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2 年 7 月 20 日 星期三
关注·各地

　　鄱阳湖畔，庐山南麓，镶嵌着全
国唯一以“共青团”命名的城市———
共青城市。
　　共青城，青年之城。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98 位上海知青曾在这里

“上演”了抛洒青春和热血的垦荒
“时代剧”，成为全国青年学习的
榜样。
　　共青城板鸭、鸭鸭牌羽绒服、基
金小镇、光氢储产业、跨境电商……
数十年过去，历经几代人的艰苦创
业，完成了从共青社、到共青垦殖
场、到共青城开放开发区、再到共青
城市的蜕变。
  如今走进共青城，依旧能够强
烈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坚
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
奋进”。

“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

　　驱车驶入共青城，一条宽阔的
共青大道，从高速路口贯通至市
中心。
　　这条建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主干道两边，聚集着工业园、写字
楼、商场、公园、生活小区。共青大
道、共安大道、富华大道……条条大
道交汇成网。
　　青年人的路从来不通向安逸和
满足。“当前，身处中部内陆地区的共
青城，必须开拓新领域，抢抓发展新
机遇。”共青城市委书记卢治轩说。
　　十年前，这里还是资本市场的

“荒地”。现在，沿着富华大道跨过南
湖大桥，一座基金小镇赫然坐落在
南湖新城。
　　近年来，这里聚集了一批国有
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公司和上市公司，并逐步探索出一
条服务实体、助推双创的绿色金融发展之路。
　　“起初，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这个‘无中生有’的产
业，但这座城市就像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有足够的勇
气和魄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基金小镇负责人
金德平说。

“研究院+产业园”

　　走进鸭鸭集团，一栋略显老旧的厂房格外引人注
意。这栋 1982 年竣工的鸭鸭羽绒工厂楼，即将变身为
工业旅游景点。
　　取而代之的是共青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建成
的“鸭鸭产业园”，这里生产的羽绒服，如今已是“新国
潮”的代表。“跨越式发展的背后，是科技和设计的创
新。”鸭鸭集团共青城负责人毛兴味说。
　　在共青城博物馆，陈列着一台木质“选绒机”，它是
共青城第一代创业者在没有任何技术借鉴的情况下发
明出来的。就是用这样简易的设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他们生产出了享誉全国的鸭鸭牌羽绒服。“现在，选
绒设备早已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我们筛选的全部是等
级最高的‘90’鸭绒。”毛兴味说。
　　在老厂房附近，一栋设计新颖的研发楼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近两年，企业“筑巢引凤”，联合了武汉纺织
大学研究院和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共青分院，共同研
发新面料、新工艺，并联动国际知名设计师。武汉纺织
大学共青城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院长王秋寒说，在这
栋研发楼里，一年就可以诞生 5000 款设计产品。
　　引进一个团队、落地一个产业、聚集一批企业、形
成一个增长极。
　　走进江中食疗科技有限公司无人化智能制造数字
化生产车间，依托人工智能在线检测技术，从原料的精
准称量，到产品的灌装、外包打码装箱等环节，整条生
产线几乎看不见工人的身影。
　　唯“新”抢赛道、唯“高”占前沿。2021 年，共青城
引进南昌大学共青城光氢储技术研究院，投资 50 亿
元建设光氢储产业园，围绕光伏、储电、氢电开展应用
技术研发、产业项目孵化，入驻项目全部投产后产值将
达 10 亿元；新组建的无人机组网遥感研究院，也初步
实现鄱阳湖地区智慧水利、防汛救灾等产业化应用。
　　以“研究院+产业园”模式，未来 3 到 5 年，多个产
业园将在共青城诞生。

内陆小城“货连海外”

　　在共青城跨境电商产业园的显示大屏上，实时交
易数据不断跳动。
　　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共青城构建
起支撑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数字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和
数字化供应链金融能力，实现了“全球买，全球卖”。
　　“我们与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亚马逊等建立了长
期合作，在全球有 40 多个海外仓，为入驻企业提供全
球开店指导，帮助他们开拓全球市场。”江西必创跨境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招商主管熊青说，今年的目标是实
现进出口额 5 亿美元。
　　“没想到，在内陆小城，可以实现‘货连海外’的梦
想。”“00 后”殷家彬整合省内外的服装货源，为电商
平台供货。他的公司开业仅 6 个月，在园区“一对一”
帮扶下，订单就增长到每天五六百单。像殷家彬这样的
电商团队入驻园区，可以享受到办公生活、培训孵化、
市场推广、物流及金融支付等服务，获取全球 46 个跨
境电商平台资源，真正实现“拎包”入驻、快速成长。
　　目前，共青城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累计达
690 家，贸易额累计 10 亿美元。未来三年，这个产业
园预期将孵化超过 1000 家本地跨境电商企业和 100
家生态链配套企业，打造成 5 万人以上的创业社区，
力争成为百亿级跨境电商产业综合体。
　　“当年我们有 98 位上海知青，现在我们有 10 万
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差不多占到共青城人口的
一半。”共青城市市长刘阳青说，为青年人营造更好的
创业环境，是共青城永葆“青春”的关键。
                （本报记者闫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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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福州 7 月 19 日电（记者张华迎）
远看青山如黛，近处绿树成荫，溪流清澈潺
潺；滨河公园内，三三两两的村民正悠闲地
聊天，孩童们在一旁奔跑嬉戏……傍晚时
分，暑热渐退，福建宁德市寿宁县托溪乡托
溪河畔开始热闹起来，不少村民走出家门散
步观景，享受乡村夏夜。
　　“这样的场景，以前想都不敢想！”托溪
乡托溪村村民刘美忠说，前些年，因这里盛
产色泽鲜亮的“寿宁红”花岗岩，托溪沿岸一
下子出现了数十家石材加工厂，一些不法企
业将生产废水偷排至溪中，使托溪一度染
红，沿岸群众深受其扰。
　　这种情形在当时的宁德颇具代表性。宁德
石材矿山资源丰富，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石材加工在宁德寿宁、福鼎等地逐步兴起，成
为当地支柱产业。同时，石材行业的粗放发展
也引发了粉尘、污水、噪声等环境污染问题。
　　 2017 年 4 月至 5 月，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组在宁德督察中指出，当地部分县市存在
石材加工污染、矿山生态破坏问题。宁德市
生态环境局局长毛连平说，宁德对环保督察
反馈的问题高度重视，以此为契机，坚决清
退石板材落后产能，推进石材产业综合整
治；在修复绿水青山的同时，引导石材企业走
上绿色转型升级之路。
　　记者了解，近年来，宁德陆续投入近 20
亿元，对重点生态区域、环保不达标的石材加

工企业坚决关停、整合提升。
　　经过综合整治，“石粉山”“红河谷”“牛奶
溪”等在宁德已成为历史。“以前这里是一个
整日粉尘飞扬的采石场，你看现在，成了这么
漂亮的公园！”在宁德市古田县鹤塘镇棋坪洋

矿区旧址上改建的生态公园里，当地村民
黄丙生感慨地对游客说。
　　就这样，荒山变绿林，矿山变公园。数
据显示，2021 年，宁德市空气质量达标天
数占比达 99.9%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比例保持 100% ，森林覆
盖率提升至 69.98% ，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已经成为生活常态。
　　石材产业绿色转型正在加速推进。福
鼎市白琳镇被誉为“玄武岩之乡”，高峰时
期，镇里的石材企业超过 400 家。白琳镇
党委副书记张林介绍，为加快推进石材行
业绿色转型，镇里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对原有的石板材工业园进行提升改造，并
将 430 家石材加工厂整合成 28 家标准化
企业和 2 家精深加工企业。“目前园区已有
20 家企业投入生产，预计全部投产后年产
值约 15 亿元，直接带动 1.2 万人就业。”
　　记者见到，白琳镇金山工业园区康达
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忙着
对石材进行切割、打磨，却不见粉尘飞扬。
公司负责人吴初峰说，转型升级后，企业不
仅配置了工业污水回收循环利用系统，还
新增了降尘、降噪等设施，基本实现了生产
污水零排放、固废回收再利用。
　　在绿色“指挥棒”引导下，部分石材企
业正积极谋划发展对环境更加有利的产
业。古田县恒惠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卢发淼此前长期从事石材加工行业，他
看好食用菌行业发展前景，去年将闲置的
石材加工厂改造成生产银耳罐头的食品加
工厂。“工厂现已投入生产，每天能生产 3
万罐产品。”他说。
　　青山复绿“金山”来。如今，闽东大地崛
起了以宁德时代为龙头的千亿新能源产业
集群，成为福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青 山 复 绿“ 金 山 ”来
福建宁德市石材产业综合整治观察

  ▲一些游客在福建宁德市寿宁县托溪乡托溪河畔戏水（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宁德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新华社上海 7 月 19
日电（记者杨恺、潘清）主
题为“韧性 永续 人文”
的“ 2022 上海台北城市
论坛”19 日以视频形式举
行。上海市市长龚正、台北
市市长柯文哲分别在上
海、台北会场出席论坛开
幕式并致辞。
　　龚正说，“双城论坛”
是上海台北携手合作的重
要平台，也是两市交流互
鉴的桥梁纽带。本次论坛
交流的主题，蕴含了两地
人民对未来城市建设的美
好愿景，必将进一步加深
彼此了解，凝聚更多共识。
两岸同胞心之相系、情之
相融，任何力量都切割不
断。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
亲”的理念，一如既往为台
企来沪投资兴业创造良好
环境，为台胞在上海学习、
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
便利。期待两地同心同行，
携手打拼，为双城谋发展，
为同胞增福祉，为民族创
未来。
　　柯文哲说，台北和上
海连续举办了 13 次“双
城论坛”，这个过程代表了

我们对两岸和平的坚持，双方也有许多具体
成果。两岸历史文化相通，经贸关系密切，两
岸应该合作以创造双赢，应该沟通以化解分
歧。相信多交流可以累积善意，而更多的善意
可以促进更好的交流，建立善的循环，为两岸
谋和平、为人民谋福祉。
　　开幕式上，两市有关单位签署了循环经
济、围棋运动、智慧交通经验交流合作备忘
录。两市还共同发布了上海市政府制作的《上
海台北城市论坛回眸》纪念册，集纳回顾了历
次“双城论坛”及两市各领域的交流花絮。
　　 2010 年以来，上海与台北轮流举行“双
城论坛”，共同探讨民生关切，分享城市管理经
验，开展人文交流互动，取得积极丰硕成果。两
市已签署 42 项交流合作备忘录，涵盖科技、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智能交通、青年交流等领
域。此次论坛上海设主会场和分会场，100 余
位台商、台胞、学者和各界嘉宾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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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日 工 地 里 的 母 子 团 聚
  ▲ 7月 13日，谢赛文（中）利用休息时段在
工地生活区的工棚内和孩子们玩耍。
  35岁的谢赛文是江西省赣江新区科创城建
投工地上的一名钢筋项目负责人，带领其他工人
一起完成钢筋铺设、固定等工作。她的丈夫在其它
工地工作，两个孩子平日由爷爷照看，一家人聚少
离多。这个夏天，为了更好地陪伴孩子们，谢赛文
决定将他们接到身边一起生活。

  “现在天气炎热，往上盖楼，基本都是露
天环境，所以我们选择清晨和傍晚工作。”谢
赛文说，他们干活需要“起早贪黑”。
  和往年难耐的酷暑不同，儿子的到来，让
她倍感清凉。住宿区206号是谢赛文的房间，
她将孩子们的照片挂在墙上，同时搬来书桌，
方便他们做作业。为了让孩子们睡得舒服，谢
赛文挂上了窗帘，还特意买了全新的被单。

  6 月下旬开始，公司为工地生活区配备
了空调、热水器、洗浴室等生活设施。夜晚闲
暇时间，工人们还可以用投影仪看电影。生
活条件的改善，再加上孩子们在身边，让谢
赛文充满干劲。
  “我和弟弟常常希望能快点长大，以后也
能通过努力多赚钱，让爸妈能少流点汗。”谢赛
文的大儿子彭子文说。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上接 1 版）“温度再高，保障飞机安全的
标准不能降低，我们要守护飞行安全第一道
关口。”王楠说，虽然辛苦，但每当看到自己保
障的飞机平安起飞和归来，心中就会有一种
满足感。

奔忙，保障万家生活

　　岗位虽平凡，职责不平凡。炎炎夏日，许
多劳动者奔跑在大街小巷，全力保障居民
生活。
　　今年夏天，快递外卖人员格外忙碌。高温
天的冰品订单如何更好地运送，不影响口感？

“90 后”上海骑手戴颖在奔忙之余，摸索出一
套送单“秘籍”。她给原有的保冷餐箱配上冰
板和温度计，经过改装的餐箱显著提升了保
冷性能。
　　“为了送出最完美的冰激凌，我试过各种

方法，经过多次测试，每天我的订单在 20 单
左右，最远的一单我送了一个多小时，冰激凌
一点没化。”辛苦之外，戴颖略带兴奋地说。
　　高温下，为万家清凉奔忙的还有电力人。
一入伏天，随着用电负荷节节攀升，他们的工
作变得分外忙碌。
　　 17 日下午，贵阳市白云区 220 千伏鸡
场变电站内，南方电网贵阳地区变电管理检
修一班高级作业员李宏才和工友们在对断路
器进行复检。
　　“这个变电站保障着白云区、观山湖区部
分区域 5 万余户用户的用电。”李宏才说，不
仅要检查断路器，我们还要按既定路线对每
条线路和每台设备进行测温、抄录和油位检
查，一次巡视下来平均得 4 小时，“我们多付
出一点辛苦，大家就可以多享受一份舒心和
清凉。”

奋斗，书写劳动之美

　　高温下，奋斗者的脚步没有停歇。
　　在甘肃兰州，由中铁十五局集团承建
的兰阿公路项目南环路互通立交施工现
场，200 多名施工人员奋战在一线，闪亮
的安全帽、黝黑的面庞、晶莹的汗珠，展现
着建设者的风采。
　　底板钢筋绑扎、安装现浇支架、箱梁吊
装……在施工现场，项目副总工程师李鑫
穿梭在工区各个角落仔细检查着每一道工
序。当发现可以改善或需要整改的问题时，
他立刻和作业队负责人、现场技术员、安全
员一起讨论解决，顾不上擦拭脸上的汗水。
　　“习惯了就不觉得苦了，既然选择这一
行，我就会坚持到底。看着一条条路、一座
座桥从无到有，就觉得什么都是值得的。”

当被问及施工一线工作苦不苦时，李鑫言
语间传递着一种自豪感。
　　 19 日上午，九江长江大桥上空骄阳
似火。在距江面 50 多米高的大桥上，铁路
桥隧工们早已开始辛苦的检修工作。
　　大桥上的很多“死角”位置，考验着桥
隧工们的身手和胆量。在悬空的钢梁上，桥
隧工周雍祥将安全绳固定好，一边仔细检
查，一边用石笔对病害部位作出标记，额头
上汗珠一滴滴向下方的铁路面滑落。
　　“天气炎热，大桥易出现胀轨、螺栓脱
落、钢梁漆膜粉化等影响设备安全的问题。
因此越是高温天气，越要加强对大桥的检查
养护。”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九江桥工
段九江大桥车间保养三工区班长杜晓东说。
　　为美好生活流淌汗水，为国家建设贡
献力量。夏日里，一位位普通却又不普通的
劳动者，用奋斗描画前行的荣光。

上海全面推进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工作
　　新华社上海 7 月 19 日电（记者周蕊）记
者从上海市人社部门获悉，最新发布的《关于
做好本市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工
作的通知》明确，上海将全面推进基层快递网
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工作。
　　通知明确，快递企业应当依法参加各项
社会保险，用工灵活、流动性大的基层快递网

点优先办理参加工伤保险，人社部门和邮
政管理部门将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督促用
人单位依法参保。
　　根据要求，网点参加工伤保险统一按
照上海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
平均工资和参保人数，计算缴纳工伤保险
费，并实行按月缴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

险费。
　　基层快递网点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
后，参保人员在参保缴费期内遭受事故伤
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认定、劳动能力
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等，按照《工伤保险条
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等有关规
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