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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沿边、不靠海，开放难”，

曾经是陕西面临的困境，也是陕

西努力解决的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

指出，陕西要“打造内陆改革开放

高地”“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大格局”。

如何让内陆腹地更好“动”起

来、“活”起来、“热”起来，把发展的

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激发出来？

十年来，陕西努力构建陆空

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

开放新格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过去产品经海运到中亚需要

1 个月，如今中欧班列仅需 7 天；

综合保税区数量居中西部第一；

西安国际航线达 97 条……今年

上半年，陕西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总值达 459.9
亿元，同比增长 26.93％。高效便

捷的国际贸易通道，激发了“走出

去”的潜力，陕西成为“向西开放”

的前沿，极大改变了内陆地区的

发展面貌和前景。

行走陕西，发展浪潮处处涌

动。条条“科技路”，道道“创新

路”，织就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宽广

大路。

陕西集中推出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金融、法律等各种服务，解

决了科技创业者的后顾之忧。从

手握科研成果到科创企业落地，

西安交通大学孙杨教授团队仅用

了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 从书斋到企

业，从实验室到工厂，从高校到生

产线，陕西打造创新驱动高地，为

创新主体和产业主体提供全方位的资源供应。2021
年，陕西推出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优化创新创业

生态、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等 20余项政策措施，发布 5
大类共 70条的“政策包”。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在政策红利释放

的“乘数效应”下，陕西盘活科创资源，在产业链、创新

链上求突破，助力科研成果更多、更快、更好地从实验

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播种绿色，是陕西人数十年的坚守。截至 2021
年底，陕西森林覆盖率超过 4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超 60%，陕西绿色版图向北延伸了 400 多公里。一

份份亮眼的“绿色成绩单”，让绿水青山的底色正由

“浅”变“深”，让陕西广大干部群众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信心更足。

让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好，这是陕西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7 年至 2021 年，陕西省城镇

新增就业 224 万人，老旧小区改造惠及 90.35 万户；

截至 2021 年，全省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超过 92%，高

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 98%……不断加强民生保障和

社会建设，陕西正努力让广大群众都享受到发展的

红利。

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陕西的步伐愈发坚定。

三秦儿女铆足“拧劲儿”，争当时代“弄潮儿”，凝心聚

力、接续奋斗，共舞如椽巨笔，共绘美丽三秦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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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让深居西北内陆的陕

西省站在对外开放的前沿。2018 年，为促进国际合

作、构建公平公正营商环境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

务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在陕西省西安市设立第二国

际商事法庭。通过多年努力，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

司法公信力日益提升。

今年 6 月 22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为首家境外

仲裁机构加入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

决平台。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案件管理办公室的电话急

促响起，一位国外当事人恳切地说：“请国际商事法庭

受理我方对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所作仲裁裁决的承认与

执行申请。”此时，距离最高人民法院发出新增第二批

“一站式”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通知还不到 10天。

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以来，一项项创新改革措施落

地：首创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度，聘请 25 个国家和

地区的 52 名专家委员；建立“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

解决平台，吸纳境内外 12 家仲裁机构和调解机构；上

线运行统一的域外法查明平台，发布全球 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以及国际公约、国际惯例有关不可抗力研究

报告，帮助企业和司法机构了解相关规则和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英格兰及威尔

士高等法院前法官威廉·布莱尔说：“从中国国内和世

界各地引入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这

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信心。”

“国际商事法庭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块‘试

验田’。西安是西部开放的桥头堡，我们希望吸纳国

际先进经验，融入鲜明的中国法律元素与司法特色，

以公正、高效、便利、低成本的法律服务积极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第二国际商事法庭负责人高晓力说。

在西安国际港务区，中国—上合组织法律服务委

员会西安中心、“一带一路”律师联盟西安中心、西安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运行良好，“一带

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已经成为新时代陕西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名片。

创新法律服务 助力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王乐文 原韬雄

今年 7 月 10 日，在西安市鄠邑区境内海拔 2000
多米的秦岭跑马梁附近，登山游客李先生偶遇秦岭羚

牛群。这种曾经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

出现了 30 多头，成为夏日秦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今年以来，科研人员在秦岭鄠邑段内进行调查研

究时，首次发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荞麦叶

大百合和葱属新种——秦岭薤。“这印证了秦岭的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鄠邑区

太平国有生态林场党支部书记王创社说。

清晨中的鄠邑区涝峪国有生态林场静峪管护站，

天刚蒙蒙亮，59 岁的护林员赵苍虎就已背起二三十

斤重的巡护装备，开始新一天的巡林之旅。“这些树就

像我的孩子，看着它们成长，咱的功夫就没白费！”赵

苍虎说。

太平峪口的鄠邑秦岭保护总站内，智慧管控中心

的工作人员正与栗峪口的值班人员实时视频通话，了

解当日的游客进山情况。与此同时，管控中心的大屏

幕上，工作人员通过“电子围栏”实时查看峪口管控情

况。像这样的实时连线，已经成为鄠邑区协同监管的

日常。“综合运用大数据、智慧化的手段，我们建立起电

子沙盘系统，初步实现了秦岭区域内的可视、可查、可

控，未来还将逐步实现秦岭保护区全天候动态管理和

深度保护。”鄠邑区秦岭保护局局长滑益平说。

“西安深刻汲取秦岭违建事件教训，修订实施西

安市秦岭保护条例，出台保护规划，印发综合性补偿办

法，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小流域治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西安市秦岭保护局局长王健介绍，2018 年以来，

西安市关闭注销段内全部的 112 座矿山，退出拆除 50
座小水电站，对 48 条主要峪口峪道实施治理。同时组

建 1240 名专兼职网格员队伍，建立大数据平台，对秦

岭保护区进行全方位监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已成为干部群众的共识和行动。

加强环境保护 生态持续好转
本报记者 龚仕建

“一个少年正坐在马背上，身着蓝色圆领长袍。

两手放在腰间，卷起袖子、露出胳膊，很是矫健……”打

开手机，文物图片鲜丽逼真，音频讲解活泼生动。一时

间，这件“三彩胡人腾空马”，仿佛穿越千年历史，来到

眼前。

“今年暑假，我们联合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

博物馆等 8 家博物馆，共同推出这一系列文化活动。”

西安博物院教育推广部副部长张莉介绍，为了“解锁”

真实的唐朝生活，他们共选出三彩骆驼载乐俑、镶金

兽首玛瑙杯等 30 件珍贵唐代文物。通过鲜活有趣的

介绍，让大家通过网络领略唐朝的生活、商业、建筑、

艺术及丝路故事。

翻 看 每 天 的 线 上 日 程 ，《酒 壶 上 旋 转 的 舞 者》

《长 安 城 里 的 时 尚 达 人》《勇 士 与 骏 马 的 训 练 日

常》…… 丰 富 多 彩 的 活 动 令 人 目 不 暇 接 。“‘ 潮 起

来’的古董文物，让大家有了拥抱历史的新方式。”

张莉说。

线上活动正酣，线下也别开生面。走进西安博

物院博物馆大厅，一台机器人被孩子们围在中间。

游 客 点 击 触 摸 屏 ，就 收 到 了 自 己 与 卡 通 化 古 人 的

合 影 。 不 远 处 ，汉 中 游 客 何 阿 姨 戴 上 增 强 现 实

眼 镜 ，近 距 离 了 解 鎏 金 走 龙 等 几 十 件 文 物 背

后的历史故事。

“伸手一摸，汉唐文化；两脚一踩，秦砖

汉瓦。”在古城西安，西安博物院的探索

只是一个缩影。近年来，“云上国宝

音乐会”等一批活动吸睛无数，展

示了西安的别样韵味。“云展览、

云直播、云考古……我们将多

维 度 展 示 这 座 千 年 古 城 的

文化遗产。”西安市文物

局相关负责人说。

激活文化遗产 古城展现新韵
本报记者 高 炳

晨曦微露，秦巴山区草木葳蕤。汉中市城固县龙

头镇新光村的水田里，绿油油的水稻正拔节生长。村

民李长兴起个大早，每天绕着稻田转一圈，心里便踏

实不少。

“水稻快抽穗了，需要复水。”顺着李长兴的手指

望去，一家一户的小田块已连接起来，稻田周边开沟

挖槽，稻渔综合种养。打开田埂上的鱼道，水便缓缓

流进稻田里。

“前阵子晒田，鱼儿都在沟道里；现在放进去，既

能让它们吃虫吃草，又能利用粪肥，一举多得。”2018
年，李长兴开始尝试这一新模式，几年下来，他建起家

庭农场，规模扩展到 260 亩。

田里的活忙起来，附近村民也来务工。李长明今

年 60 岁，割草、喂鱼，干活勤快又麻利，“每天工资 100
元，家门口干活，方便！”家庭农场里，40 多位务工农

户都来自周边的村庄。

“瞧，那边稻叶在动，下面肯定是鱼！”李长兴说，

田里还养了草鱼、鲢鱼、鲫鱼、鲤鱼，目前每条约三四

斤。“丰收时节，平均亩产 1100 斤水稻、600 斤鱼。”

一田两用、一水双收、渔粮共赢……鼓起腰包的

不光是李长兴。作为传统粮油大镇，龙头镇近年发力

稻渔综合种养，现已覆盖 9 个村和 1 个社区。种养规

模由 2017 年的 50 亩扩展至目前的 5000 余亩，由原来

单一的稻鱼、稻鸭丰富为稻蟹、稻鳅、荷鱼等多种模

式。此外，还引进了物联网云平台技术，让种水稻充

满“科技范儿”。

“相比传统稻田，我们的稻渔田效益更好，已基本实

现‘亩产百斤鱼、千斤粮、万元钱’的目标。”龙头镇相关

负责人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绿色循环农业、数

字农业，全力打造稻渔综合种养特色小镇。”

稻渔综合种养 农民腰包更鼓
本报记者 高 炳

“不搬咧！”在北曹家巷住了十几年的黄淑琴做了

决定。

北曹家巷位于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街道第一社

区，大部分是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老旧小区。

前两年经过改造，这里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提升，居民

楼做了防水处理，外立面也焕然一新。可是不少居民

还是想搬，为啥？原来，物业管理缺失、居住品质不高

等问题一直存在。“单说这小区院子，路灯不亮，全是

杂物，车都没地方停。真害怕倒退回老样子。”黄淑琴

的话代表着多数居民的心声。

“老旧小区大部分都是小院落，规模小、住户少，管

理投资大、收益少，让很多物业公司望而却步。”青年路

街道第一社区主任屈艳说。今年 4 月，青年路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经过多方考察，引进了北京愿景集团和家

生活物业，实施老旧小区“连片物业”市场化管理。

拆墙并院、照明提升、杂物清运，院门装了刷脸可进

的“智慧云门岗”，家庭维修也有了订单式服务。街道还

制定了党建引领红色连片物业的社区“微治理”方案。

“我们把物业管理融入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体系中，让

党建红色网格和物业网格相融合，实现社区治理多方共

建。”莲湖区青年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齐博闻说。

“我和物业项目负责人在社区和物业公司交叉任

职，同时把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也纳入了我们的网格员

队伍，实现优势互补，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更加快速

处理。”屈艳介绍。小区的变化，让黄淑琴决定留下来。

近年来，陕西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截至目前，全省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已

初步建立健全 1500余个物业小区，成立了 1000余个基

层组织、2000 余个业委会，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不断提升。

党建持续发力 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记者 原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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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洛南县辣椒喜获丰收。

赵 晨摄（人民视觉）

图②：秦岭陕西段生态持续好转。

赵 晨摄（人民视觉）

图③：晚霞映衬下的西安城墙东

南角。 刘 强摄（人民视觉）

图④：西安高新区展现蓬勃生机。

李 念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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