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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乌梦达、樊攀)记
者 27 日从北京市两会上获悉， 2017年前 11个
月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实现收入 1 . 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9 . 4%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居全国各省市首位，逐渐成为助推北京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文化中心是中央明确的北京“四个中心”
定位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城市发展深
刻转型，而文创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北京市经
济重要支柱产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6 年北京市
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2105 . 77 亿元，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8 . 2% ，居全国各省市
首位。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 年文
创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有望进一步增
加。

多组数据表明北京文创产业蓬勃发展：
影视领域，北京全年生产影片 350 部，占全
国 36% ，《战狼 2 》和《羞羞的铁拳》分获
56 . 83 亿元和 22 . 12 亿元票房，成为年度国
产电影票房冠亚军；动漫游戏领域，全年实
现产值约 627 亿元，占全国 30 . 8% ；设计服
务领域，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收入超过 2000 亿
元等。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指数(2017)，北京文化产业
发展指数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名第一。

北京市委宣传部产业处处长陈伟介绍，
北京已着力构建发展速度与质量、发展规模
与效益相统一的“高精尖”文化创意产业体
系。为此，北京制定实施全国首个省级文化
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将产业目录细分为鼓
励、限制、禁止三大类，着力构建新时代首
都城市功能定位的文化产业体系，并加大完
善产业政策体系，改善产业营商环境，优化
空间布局。

北京市人大代表、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童之磊认为，北京丰
富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人才为文创产业繁荣发
展提供保障，北京文创产业的增长空间仍然
巨大，不仅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
也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发挥好示范引领作
用。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居全国首位

文创产业成北京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近期我国南方多地
降雪，“雨雪纷飞”天气持续发展，导致路面结冰，
交通受阻。有关部门加强预警防范，积极应对，最
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降雪持续，安徽做实做细应对工作

记者从安徽省民政厅通报获悉，持续降雪造
成安徽部分地区农房倒损、种植养殖业大棚损毁，
其中合肥、马鞍山、铜陵 3 市倒塌农房 8 间、紧急
转移安置 8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2730 亩，部分
种植、养殖大棚损毁。雪灾形成直接经济损失
2430 万元，其中农业损失 1806 万元。转移安置的
8 名群众已按照投亲靠友方式安置，基本生活得
到妥善安排。

目前安徽地区降雪仍在持续，安徽省减灾救
灾委办公室已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把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做实做细各项防范应
对工作。

湖北妥善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据湖北省民政厅通报，截至 27 日 15 时，24 日
以来低温雨雪天气已造成全省 67 . 17 万人受灾，
757 名受灾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全省农作物受灾
面积 44 .34 千公顷，其中绝收 2 .29 千公顷；因灾倒
塌房屋 47 间，不同程度损坏房屋 275 间；直接经济
损失达 2.71亿元。

这次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带给十堰、宜昌、襄
阳、荆州、黄冈、咸宁、随州、恩施、潜江 9 市
(州、直管市)23 县(市、区)不同程度的灾害。在
十堰市竹山县，此次降温降雪天气带来的积雪造
成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线路受损，部分公路
客运班线停运。全县 17 个乡镇 171 个村 0 . 46
万户 1 . 8 万人受灾，造成各项直接经济损失
1302 万元。

27 日，湖北省政府专门召开了抗灾救灾工作
紧急会议，研究分析形势，下发紧急通知，对全
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和困难群众过冬过
节生活安排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湖北省民政厅救灾处介绍，目前，全省各地已
发放救灾应急资金 12 . 37 万元、御寒衣被 5868
件床，妥善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7 日下午，湖北省十堰市“空中 120”与陆
地急救联动，雨雪天气中成功转运一名颅内肿瘤
危重临产孕妇。 15 时 33 分救援直升机将病人接
送市人民医院，目前婴儿已顺利降生。

据了解，与 1 月上旬雨雪过程相比，此次雨雪
过程降雪范围更广、冰冻持续时间更长，给农业生
产带来不利影响。湖北省农业厅最新的统计显示，
截至 25 日 16 时，该省在田作物受灾 23 . 75 万亩，
成灾 5 . 5 万亩，绝收 0 . 13 万亩，大棚垮塌 539 个，
面积 443 亩；机库棚、育秧棚等受损 11212 平方米。

面对恶劣天气，湖北省农业部门已指导各地
迅速采取措施，组派了多个工作组分赴各地指导
抗灾救灾，落实各项防灾减灾措施，确保农产品供
应充足。

江西“错避峰”优先确保居民用电

持续强降温雨雪天气，还带动了一些地区用
电负荷的节节攀升。记者从江西电力部门获悉，为
确保大电网安全运行，江西从 27 日起按照 100 万
供电缺口正式执行有序用电方案，各地按照“有保
有压”原则引导工厂企业合理错避峰，优先确保居
民用户和重要用户正常用电。

江苏发布暴雪和道路结冰预警

新华社南京 1 月 27 日电(记者赵久龙、杨绍
功)26 日白天短暂停歇后，27 日江苏又迎来强降
雪。记者从江苏省气象台获悉，截至 27 日 14 时，
最大降雪量已达 1 1 . 6mm ，最大积雪深度达
11cm。气象部门预计 27 日下午影响江苏沿江和
苏南地区的强降雪仍将持续。

江苏省气象台 27 日上午 7 时 32 分发布暴雪
黄色预警，同日 9 时 29 分继续发布道路结冰橙色
预警。

持续大雪导致南京融雪盐告急。26 日下午，
江苏金陵交运集团有限公司冒雪组织了 80 多辆
应急运输车，到淮安市淮井神一公司装运融雪盐。

运输人员彻夜抢运，18 车融雪盐于 27 日上午
6 点前运达南京。

截至 27 日上午 11 时，江苏常州市区共计
57 条城市公交线路停运，南京市停开客车班次
1064 班，退票 1351 人次。截至 15 时 30 分，南
京禄口机场进出港航班延误 29 架次，取消 445
架次，机场将关闭至晚 22 点。无锡市应急办启
动气象灾害(暴雪)Ⅲ级应急响应，高速公路出
口管制大客车禁止通行，往南京、上海、苏北、安
徽等地区的大部分道路客运停运。

记者从江苏省农委获悉，南京市大棚损毁
1099 . 8 亩，其中倒塌 897 . 5 亩；溧阳市压垮蔬
菜大棚 500 亩；泰州市共 456 亩大棚倒塌；镇江
市受灾面积 4785 亩；宜兴约 4000 亩杨梅枇杷
等果树树体受损。江苏全省共 121 个场户受灾，
90 个养殖设备损毁，猪舍、牛羊圈舍、家禽舍分
别倒塌损毁 32900 平方米、13460 平方米、
105951 平方米。

江苏省气象部门提醒，27 日至 28 日的降
雪过程将导致新增积雪明显，将会给交通、电
力、城市运行、设施农业等带来明显影响，相关
部门要及时做好道路清扫、积雪融化及路面除
冰工作，及时清除树上积雪，做好水、电、气调度
和维护工作，保障群众正常生活；人员、车辆减

少出行，注意保暖防滑；抓紧清扫设施大棚积
雪，防范农业生产冻害和病害。

湖南未来三天持续雨雪冰冻

新华社长沙 1 月 27 日电(记者周楠)随着
一场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持续“发力”，湖
南省 26 日至 27 日有 58 个县(市、区)出现降
雪，局地出现暴雪。雨雪冰冻对电力输送、交通
出行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省内近 20 条高速公
路的部分路段被临时管制。气象部门预计，未来
三天湖南仍将持续雨雪冰冻，局地有大到暴雪。

据气象部门监测显示，26 日至 27 日 8
时，湖南省 58 个县(市、区)出现了雪或雨夹
雪，其中岳阳、汨罗、沅江出现暴雪，沅江积雪
深度达 6 厘米。全省平均最高气温跌至零度以
下，为-0 . 8 摄氏度，最低气温达到-4 摄氏度。

26日以来湖南 28个县(市、区)出现冻雨，59
个县(市、区)有电线覆冰，电力输送受到影响，其
中郴州部分山区电线覆冰厚度达 13毫米。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8-30 日全省维持雨
雪天气，同时受频繁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气温与
常年同期相比偏低 5-7 摄氏度，气温低迷的状
态将持续至 2 月初。

雨雪持续，南方多地积极应对

▲ 1 月 27 日，一名女孩在北京地坛公园南门外观赏灯笼。狗年春节临近，为迎接第 33 届
北京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北京地坛公园内外装扮一新。 新华社发(陈晓根摄)

▲ 1 月 27 日拍摄的武汉黄鹤楼及周边景色。当日，湖北武汉出现降雪天气，因道路结冰，市内部分路段封闭。武汉三大火车
站 100 多趟列车停运，各大汽车客运站几乎全线停运。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新华社昆明 1 月
2 7 日电 (记者张东
强)清晨七点半，云
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
县尚勇镇龙门村护林
员李忠云跟往日一
样，在帆布包里备足
一天的干粮，大步走
向中国尚勇—老挝南
木哈生物多样性联合
保护区域，开始一天
的巡护工作。

李忠云脚下的这
片保护区建于 2009
年，中方一侧位于西
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被毒蛇咬伤
过、被野象追赶过，
河水曾漫过脖子……
这么多年来，他穿梭
在中老边境的几个界
碑间，守护着数万亩
巡护区域里的一草一
木。

西双版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由五个子
保护区组成，其中勐
腊和尚勇两个子保护
区边境与老挝接壤，
边境线长达 1 0 8 公
里，处在全球生物多
样性热点区域之一的
印支半岛一带，生物
多样性极为丰富。

近年来，受全球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影响，中老边境一线
与全球许多地方一
样，生态环境变得敏
感脆弱。当地世居民
族对森林资源依赖性
大，也无形中为区域
内的生物多样性、野
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带
来压力。

生态环境是一个
闭合循环的系统。中
老两国山水相连，生
物多样性能否存续，
事关两国生态安全。
为此，十多年前，西
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提出了“中老生
物多样性跨边境联合
保护”的构想。

起初，老方工作人员对这一构想不感兴
趣。“他们觉得我们就是说说而已。”西双版
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尚勇所所长王利繁
告诉记者，后来通过举办主题交流年会、邀请
老挝林业部门和部分边民观摩亚洲象保护，
“情况渐渐改变了”。

亚洲象是中老两国共有的物种，它们常常
破坏庄稼、偷粮伤人，制造“人象冲突”。很
难想象，这些频繁“肇事”的大家伙竟是促成
两国合作的“功臣”之一。

“中方探索的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补偿、亚
洲象监测等为老挝提供了借鉴，这是老挝愿意
参与联合保护的原因之一。”中老跨境生物多
样性联合保护项目办主任张忠员告诉记者。

交流促进共识。 2009 年底，中老双方正
式划定第一片中老跨境联合保护区域——— “中
国西双版纳尚勇—老挝南塔南木哈生物多样性
联合保护区域”，拉开了中老生物多样性跨边
境联合保护序幕。

仅仅一年后，中老边境一线新增三片联合
保护区域。一条南起老挝南塔省南木哈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北至中国西双版纳勐腊子保护
区，长约 220 公里，面积约 20 万公顷的跨境
联合保护区域形成，开创了中老跨边境生物多
样性联合保护的新篇章。

“共同守护人类家园，携手探索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渐渐地，在中老双方的共同努力
下，边民交流会、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工作推
进会和培训会进入常态。

“其中，红外相机、 GIS 在项目培训中
被列为重点，总受训项目工作人员超过 100 人
次，有效提升了项目双方管理机构人员的工作
技能和项目执行能力。”王利繁说。

如今，中老双方保护部门每年都要轮流举
行一次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交流年
会，总结和巩固年度项目成果，还定期开展联
合野生动物巡护和物种监测，为双方边境生态
保护合作搭建了友谊的平台。

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联合保护区内枪
支、猎具渐渐少了，林地和防火管理也有条不
紊，亚洲象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得到了
有效保护。西双版纳州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管理
科科长李志勇说，该局 2016 年开展了中老跨
境保护区域及易武州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
源调查，发现并拍摄到大灵猫、小灵猫、豺、
熊等众多野生动物种类实体图像，在中老边境
地区首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钱
豹。

而像李忠云一样的巡护人员也比从前轻松
不少，他说：“这几年巡护过程中只遇到过老
挝或者本地边民来捡菌子、找药材，再也没有
遇到过砍树、打猎的人。”

云南省林科院教授杨宇明认为，通过跨境
联合保护区域建设，开展跨境生态保护合作，
提高了生物区域和生态系统的管理，有利于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可为今后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并从管理模式等方面
提供示范经验。

放眼中老边境山水间，一条“绿色生态屏
障”悄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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