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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1 月 25 日电(记者刘伟、徐海
涛、曹祎铭)广西贵港市是传统农业大市，然而
近年通过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优化投资环境，实
现新能源汽车和电动车产业的发展。一座新的
汽车城正在桂东崛起。

新能源车“贵港造”

在贵港市城区大街的密集车流中，有许多
电动公交车和新能源出租汽车。“不少车是我们
本地生产的。”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
任陈晓东说，而两年前，新能源汽车生产对贵港
市来说，还是一片空白。

贵港市是传统农业大市，拥有我国最大的
西部内河港口，但工业经济发展却一度滞后。如
何转变发展方式？贵港市近几年瞄准新兴产业，
以打造广西第二汽车生产基地为目标，着手发
展新能源汽车、电动车产业。

2016 年 1 月，长春华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从长春迁址更名到贵港。记者近日在企业新址
看到，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作业，一批已完成
组装的新车整齐摆放在一旁，在汽车展览厅还
停放着一些企业二期规划的汽车模型。

“我们公司从洽谈签约到整车下线，用时不
到一年，这个速度在业内比较罕见。”公司副总
经理田小鹏说。

作为贵港首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华奥
敲开了新能源车“贵港造”的大门。陈晓东介

绍，到 2017 年年底，贵港已引进 4 家新能源
车企业，并在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
园区打造了中国—东盟新能源电动车生产
基地。

“厂里电动车年产量 3 万余台，基本做到
当年产当年销。”在中国—东盟新能源电动车
生产基地，广西柳钢大菱电动车制造有限公
司车间主管汤永兴与记者说起公司的发展情
况。而在基地，像大菱这样签约进驻的企业还
有 70 多家，涵盖配件生产、整车组装等，生产
的电动车销往泰国等地。

瞅着家门口的园区越来越热闹，昔日在
外地打工的贵港人开始返乡择业。“每天工作
8 小时，月收入 2000 多元，还能照顾家人。”
在园区一家电动车生产企业从事车胎安装工
作的陆坤保说。

统计显示，2017 年，仅中国—东盟新能
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就新增就业岗位 3000 多
个。

优化营商环境“筑巢引凤”

新能源车企从无到有并不断发展，与贵
港发展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为让企业进得
来、留得住、发展好，近年来，贵港市委、市政
府积极探索工业转型，工作上放手放开、政策
上放宽放活，并在服务上下足功夫。

“贵港是国家西部大开发、东部产业转移

等多重优惠政策叠加地区，政策和区位优势
明显。”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
创优说，当地人口多，能较好满足企业用工需
求。

虽地方好、区位佳，但不少外地企业对贵
港仍较陌生。为邀请更多企业来贵港“安新
家”，当地开展“大招商、招大商”行动，仅
2017 年就组织各类招商活动 1700 多场次。
“我们始终坚持以‘诚’招商，用诚意、诚信打动
投资者。”一年内参与逾 180 次招商会的贵港
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李济均说。

“贵港对新能源产业有着明确的发展规
划，这让我们企业吃了‘定心丸’。”田小鹏说，
在企业入驻过程中，贵港市提供了多重优惠
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

企业进驻后，跟进的是精准化服务。贵
港市商务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地近年来
持续发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2017 年，贵
港通过开展“市长服务企业接待日”活动，协
调解决 20 家企业提出的 70 余项问题。同
时，地方领导及市直部门还直接挂点服务企
业，协调解决企业土地、融资等方面问题。

在政策利好、地方主动作为背景下，
2017 年贵港市的企业投资环境满意度跃升
至广西第一名，贵港市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
业发展也由此驶上快车道。目前，当地新能源
车产销已形成产业集聚趋势，一些邻近市县
的企业开始主动搬迁至贵港。

深度布局开拓市场

着眼于打造广西第二座汽车城，贵港有
着更长远的目标。陈晓东表示，当前国内新能
源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前景广阔，贵港将
力争在 2020 年左右实现相关产业产值突破
1000 亿元。

“2018 年，爱玛、绿源等知名电动车企业
将在贵港开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将进一
步凸显。”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
办公室主任谭寿福说，根据规划，到 2020 年
园区将实现年产两轮及三轮车 300 万台、四
轮车 20 万台、电动车配套零部件 350 万套的
目标，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

“我们企业在二期建设中将拓宽产品结
构，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 5 万辆轿跑车和 20
万辆 SUV 吉普车。”田小鹏说，要实现规划
目标，人、财、物的投入十分重要。

李济均说，为进一步帮企业排忧解难，当
地成立了西江担保公司和产业发展基金为企
业融资提供支持。同时，还加快建立西江职业
教育园区，引进广西工业职业学院、物流职业
技术学院，尝试为企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贵港市有关负责人说，下一步贵港将继
续做好“新”文章，引进并拉长新能源产业链，
构建完善的产业发展集群，早日建成广西第
二个汽车生产基地。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李力可)家住成都的张
朔仕有着 10 多年的晨跑习惯，而最近修到家门
口的绿道成了他的新运动场。“绿道修好了，锻
炼的人多了，生活环境也好了，每天还能看到白
鹭起舞。”

自 2017 年 9 月启动建设以来，成都“天府
绿道”体系中的“锦城绿道”“熊猫绿道”等已经
开工，多个样板段向市民开放。未来，成都市全
域将形成“一轴两山三环七带”的区域级绿道
1920 公里及 5000 公里以上城区级绿道和 1 万
公里以上社区级绿道，这座管理人口超过 2000
万的特大城市，将变身世界最大的城市森林公
园。

引绿入城打造世界最大城市

森林公园

四川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但是在城市发
展中，由于盆地气候限制，城市经济高速发展、
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大气、河流污染等环境
问题在成都逐渐凸显，“天府之国”的未来遭受
了大城市病的挑战。

而天府绿道便是成都破解生态问题的答
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绿道体系，天府绿道
已经开始了建设的脚步。2017 年，成都新建各
级绿道共 633 公里，锦江绿道和锦江水生态治

理工作已全面启动；到 2025 年，将建成“一轴
两山三环七带”1920 公里的区域级绿道，建
成城区级、社区级绿道 8680 公里。同时，与龙
泉山等森林公园结合，把成都打造成城市森
林公园，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城市绿色森林
体系。

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天府绿道”将具备生态保障、慢行交通、
休闲游览、应急避难等功能，补齐城区市民运
动、休闲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短板，并将各项
公共要素串联形成有机系统。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天
府绿道体系规划项目负责人李果介绍：“三级
绿道是为了让市民很好地享受城市生活，出
门就有最小一级的社区绿道，通过道路断面
改造，让市民在步行时感到很舒服。”

绿色产业带动城市新经济发展

新经济发展需要新产业驱动，作为城市
新经济增长点，生态产业在推进城市产业升
级的同时，能够促进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作为“天府绿道”的轴心，沿着锦江而建
的“锦江绿道”将对沿线 146 处历史文化资源
进行改造和提升，展示成都水文化、商贸文
化、宗教文化、非遗及民俗文化等内容。

而“天府绿道”中，各类经济形态的融入，
使绿道在景观和生态功能之外，成了城市新
经济的“产业孵化器”。

据了解，“天府绿道”将配置特色小镇、特
色园、林盘院落等三级驿站共 708 处，以及若
干亭台楼阁形态的四级驿站。成都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天府绿道”结合
文化点位及驿站，将设置小型博物馆、艺术
馆、广场、运动场馆、创客空间等载体。

2018 年起，成都市将开始创办成都天府
绿道国际马拉松赛、天府绿道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天府绿道国际徒步大赛和天府绿道国
际定向越野赛等一系列赛事，逐步形成天府
绿道赛事体系。

根据规划，“天府绿道”体育设施布局以
全民健身设施为主，竞赛训练设施为辅，以露
天室外场地为主，室内场馆为辅，并配置商业
综合体等项目，使体育产业、商业、餐饮业和
休闲娱乐业合为一体。“在合理的机制和资源
整合下，城市河道沿线文旅建设与发展是带
动城市经济、文化、生态、生活进步的动力。”
成都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天府文化植入重现古蜀风韵

在绿道工程规划经过的白鹭湾湿地中，

一条空中绿道从湿地上空越过，这既是对湿
地原有生态的保护，也散发着“一行白鹭上
青天”的诗韵。全长 16920 公里的天府绿道，
不只是青山绿水的天然绿肺，也是承载着地
方文化古韵的万里画廊。

从都江堰到黄龙溪古镇，锦江绿道贯穿
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锦江。成都市规划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天府绿道”的轴心，
锦江绿道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核心，挖掘治
水兴蜀的历史文化元素，突出“水润天府”的
文化主题。

同时，天府绿道景观还将采用“介入式设
计”，利用零星地块和闲置土地，通过设施、装
置、标识系统、公共艺术和景观节点等形式展
示绿色廊道经过区域的历史文化。

据了解，作为可进入、可参与的绿道系
统，“天府绿道”巨大的绿道网铺开后，城
市原本碎片化、零散化的绿色空间将被一一
串联。特色产业集群、产城融合、全流域旅
游将被统合起来，为城市创造数十万就业岗
位，并辐射周边千亿级现代服务业产业集
群，成为城市生活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届
时，城市生态、产业发展、人文价值的效益
将逐步显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
城市与绿色自然共生。

(参与采写：戴豪)

新华社长春电(记者褚晓亮、段
续)吉林省舒兰市马鞍岭村二合屯是
远近闻名的雪乡。穿过被厚厚积雪覆
盖的村路，记者看到在村东头有一处
废弃的牛圈。一打听，原来是村里当家
人卢才书的。为了带领大家把二合屯
从养牛村变成冰雪村，卢才书将自家
110 多头牛都低价处理了。

二合屯以前是一个独立的村，后
来与马鞍岭村合并了，土生土长的卢
才书以马鞍岭村党支部副书记的身份
做村里的当家人。这是一个养牛户集
中的村庄，多的时候全村 80% 的村民
都在养牛。卢才书是村里的第一养牛
大户，每年收益在 30 万元左右。

近年来，二合屯因“两山夹一沟”
的独特地貌、降雪多且雪质好的特点、
浓郁的关东风情引来了很多摄影爱好
者。慢慢地，游客越来越多。市里也把
这里作为发展冰雪旅游的重点，投资
上千万元完善基础设施。

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摆在
面前：村里的牛圈又脏又臭，牛又常在
村里走动，游客受不了，影响了旅游发
展，要把旅游做大就得解决养牛的问
题。

卢才书认为，虽然养牛能给村民
带来稳定收益，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以
发展旅游业带动农业更是一条乡村振
兴的新路。可让村民放弃养牛这块“金
疙瘩”，这工作可不好做。

作为养牛第一大户又是负责人，
卢才书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自己带
头卖牛。为了快点出手，他卖牛的价格
比市场上低了十来万元。怕家里人不
同意，他瞒着父母和媳妇。媳妇知道
后，难过得哭了很长时间。

眼看着书记卖了牛，再加上这两
年越来越火的雪乡旅游，村民们也逐
渐认可了旅游兴村的路子，几个养牛
户也开始卖牛，打算专心搞旅游。

产业调整到位，二合雪乡的发展
逐渐走上快车道。村里开起了 46 家农
家乐，“吉林雪乡·舒兰二合”的招牌也
响亮起来。收入好的农户，一个冬天赚
三四万元不成问题。

“现在是钱送到了门口，但就是装
不进兜儿，只能怪房子小，接待能力不
足。”谈起雪乡旅游，村民韩富说。

今年开春，韩富打算把后院的空地扩建成民宅，多增加
几个客房。许多村民和他一样，都准备腾出更多房间，提高
接待能力，增加旅游收入。

不养牛的卢才书专心研究起旅游业了。由村里和政府、
社会资本一起成立了舒兰二合雪乡旅游发展公司，村里的
农户每年每户投入 2000 元，占公司 20% 股份，村民们年年
都能得到分红。下一步，村里想从冬季游逐步拓展到四季
游，种植一些观赏花卉，发展采摘业，吸引更多游客。

同时，村里开始对外招商，去年招来了舒兰市一家企
业，把冬天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建起了冬季冰雪乐园，一
个月能有 3 万多人次的客流。冰雪乐园负责人闫守来说，企
业第一年给村集体 10 万元分红，往后每年递增 30%。

雪场还聘了 30 来个村民，每月 2000 元工资。“冬天农
闲时在村里就能挣钱，不用出去打工。”在雪场工作的村民
庄严军说。

旅游经营收入多，要琢磨的事也多，不养牛的卢才书也
更忙了。但闲暇时候，他总会去曾经的牛圈看看。

离牛圈不远处，是村集体花了几万元，用玉米装饰搭建
起的一处东北传统民居院落，不时有游客与金灿灿的玉米
房合影。“这个景点照片上了新加坡媒体，影响力出国了。”
村民王晨笑着说。

桂东崛起“新汽车城”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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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打造多功能“天府绿道”体系

成都铺设绿色文明“新蜀道”

▲ 1 月 26 日，福州市台江区监察委干部在福州市林则
徐纪念馆接受廉政教育。

近日，福建福州市县（区）两级监察委组建完成，各级监
察委除了对人员进行执纪审查等业务培训外，还通过组织
现场党课、廉政教育等活动，提升纪法衔接水平，尽早在机
构内实现思想融合、队伍融合、业务融合。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新华社“实验 3”号 1 月 26 日电(记者张
建松、岑志连)25 日，正在莫克兰海沟进行中国
和巴基斯坦首次北印度洋联合考察的“实验 3”
号科考船，通过船上互联网，在新华网推动搭
建的地球科学科普平台上成功进行了“海上科
普”直播。

这是“实验 3”号首次开展海上科普直播活
动。这堂别开生面的海上科普课共有三位授课
老师。中巴首次北印度洋联合考察首席科学家、
国际知名海洋地球物理与地震学家林间教授，
首先从地球板块运动角度，生动介绍了莫克兰
海沟是怎样诞生的，中巴两国为什么要在莫克
兰海沟联合开展科考。

随“实验 3”号参加联合考察的香港中文大
学杨宏峰教授，则用通俗易懂的动画方式，说明
了地球上为什么会发生地震，为什么海沟里的
地震尤其多、强度尤其大。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徐敏研究员实时
展示了“实验 3”号上的科考设备，解释了船上
的考察队员怎样观测地震、怎样利用地震研究
地球内部结构。

2017 年底，在新华社、中国科协的指导
下，新华网联合中科院、教育部、国土资源部、
国家海洋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国

际大洋发现计划中国办公室等部门和机构
共同搭建了地球科学科普平台，旨在为社会

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更生动、更有现场
感的科普服务。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实验 3”号科
考船是一艘有 38 年船龄的“海上老兵”，截至
目前共执行了 140 多次海洋考察任务。此次
是“实验 3”号首次开展海上科普直播活动，
也是地球科学科普平台成立以来首次海上直
播。

通过直播，许多网友不仅看到了中巴
考察队员在“实验 3”号共同工作的情景，还
感受到了中巴之间浓烈的友谊。“中国是个
伟大的国家，中巴是铁哥们。我们的情谊比
山高、比海深、比蜜甜、比钢还坚。”巴基斯
坦考察队员、女科学家莎努贝尔在直播中
说。

曾多次担任中外科考船首席科学家的林
间表示，在茫茫大海上进行实时科普直播很
不容易，与美国“决心”号大洋钻探船在固定
位置开展“船对岸”科普直播相比，“实验 3”
号在莫克兰海沟航行中进行直播连线，直播
时航向不断改变，对船上互联网信号要求更
高。

“今天，我们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一颗科学
的种子，也许就能激励他们长大以后也能成
为海洋科学家，一起来探索更多的海洋奥
秘。”林间说。

“实验 3”号科考船成功进行“海上科普”直播

▲ 1 月 25 日，中巴首次北印度洋联合考察首席科学家林间（左）和新华社记者张建松（右）
在“实验 3”号进行“海上科普直播”情景。 新华社发（中巴首次北印度洋联合考察队提供）

新华社北京 1 月 26 日电(记者王立彬)因
违法占用耕地比例高、违法用地形势严峻、违法
用地性质恶劣等问题，国家土地督察机构日前
约谈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有关地方人
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记者 26 日从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获悉，
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日前联合山西、内蒙
古、天津三省(区、市)人民政府，约谈山西省
娄烦县、文水县，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
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天津市武清区石各

庄镇、宁河区大北涧沽镇等人民政府主要
负责人。

据介绍，山西省娄烦县、文水县土地利用
和管理存在问题较多，工作基础薄弱，部分问
题数量在全省排名居前，如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问题面积比例高、违法违规用地总量大、涉
地资金收缴不到位等问题突出，对督察发现
的问题整改进展缓慢，落实政府主体责任不
够到位、配合督察工作不力。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和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违法占用耕地比例高，违法用地形势严峻，
工作基础薄弱，部分问题数量在全自治区排
名居前，土地违法违规问题整改进展缓慢，落
实政府主体责任不够到位、配合督察工作不
力。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宁河区大北涧
沽镇存在假借设施农业为名违法建设“大棚
房”等突出问题，违法用地性质恶劣，且整改
推进不力，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局长孙家海要求

上述地方正确对待土地督察约谈工作，认真
开展整改查处问责工作，进一步落实各级地
方政府土地管理主体责任，加强整改工作组
织领导，查找原因、寻找对策，对重大典型问
题严格按要求，既处理事又处理人，查处到
位。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后续将对被约谈地区
和涉及重大典型问题地区开展重点核查，如
发现整改未能达到要求，将报请国家土地总
督察批准后实行限期整改并暂停建设用地
审批。

土地督察机构约谈晋蒙津有关地方负责人 （上接 1 版）同样，黑龙江省冰雪旅游也不断刷新纪录。
2017 年的最后一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迎客超过 5 万人，
市内酒店爆满。每年开放仅两个多月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创造了 1 万多个就业岗位。

加大监管整治，让冰雪经济健康发展

入冬以来，“导游车上强售套票”、“不合理低价游”等欺
客宰客行为的发生，对东北冰雪旅游品牌造成了较大伤害。
要让冰雪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营造规范有序的旅游市
场环境。

为此，国家旅游局发出通知，要求当地旅游主管部门进
一步重视旅游市场监管工作，加大旅游市场整治力度，尤其
要加强对冰雪旅游、森林旅游等旅游新业态的监管，督促景
区主管部门加强日常管理，严厉打击“不合理低价游”、强迫
消费和欺客宰客等各类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切
实履行起行业监管职责。

记者了解，吉林省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秋冬会战”
工作全面展开，紧盯旅游市场非法经营、“不合理低价”等重
点问题。

黑龙江省围绕市场整治、文明创建、提高质量、狠抓安
全四个关键环节，部署旅游市场秩序整治专项行动，约谈重
点旅游企业，深入景区调研督导，并将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
区、雪乡国家森林公园等作为整治重点，从严处罚“不合理
低价游”、强迫消费、导游欺客甩团、“黑社、黑导、黑车、黑
店”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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