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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器人“繁育”机器人！装配、搬运、协

调、检测，南京埃斯顿自动化公司约两万平方

米的车间里，20 多个机器人各司其职，将一个

个零部件组成“手腕”“手臂”“躯干”，再装配成

工业机器人，整个生产过程一气呵成。

“上半年已产出 4600 多台，全年计划出货

1 万台，部分中标项目跨度达 3 年。”南京埃斯

顿自动化公司副总经理袁琴说，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智能制造加快普及，推动工业机器人市

场需求不断走高，“我们乘势而上谋创新，相信

未来舞台更宽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

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

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十四五”开

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实体经济

呈现稳定恢复向好态势。

——生产销售稳定增长，实体经济大盘

稳、底气足。

接近翻番！今年前 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累

计产销量分别达 181.3 万辆、179.9 万辆，双双同

比增长约 1.9 倍。随着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技

术相继突破、续航里程提升、配套更趋完善，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逆势而上，步入加速发展期。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今年以来实体经济稳

定恢复向好的缩影。

产销平稳增长。前 8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1%，两年平均增长

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8.1%，两

年平均增长 3.9%。

经营持续改善。1 至 8 月，全国规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49.5%，两年平均

增长 19.5%；41 个工业大类中，37 个行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

民生保障有力。随着实体经济稳中向好，

前 8 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 938 万人，完成全年

目 标 的 85.3% ；全 国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平 均 为

5.2%，CPI 同比上涨 0.6%，均好于全年宏观调

控预期目标。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体经济韧性

强、活力足。

从钢材、滚珠、热处理，到轴承单元、汽车配件，在山东聊

城临清市，2200 多家上下游企业集聚，5000 多种型号的轴承

令人眼花缭乱。通过“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模式，临清跻

身全国五大轴承产业集群之一，今年上半年轴承产业产值同

比增长 35%。“在临清，研发检测配套全，配件销路不用愁。企

业抱团取暖，产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朗澈轴承公司

总经理都俊衡说。

完善产业体系、增强创新能力，多措并举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

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努力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经济发展新动能更加

强劲。

攻坚克难，补齐短板。金沙江白鹤滩水电

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我国矿山领域首个物联

网操作系统“矿鸿”发布……大企业主动担当，

全力引领行业升级；攻克国内高端数控机床用

齿轮刀具技术难关、研发 5G 通信设备新型连接

器……中小企业各显身手，加快填补市场空白。

巩固优势，锻造长板。前 8 月，国内 5G 手

机出货量同比增长 80%，“5G+工业互联网”在

建 项 目 超 过 1600 个 ，5G + 4K/8K 高 清 视 频 、

5G+智慧医疗、5G+车联网、5G+远程教育等

应用场景越来越成熟……全球最大规模的 5G
网络正助力我国装备制造、钢铁、采矿等行业

效率提升、升级加快。1 至 8 月，我国高技术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 18.9%，两年平均增长 13.4%，

新产业新技术的牵引力和驱动力越来越强。

——潜力充沛势头良好，实体经济空间

广、后劲足。

7 月 11 日，福厦高铁湄洲湾跨海大桥建设

现场，全球首台千吨级高铁架桥一体机“昆仑

号”稳稳完成最后一孔 40 米高铁箱梁架设。仅

用时 218 天，这个“大力士”就完成了 10 公里桥

梁的铺架任务。“昆仑号”架桥机项目负责人、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总工程师谌启发表

示：“重大工程为重大装备自主创新提供舞台，

重大装备又助力高铁建设提质增效。”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供给与需

求良性互动，扩大内需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共同发力，将为实体经济带来广阔发展空间。

宏观政策有力护航。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延续直达货币政策、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比例、加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

……宏观调控精准有力，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将

不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实体经济行稳致远。

投资增速保持回升。雄安新区拔节生长，

深中通道施工繁忙，川藏铁路即将全线开工

……随着“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

工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有望再上新台阶。前 8
月，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也均

保持回升态势，显示市场预期良好。

消费拉动持续显现。“制造业产能利用率

达到近年较高水平，说明市场需求逐步扩大。

随着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消费拉动力会持续显现。”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我国经济在恢复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少，但潜力

更大、优势更多。”付凌晖认为，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成效持续显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有效实施，实体经

济将延续稳定恢复向好态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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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我们这样开局起步

江南丹桂飘香，北方红叶绚烂，枝

头果实累累，高天碧空万里……金秋十

月，神州大地处处美景醉人。

这 是 生 机 勃 发 绿 色 延 伸 的 中 国 。

海南长臂猿喜添婴猿，“微笑天使”长江

江豚频繁亮相，藏羚羊种群数量大幅增

加，各地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喜讯频传。

我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已连续 30
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多的国家。

这 是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中 国 。

中秋、国庆假期，人们在“颜值”不断提

升的绿水青山间尽情享受自然之美。

云南亚洲象往返行进超过 1300 公里，

人们呵护象群、人象平安的画面温暖人

心，成为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又一个生动范例。

这 是 引 领 全 球 生 态 治 理 的 中 国 。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即将在云南昆明举行，大会

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中国将同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新战略。

生态兴则文明兴。习近平主席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峰会上指出：“我们要站在对人类

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

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

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秉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倡

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努力建设美丽

中国。

中国用生态文明
理念指导发展，努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

江苏省扬州市运河三湾生态文化

公园，层林尽染、绚丽多彩，杉树林青翠

欲滴，芦苇在风中摇曳，飞鸟不时展翅

掠过。假日里，居民刘君带着孩子到公

园游玩，眼前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2020 年 11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沿运河三

湾段岸边步行，察看运河生态廊道建设

情况，了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取

得 的 成 效 ，在 码 头 同 市 民 群 众 亲 切

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

关系青少年健康成长。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也是广大群众的共识和呼声。”

“ 长 江 病 了 ，而 且 病 得 还 不 轻 。”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把脉开方，推动沿江

11 省份治理污染、修复生态、协同发力，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出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今年 1 月 1 日起，长江干流和重要

支流、大型通江湖泊和长江河口规定区

域等重点水域，正式启动十年禁渔，长

江生物将更好地休养生息、稳定繁衍。

从万里长江到九曲黄河，从巍巍秦

岭到壮阔祁连山，从青藏高原到东北黑

土地，习近平总书记都牵挂在心，殷殷

嘱托。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

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

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

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

略部署。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为全

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良好生态环境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

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坝机械

林场，林海苍翠连绵。近 60 年来，塞罕

坝林场建设者们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

人间奇迹，获得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

“地球卫士奖”。“我们一定继续大力发

扬塞罕坝精神，把这片林子抚育好、管

理好、保障好。到 2030 年，林场有林地

面积要达到 120 万亩，森林覆盖率要提

高到 86%，再谱绿色发展新篇章。”塞罕

坝机械林场场长陈智卿说。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无数个

“塞罕坝”，正汇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的磅礴力量，走出一条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 （下转第二版）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 刘 毅 寇江泽 姚雪青 姜 峰

“小手拍，小手放，把手放在膝盖上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百姓添添幼

儿园中 2 班教室内，30 多名小朋友在小

板凳上坐好。老师张静轻点一体机，屏

幕上展示出各种小动物图案，一堂生动

有趣的课开始了。

4 岁半的崔佳妍目不转睛地盯着

屏幕，不时举手“抢答”。张静说，经过

一年多学习和成长，崔佳妍小朋友不仅

能自己吃饭、穿脱衣服等，性格也更加

活泼开朗，乐意和其他小朋友分享玩

具、互帮互助。

百姓添添幼儿园位于武汉市第一

批经济适用住房小区——硚口区百姓

之春小区，大部分孩子来自小区的业主

和租户家庭。执行园长欧红勤介绍，该

园坚持普惠办学方向，确保附近的孩子

有园上、上得好。

崔佳妍的父母在小区对面的汽配

城做生意，提起女儿上的幼儿园，妈妈

张莉竖起了大拇指：“老师们很负责、有

爱心，课程活动很丰富，软硬件条件都

挺好，一个月保教费只要 900 元。”

第一次见到欧红勤时，张莉还心存

疑问：“没有房子和户口，只有居住证，

能不能上幼儿园？收费多少？”

2017 年，从外地来武汉打拼的张

莉一家刚在百姓之春小区租了一套房

子，恰逢大女儿到了入园的年龄。邻居

向张莉推荐了百姓添添幼儿园。通过

家长开放日、家长助教进课堂等特色活

动，张莉很快了解了这家幼儿园：各种

设施齐全，活动丰富多彩，老师尽职尽

责……

作为一家民办幼儿园，如何做到普

惠为先？

武汉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

加快补齐学前教育短板，该市加大资源

配置、财政投入、师资配备等保障支持

力度。 2017 年以来，该市加大普惠幼

儿园补贴力度，将公办幼儿园预算内生

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提高到每年 1000
元，对认定的普惠幼儿园给予生均每年

2000—3000 元不等的补贴。目前武汉

市由政府购买普惠服务的民办幼儿园

数量已达千余所，普惠幼儿园在园幼儿

覆盖率超过 80%。

2017 年，百姓添添幼儿园被认定

为普惠幼儿园。有了政策扶持，该园加

大投入，改造拓宽操场、更新教学设施、

升级消防安全系统……全力为孩子们

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

“上普惠幼儿园，真舒心。”大女儿

崔佳怡从百姓添添幼儿园毕业后，张莉

又把二女儿崔佳妍送到了这里。

上普惠幼儿园，真舒心
本报记者 范昊天

在移民搬迁安置点建设公办幼儿

园，让农村孩子也能方便地接受学前教

育；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补助，普惠

幼 儿 园 价 格 更 实 惠 了 ，教 学 质 量 提 高

了、设施环境更好了……近年来，在各

地各部门不懈努力下，普惠性学前教育

资源供给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家庭从中

受益。

学龄前时期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要

阶段。以合理费用让孩子们就近入园、

入优质园，承载着无数家长的关心期盼，

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从多渠道增

加公办园和普惠幼儿园，到规范小区配

套幼儿园建设使用，再到健全学前教育

成本分担机制，各地多措并举抓学前教

育，正是为了更好满足群众“有园上、园

好上、上好园”的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

础 教 育 的 支 持 力 度 ，办 好 学 前 教 育 ”。

实现“幼有所育”，是在发展中补齐民生

短板的内在要求，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 的 优 质 教 育 需 求 的 题 中 应 有 之 义 。

进 一 步 扩 资 源 、调 结 构 、增 普 惠 、提 质

量，形成完善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办

园体制和政策保障体系，我们就能为幼

儿提供更加充裕、更加普惠、更加优质

的学前教育。

办好学办好学前教育前教育
实现幼有实现幼有所育所育

原 石

■今日谈R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同心奔小康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火

炬“蓉火”已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正

式亮相。

金沙遗址，是长江上游古蜀王国的都

邑。如今的成都，国际赛事与城市文化相

互助力。

展现成都历史文化底蕴

本届大运会火炬“蓉火”，取意成都简

称“蓉”。火炬顶部，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成

都城市形象标识“太阳神鸟”展现着成都的

历史文化底蕴。

在主场馆东安湖体育场上方，上万块

彩釉玻璃拼出一只巨大的“太阳神鸟”，在

颇具特色的玻璃天幕中展翅欲飞。“太阳

神 鸟 ”，表 达 了 古 人 对 生 命 和 运 动 的 认

知。“虽然是 3000 年前的文物，但它体现

的内涵与现代体育文化的内核是一脉相

承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

认为，飞翔的“太阳神鸟”，与追求“更快、

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是相通的。

2005 年 8 月，“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成

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11 年 12 月，成为

成都城市形象标识。记者从中国建筑西南

设计研究院获悉，东安湖体育公园项目规

划设计之初，就将成都“天府文化”作为整

个设计的重要理念，既呈现古蜀文明的特

点，又展示当代成都风貌。

“作为东道主，我们着力将国际品质、

中国风格与巴蜀韵味相融合。”中建西南院

副总建筑师、东安湖体育公园总设计师蒋

玉辉介绍，2019 年 4 月，东安湖体育公园设

计效果图正式对外发布，主体育场的设计

方案中，将“太阳神鸟”运用到主场馆的帽

檐镂空设计中，既体现成都特色，又寓意腾

飞翱翔。

“这是我们成都自己的标识，外国朋友

会感受到成都的特色。”成都龙泉驿区居民

肖善平说。

促进体育健身融入生活

6 月 26 日，东安湖体育公园正式被国

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命名为“世界大运公

园”，这座体育公园服务于大运会，又不仅

仅服务于大运会。

“这里真美，一定要带家人和朋友来看

看。”不久前，龙泉驿区组织市民观察员走

进东安湖。观察员张军说，公园景色秀美、

设计用心，一定会成为成都市民新的休闲

运动打卡胜地。

在“世界大运公园”命名的当日，成都

还发布了《成都大运会惠民行动计划》，将

开展大运品牌、环境、场馆、文化、服务五大

惠民行动，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计划》中明确，大运会建成场馆，将向

市民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在此前进行的“相约幸福成都”系列赛

事活动中，已有超过 10 万人次市民在家门

口的大运场馆中免费体验。在“大运场馆

惠民开放日”和“全民健身日”活动中，成都

均免费向社会开放了各类大型体育场馆。

以高质量筹备大运会为契机，成都大

力推动体育赛事活动走近市民、服务市民，

促进体育健身融入生活，塑造“赛事名城

运动成都”品牌。

近 3 年，成都投入大型体育场馆建设

经费超过 180 亿元，推动大型体育场馆提

档升级，助力市民参与运动健身。据成都

市体育局统计，截至“十三五”末，成都体育

场地共建成 5.5 万个，仅 2020 年全市公共

体育场馆就已免费或低收费接纳锻炼人数

423.93 万人次。

（下转第三版）

国际品质、中国风格与巴蜀韵味相融合

成都高质量筹办大运会
本报记者 温素威 本报通讯员 曹宇阳

我国自主研发的全海深载

人潜水器“奋斗者”号，近日已在

马里亚纳海沟正式投入常规科

考应用。“奋斗者”号曾于 2020
年 11月开展载人下潜海试。

图为“探索一号”科考船正

在回收“奋斗者”号。

新华社记者 陈凯姿摄

“奋斗者”号
正式投入常规科考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