩。
　　刘衍进说：“现在国家这么扶持农业，
我们合作社肯定能越做越大。”
     （记者周相吉、张海磊、唐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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