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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 月 11 日电 （记 者王

珏、郑海鸥、顾仲阳）6 月 11 日 是 我 国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

是“文物保护：时代共进 人民共享”。

遗产日前后，各地组织开展 6300 余项

线上线下活动，宣传展示我国文化和自

然遗产保护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11 日，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主场城市活动在甘肃兰州举行。“文物

保 护 ：时 代 共 进 人 民 共 享 ”主 题 论

坛、第二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木本水

源 ——黄河流域史前文明展、万象涵

容——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展、甘肃省

博物馆扩建工程开工奠基仪式等系列

活动相继举办。

在网络平台看非遗纪录片、听传统

音乐、参与线上互动，网购非遗好物、学

非遗知识、听传统故事，看非遗展、买非

遗文创、体验手工艺乐趣……各地开展

以“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为

主题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受到广泛

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工作取

得重大成就，先后完成两次全国文物普

查，实施了石窟寺、长城、大运河、丝绸

之路等万余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推进

了 8800 多项考古发掘项目，每年举办

3 万余场陈列展览。

世界遗产包括世界自然遗产、世界

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 3 类。

截 至 目 前 ，我 国 已 有 世 界 遗 产 56 项 。

其中，世界自然遗产 14 项、世界文化和

自然双遗产 4 项，数量均居世界第一，总

体保护状况良好，总面积达 7.06 万平方

公里。

（相关报道见第四版）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

“保护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是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守护好中华文明

摇篮的必然要求。”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要增强大局意识，牢

固树立上游意识，坚定不移贯彻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方针，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

好这一江清水。”

6 月 8 日下午，在四川宜宾考察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三江口，眺望三江交汇处，听取当地

推进长江流域生态修复保护、实施长江水域禁

捕退捕等情况介绍。

为了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千秋，习近平

总书记倾注了大量心血。

2016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全面深刻阐述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战

略思想，绘就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

6 年 多 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一 直 心 系 长 江

经济带发展，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多

次深入长江沿线考察调研，多次对长江经济带

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从中华

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把脉定向。

6 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沿江省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

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两岸铺长卷，椽笔绘宏图。万里长江的无声

变迁，铸就瑰丽的时代丰碑。

贯彻新理念：“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宜宾，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称。自雪

域高原奔腾而下的金沙江与穿成都平原蜿蜒而

来的岷江在此汇流，长江始称“长江”。

在宜宾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询问

上游来水情况。当地负责同志说，金沙江来水

稳定在二类水质，岷江水质稳定在三类左右，汇

流之后全年有 350 天以上稳定在二类。

总书记表示肯定，同时强调：“作为长江上

游城市，要强化上游担当，不能沿江‘开黑店’、排

污水，要以能酿出美酒的标准，想方设法保护好

长江上游水质，造福长江中下游和整个流域。”

想方设法保护好长江上游水质，宜宾群众

有发言权。

天色微亮，四川宜宾江安县江鲟巡护员李

基 奎 就 下 水 了 。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十 年 禁

渔”，捕鱼几十年的老李率先“转业”，身份变了，

心情却更舒畅了。

“今天一算，3 月以来，江鲟鱼卵的数量涨了一倍！”李基

奎黝黑的脸上满是笑意，“以前下水捕鱼，现在巡河护鱼，收入

稳定，还造福子孙。”

渔民退捕，鱼群乐游。看江鱼、吹江风、跑滨江绿道，成了

宜宾人的新时尚。“现在鱼儿胆子越来越大，经常游到浅滩上

来。”宜宾市民刘晓欢兴奋地说。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沿江省市干部群众切实把保护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

生了转折性变化。

——治污、减排、理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加

速整改。

探访上游，宜宾将治污目标精确到每条河道

沟渠，力保源头活水清如许，唯让碧波入长江；

行经巫山，卫星遥感、无人机、管道潜望镜等

智能化设备齐上阵，重庆努力让长江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不留死角；

驻足中游，湖北组织人员入工厂、进社区、驻

码头，织网格查底数，把好每一道闸门……

久久为功，江水为证。2021 年，长江经济带

优良水质比例达到 92.8%，两岸绿色生态廊道逐

步形成。

——护山、丰草、清湖，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

改善。

金沙江畔，云南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鼓

镇，万里长江在这里拐出“第一弯”。7 年时间，石

鼓镇在江边种活柳树 4 万多棵，让曾经肆虐的风

沙低下了头。

三峡库区，漫山披绿，重庆累计投入三峡后

续工作专项资金 46 亿元，完成库区生态屏障区植

树造林 264.5 万亩，使库区内的云阳县变身 4A 级

景区。

崇明三岛之一的长兴岛，青草沙水库边，700多

亩生态林将水库与生活生产区隔离。这片相当

于 10 个杭州西湖大小的水域，给一半以上的上海

人口提供了清洁饮用水源。

大江奔来，绿意盎然。2021 年，长江两岸造

林绿化，完成营造林 1786.6 万亩、石漠化综合治

理 391.5 万亩、水土流失治理 574.7 万亩。

——退捕、转产、护渔，长江生物资源状况逐

步好转。

2021 年 3 月 1 日，我国首部流域法——长江

保护法正式施行，守护母亲河有法可依；持续巩

固长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成果；沿江

各省份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等珍贵濒危物种拯

救行动，今年 4 月，约 23 万尾不同规格的子二代

中华鲟被放归长江……

岸在变绿，水在变清，江上鱼儿洄游。一度成

为“稀客”的“微笑天使”江豚，如今频频露脸，赤

水河鱼类资源量达到禁捕前的 1.95 倍，刀鲚、中

华绒螯蟹等洄游性水生生物资源明显趋于恢复。

探索新路子：“探索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2018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

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出：“推

动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关键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

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当时我们感受到的是责任和压力，如今感

受到的则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机遇和信

心。”宜宾市委书记方存好表示。

2018 年起，宜宾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了高耗能、高

污染企业 28 家，沿江取缔了造纸等小作坊企业 1944 家，搬迁

了 30 多家企业，退出长江岸线 8.4 公里。

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抓住转型升级的机遇，宜宾打开

了发展的新空间。西南地区最大的氯碱化工企业天原集团，

2018 年阔别了 70 多年的老厂房，整体搬迁至宜宾三江新区，

转型发展先进锂电材料、绿色新材料和高分子新材料产业。

2021 年，天原集团创下营收 352 亿元、利税 13.4 亿元的历史最

好水平。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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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1日电 （记者吴秋

余）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5 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89
万亿元，同比多增 3920 亿元。截至 5 月

末，我国本外币贷款余额 209.61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0.7%，人民币贷款余额

203.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今年前

5 个月，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 10.87 万

亿元。

在存款方面，5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

加 3.04 万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4750 亿 元 。

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7393 亿元，非金融

企业存款增加 1.1 万亿元，财政性存款

增加 5592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

款增加 2568 亿元。5 月末，本外币存款

余额 252.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

人民币存款余额 246.22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0.5%。今年前 5 个月，人民币存款

累计增加 13.99 万亿元，同比多增 3.8 万

亿元。

前5月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10.87万亿元

新数据 新看点



本报北京 6 月 11 日电 （记 者王

政）近年来，我国 5G 发展坚持统筹谋

划、适度超前原则，推动共建共享，产

业生态稳步壮大，5G 应用融入各行各

业。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

今 年 4 月 底 ，我 国 建 成 全 球 规 模 最 大

的 5G 网络，累计开通 5G 基站 161.5 万

个 ，占 全 球 5G 基 站 的 60%以 上 ，登 录

5G 网 络 的 用 户 已 经 达 到 4.5 亿 ，占 全

球 5G 登网用户的 70%以上。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

国移动网络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全国

5G 网络平均下行接入速率和上行接入

速率分别为 334.98Mbps 和 70.21Mbps，
网 络 接 入 速 率 相 比 4G 网 络 提 升

显 著 。

工信部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今年

计 划 新 增 5G 基 站 60 万 个 ，还 将 实 施

5G 行业应用“十百千”工程，选择 10 个

垂直行业，每个行业形成 100 个标杆示

范，新建 1000 个 5G 行业虚拟专网，打

造“5G+工业互联网”升级版。

今年计划新增 5G 基站 60 万个

导
读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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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浪翻滚，机械轰鸣。

6 月 7 日，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

赵集乡界牌村，连片麦田，两台联合收

割机来回穿梭。麦穗一茬茬割下，麦

粒 一 颗 颗 饱 满 。 一 个 上 午 的 紧 张 作

业，能收割三四百亩地。

“我这 1156 亩小麦，3 台机子加把

劲，1 天就能收割干净。今年平均亩产

能有 1200 斤以上！”阵阵麦香袭来，种

粮大户王韶山喜上眉梢。

作为太和县顺祥农机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老王种地，从播种到植保，再

到 收 割 ，早 就 实 现 了 全 程 机 械 化 管

理。合作社里的 100 多台农机，今年

不仅为周边 1.5 万亩麦田提供了社会

化服务，12 台大型收割机还前往外地

开展跨区作业。从浙江余姚到河北衡

水，自南向北，抢抓农时。

这要放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以前种地，设备少、动力小，别说

收割，施肥打药都费劲。有一年，三轮

的自走式喷杆喷雾机装满了药，却因

下雨不能下地。老王急得跑到县里买

了背负式喷雾器，人工喷洒，这才没有

耽误时机。

机 械 换 代 升 级 速 度 快 。 指 着 田

里的收割机，老王感慨，以前用的小

型 收 割 机 ，忙 活 一 天 才 收 五 六 十 亩

地，一边收还一边掉麦粒，“如今小麦

机 收 损 失 率 降 低 到 了 2% 以 内 ，按 亩

均单产 1200 斤计算，一亩地能多挣约

60 块钱。”

颗粒归仓，还有诀窍。夏收时节，

一场场以“精细高效、提质减损”为主

题的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在江淮

大地轮番上演。农机手们收割、脱粒，

一气呵成；麦田专家捡拾麦粒、测算减

损率，一丝不苟。

提升小麦机收作业质量是夏收的

重要一环。安徽今年举办了 50 多场

机收减损系列活动，全省机收损失率

在 2%以下，较往年下降 1 个百分点，挽

回小麦收获损失超 3 亿斤。

走进太和县旧县镇张槐村，种粮

大户徐淙祥的千亩麦田中，农作物病虫

疫情田间监测站十分显眼。智能型虫

情测报灯、小麦赤霉病自动监测预警系

统、农作物病菌孢子自动捕捉培养系

统……连上手机，从光照强度、土壤水

分，到气温气压、虫情病害，一目了然。

安徽是全国粮食主产区。来自省

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截至 6月 9日，

安徽收获 4280万亩小麦。

“今年安徽小麦预计产量 350 亿

斤，较上年增加约 10 亿斤。实现小麦

生产‘十九连丰’，当无问题。”安徽省

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精细高效 提质减损

安徽着力提升小麦机收作业质量
本报记者 游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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