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完颜文豪

综合新闻
新华社福州 2 月 22 日电(记者

刘姝君、林超、张逸之)莽莽林海，一
望无际；清溪如带，蜿蜒其间。地处
福建中部的三明市，森林覆盖率达
76 . 8%，被誉为中国最绿省份的“绿
海明珠”。

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国家生态
保护与建设典型示范区的设区市，
三明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之路，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探索出一个宜居宜业的“三明样板”。

绿水青山变身“幸福靠山”

永安市埔头村村民黄新添站在
村后山头上，兴奋地向记者介绍自
家林场。作为一位老林农，他已经多
年没有砍树了。“我家山场 200 亩松
木林全是碳汇林，还套种了一些名
贵树种。”

碳汇林是指通过植树造林，将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在植被与土
壤中，产生经国际认证的碳减排量，
再拿到市场上销售。去年底，永安市
与浙江一家公司签订全国首批、福
建首单林业碳汇交易。

作为全国林改先行区，为了将
绿色发展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三
明大力探索“保护”与“生金”的平
衡，推行碳排放交易、发展林下经
济、创新小额林权抵押贷款……一
系列措施有效激活了林业资源，实
现“不砍树、也致富”。

大金湖畔，泰宁县水际村是人
人艳羡的“首富村”。但十多年前，水
际村还是个“吃粮靠回销、用钱靠救
济”的贫困村。为了脱贫，村民们争
先恐后在大金湖里“抢”鱼，鱼越捞
越少，越捞越小，大金湖绿藻遍布，
恶臭难闻。

成立渔业协会、限渔、休渔……
泰宁县对待大金湖的思路从“掠夺
开发”转向“保护利用”。休渔仅两年
后，大金湖水质从三类变为二类，大金湖成了远近闻名的
5A景区，生态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在保护“绿水”中，三明人尝到了甜头。由于地处闽江源
头，三明“河畅、水清、岸绿”也保证了全省饮用水水源安全。

绿色发展引领产业转型

三明市在福建省 GDP 排名靠后，但招商引资却“挑三
拣四”。

2012 年，一家纺织企业希望入驻泰宁县工业园，预计
能带来 5000 万元税收，几乎是县财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但
因为印染厂的排污问题而被拒门外。

“哪怕税收再多，破坏环境就是断子孙路。”在三明，很
多干部都将绿色发展根植于心、践之于行，“精打细算”经济
账、生态账和发展账。

大田县矿业曾为百姓带来丰厚收入，但无序开采也造
成严重的水土流失。2014 年，大田县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拿税收大户矿业“开刀”：企业不符合国家政策，停止发放采
矿许可证；现有的许可证到期，不再续期。

100 余家企业因环保不达标被关停，关闭后的矿山被
恢复成庄园和田园……。大田还成立了福建省首个生态综
合执法局，乡镇主要领导干部签订生态环保目标责任状。

五年来，大田县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近 5 万亩，森林覆盖
率提高了 4 . 3 个百分点。曾经“青山挂白”的大田，已成为
“省级生态县”“省级园林县城”，并被列为省级重点生态功
能区。

作为福建省老工业基地，三明正全力推进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石墨产业孕育新“烯”望，节能环保项目备受青睐，
氟化工产业从无到有，由小变大……一批含金量高的绿色
产业正加速形成。

多方合力擘画生态图景

钢厂排污曾让不少市民苦不堪言，“当时站在高处向远
望，整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加大环保投入，实现“由黑变
绿”，成为三钢(集团)公司近年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三钢董事长黎立璋介绍，近年来，三钢主动淘汰落后工
艺，关停落后产能，环保投入和企业营收实现双提升：近两
年，三钢环保投入 5 亿多元；但同时，设备运行效率也提高
4%，新产生效益约 7至 8 亿元，“绿色发展让大家感到加强
环保也能产生效益”。

大田县河长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卢国首说，大田实现
水清岸绿，除了依靠“官方河长”，还多亏了“民间河长”的帮
忙。“许多老党员、老干部和村里有威望的人都参与其中，形
成全民治河的局面。”

如今，生态自觉已经融入三明人的日常生活。在三明，
绿色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一种行为，造一方林田、保一汪
清水、留一片绿叶。三明正擦亮绿色底色、铺就致富新路，一
座生态新城正在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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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2 月 22 日电(记者李荣)22 日
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上海在徐汇区尝
试优化营商环境的新途径，启用“人工智能首席
服务官”新“岗位”，推出政府服务的“智能模
式”，在政务服务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服务
水平。

据了解，此次上海徐汇在行政服务中心
启用“人工智能首席服务官”新“岗位”，是针
对企业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堵点、痛点
和难点，增加政务服务中的“智能含量”，尝
试智能客服、智能机器人、刷脸服务、辅助填

表等多项智能化“场景应用”，为办事人提
供更具智能化、精准化和体验度的全新服
务。

此次在现场核对身份证件的环节，启动
了“人工智能首席服务官”的服务。工作人员
说，利用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实现了证件照
片与本人脸部图像匹配审核的功能，并将智
能核验信息直接推送到受理窗口，方便企业
和市民办事。这种“刷脸”比对服务，在人工智
能技术层面上瞬间即可完成，使比对过程既
准确又高效。

在此次启用的“人工智能首席服务官”
系列中，还有“运输”机器人，辅助工作人
员及办事人员跨部门、跨楼层分发运送材料
和证件，可实现“机器人多跑腿、工作人员
及群众少跑腿”的目标。目前，每天可运送
材料 20 多次，平均每天可减少政务窗口工
作人员“离窗时间”近 4 小时，有效缓解窗
口排队的现象。

此外还有“咨询引导机器人”和“政策咨
询机器人”，内置“万句级”的资料库，负责在
行政服务中心入口处接受办事人的口头咨

询，提供办事“预检”，引导办事人到指定位置
办理业务，并能通过自然语言理解、多轮对话
沟通和拟人化引导等功能，准确分析问题，提
供正确的办事指南。

上海此次还在徐汇探索建立“政务大数
据管理中心”，借助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兴科技手段，打破信息孤岛和
数据壁垒，加快推进“政务数据池”的建设，建
立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实现行政服务、网格管
理等领域的“自主感知、全面处理、智能分析
和精准执行”。

尝试优化营商环境新途径

上海启用“人工智能首席服务官”

▲ 2 月 22 日，工作人员在南通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先进封装生产线上忙碌。

当日是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企业纷纷复工生产，力争新春开门红。

新华社发（许丛军摄）
节后开工忙

（上接 1 版）首家港资控股基金公司、首家港资控股证
券公司、首家民营互联网银行、首只“前海概念”离岸人民币
债券……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说，前海是国
家金融创新的探路者，这种探路定是披荆斩棘的。

以奋斗作帆，“复兴号”逐梦远航

“我们希望，在爱因斯坦提出量子纠缠概念后的 100 年
内，实现对量子力学非定域性的终极检验。”中国科学院院
士潘建伟说。

潘建伟团队还有更大的目标——— 在地月间建立 30 万
公里的量子纠缠，检验量子物理的理论基础，并探索引力与
时空的结构。未来，结合中国在 10至 15 年后的登月计划，
实现 Bell 不等式检验实验。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春节既是团圆欢庆的时刻，也是
一种张弓提弦的蓄力。征途再起，人们满载希望逐梦远航。

大年初七一早，湖南省农科院水稻所研究员赵炳然把
团队里的“育种家”们召集起来，探讨年后即将开展的工作。
去年 9月，由湖南省水稻所和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
单位研发的“低镉水稻技术体系”成功通过现场鉴定。这一
技术能让水稻的重金属镉含量平均下降 90%。

“这个技术我觉得是‘1 . 0 版本’，从今年开始，我们要把
工作重点放在攻关‘2 . 0 版本’上。”赵炳然说。

继“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之后，袁隆平
开始了他的第三个梦想：把全国十多亿亩盐碱地和滩涂利
用起来，在其中两三亿亩种上“海水稻”、亩产达到 300 公
斤。 (记者方问禹、周琳、潘莹、周勉、赵瑞希、汪奥娜)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新华社贵阳 2 月 22 日电(记者李银、王新
明、潘德鑫)经济连续 28 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
长，增速连续 7 年居全国前三位……近年来，在
国家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人均经济总量长期垫
底的贵州以新发展理念为“指挥棒”，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耕山种水”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探索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
部其他省份”的后发赶超之路。

有速度有质量 山更青水更绿

“自 2018 年 2 月 28 日起，中国内地的
iCloud 将由中国互联网服务公司‘云上贵州’
运营。”美国苹果公司近期发给用户的一条信
息，令很多人好奇。苹果怎么与贵州联系在了
一起？苹果用户归贵州“管”了？数据安全如
何保障？

“iCloud 服务将由苹果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云上贵州公司负责运营，双方将严格按照中国
法律法规保障苹果中国用户的数据安全和个人
隐私。当前，各项工作正在积极筹备并有序推进
中。”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产业发展处处长
李振军说。

苹果结缘贵州并非偶然。2014 年以来，贵
州无中生有，在大数据领域与世界站在同一起
跑线上展开竞争。四年左右时间里，成为全国首
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苹果、腾讯、华为等纷纷
落户贵州。

透过大数据这面镜子，人们看到的是贵
州经济连续多年稳中有进、稳中有质、快速发
展的进程。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 1 . 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 . 2%，增速
为全国第一。至此，贵州已连续 28 个季度保
持经济两位数增长，增速连续 7 年居全国前
三位。

经济跑出“加速度”的同时，贵州用生态
之美、谋赶超之策、造百姓之福。森林覆盖率
从 2012 年底的 42 . 5% 提高至 2017 年底的
55 . 3%，绿色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7%。

喜新又恋旧 动能稳接力

因煤炭资源富集，贵州素有“江南煤海”
之称。煤炭产业如何提质增效？贵州的答案
是：抓住国家去产能政策窗口期，同步推进行
业兼并重组和企业改造升级。

2013 年以来累计关闭退出煤矿 626 处，
淘汰和化解落后产能 8071 万吨。2017 年，煤
炭行业整体盈利，达到 97 亿元。

走进贵州水矿集团汪家寨煤矿，工人们
正在忙着布置采掘工作面。煤矿党委书记龙
兴盛说，以前，煤矿考核的指标是产量，现在
考核的是销量，倒逼煤矿围着市场转。

电力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作为全国首

批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之一，贵州把
降电价作为降成本的“牛鼻子”，运用市场化
交易等办法，大工业用电价格每千瓦时降低
0 . 1265元。贵州已成为全国电价最低的省份
之一。

下降的不仅有电价，还有税收、物流成本
等。近五年来，贵州共为企业降低各类成本
1300 亿元。

稳定传统产业的同时，贵州还加速发展
大数据、旅游等新兴产业，推动新旧产业深度
融合。实施“千企改造”，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在工业研发设计等各环节的应用，对企业实
施信息化、绿色化、智能化改造。2016 年以
来，投资超过 1000 亿元、改造企业 1600 多
户。

“新的在补旧的，旧的也在脱胎换骨。在
把握新旧平衡中，贵州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
长。”贵州省发改委主任陈少波说。

短板逐渐变长 发展成果共享

岁末年初，往年正处农闲的水城县营盘
乡罗多村罗多组却是一派忙碌景象：有的村
民忙着修通组路，有的忙着建养殖场，杨清祥
就是其中一位。

“过去很多年，我们生活靠的是打工挣
钱。近几年，路通了、挣钱的路子多了，组里十
几个在外打工的村民都回来了，也找到了事

情做。好一点的，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元，差一
点的，一个月也能挣两三千元。”杨清祥说。

经济发展成果如何让全民共享？作为全
国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贵州扬长补短，始终
把脱贫攻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场战役
接着一场战役打，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
攻”，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贫困人口从 2012 年底的 940 余万减至
2017 年底的 270 余万，贫困发生率从 26 . 8%
降至 8% 以下。

路，曾经是贵州发展最大的“痛点”。近年
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贵州交通瓶颈被彻底
打破，特别是高速铁路从无到有，营运里程
1214 公里，形成贯通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和川渝滇的快速通道。

与“路通”并行的是“人和”。近年来，贵州
广大干部群众日益高涨的干事创业激情，为
贵州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在脱
贫攻坚主战场、改革发展第一线，想干事、能
干事、干得成事的干部越来越多。

近年来，涌现出“搬动贫困大山”的老支
书文朝荣、“累倒在脱贫一线”的县委书记姜
仕坤、“一生只为一条渠”的时代楷模黄大发
等一批先进典型。

“发展是苦干来的，不是敲锣迎来的。”黄
大发说，我们要苦干实干，到 2020 年与全国
人民共同奔小康。

“耕山种水”守底线 “喜新恋旧”走新路
近年来贵州以新发展理念为“指挥棒”，探索出一条后发赶超之路

新华社天津 2 月 22 日电(记者郭方达、
韦慧)春节的气息还未消散，踏进天津市津南
区北闸口镇前进村村口，整洁干净的村容与
时不时传来的孩子们的笑声让村子笼罩在幸
福的氛围中。

但在 2014 年之前，这个有着 286 户人
家、常住人口 1000 余人的村子还是津南区典
型的“后进村”，村容环境脏乱差。村民过去都
在自家住房周围自建小旱厕，夏天蚊蝇丛生，
冬天寒风刺骨，如厕成了村民们头疼的事。

2014 年，前进村被纳入了“美丽乡村”建
设范围，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启动了农村户厕
改造工作。

天津市政府研究室驻前进村帮扶干部王
鸿雷向记者介绍说，一般的户厕改造主要分
两种，一种是在原旱厕基础上改造，另一种则

是直接建造新的室内水厕。后者尽管成本更
高且施工难度更大，但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村
内对几乎全部住户都进行了室内水厕的改
造。

“每一户的房型都有区别，村民们的要求
往往也不一致，为了使改造真正符合村民需
要，每次都是村干部带着施工负责人一户一
户去了解情况。”王鸿雷说。

谈起改造之初遇到的困难，前进村支部
委员张国娟向记者坦言，一是少部分思想保
守的村民不愿改造，二是一部分村民担心改
造质量，所以不愿意施工队在家中破土动工。

针对这些困难，张国娟说：“我们采取了
试点的方式，先给几户改造让他们使用，效果
好了村民们就能自发地帮我们宣传，从‘要我
改’最后变成了‘我要改’。”

年近六旬的胡凯发在村里住了几十
年，他告诉记者，自己与其他村民都是这项
举措的受益者。

“我儿子结婚不久，年轻人嘛总爱干
净，以前那种旱厕他们可受不了，改造完以
后，他带着媳妇和咱们全家一块住也特别
方便。”胡凯发说。

在户厕改造的同时，村内还修建污水
井 330 个、三格化粪池 230 个以及生态沉
淀池 1 个。粪污经过化粪池以及沉淀池的
有效处理，最终成为天然有机肥料。

北闸口镇镇长郑国春指着等待翻新的
小路说：“户厕改建完成后，我们刚刚又重
新铺设了地下管道，今年内就能做到全村
24 小时不间断供水，到时候再把路一修，
村民的日子就更加好了！”

旱厕改水厕，前进村“后进”变“先进”

据新华社西安 2 月
22 日电(记者薛天、李亚
楠)春寒料峭，地处秦巴山
区的陕西省山阳县高坝店
镇更为寒冷。但高坝店镇
各个移民搬迁社区里张灯
结彩，节日气氛反倒更浓
了。

对高坝街村移民搬迁
安置社区的居民熊兴茂而
言，家里的喜庆劲儿从农
历的冬月至今就没停过。
“儿子娶了新媳妇是一大
喜事儿，自己搞的工程队
年前又在县上接到了‘大
活’。”熊兴茂兴奋地说。

作为高坝街村移民搬
迁安置社区的第一批居
民，熊兴茂全家 2011 年搬
进了镇子。“两层房，150
平方米自住，一楼有门面
能出租，政府当时还给我
补了 3 万元。”熊兴茂笑着
说，“我的老房子在山上的
双寨村，到镇子要走 40 里
山路。再加上老房子是土
房 3 间，给儿子说媳妇也
困难。”

同样因搬迁致富的还
有熊兴茂的邻居姜启勇，
本身就有电器维修手艺的
他从修理店干起，现在已
把家中的门面房开成了电
器行，主营大品牌的冰箱
和彩电。

姜启勇告诉记者，这
两年他店里纯收入都有
1 0 来万元，抛去日常开

销，还能落下 5、6 万元的存款。“对比住在
山里，起早贪黑还可能倒贴钱的日子，现在
的生活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崔朋霞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婆婆
常年卧床，大女儿先天残疾，儿子年幼还在
上学，一家收入来源全靠在外打工的丈夫
一人，虽然只有 32 岁，但崔朋霞的生活一
度看不到任何希望。

现在，崔朋霞一家已经搬进了宽敞明
亮的新居，丈夫咬咬牙借了 3 万元买材料，
又动手把新房装修一新。

高坝店镇镇长黄善平告诉记者，崔朋
霞所在的新搬迁社区 200 户居民中，有
120 户都是贫困户。镇子上专门就近建立
了香菇种植基地，还会发展几个社区工厂，
给这些贫困居民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

在谈及对来年的憧憬时，虽然熊兴茂、
姜启勇、崔朋霞三家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
对未来的生活都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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