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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货！”在江西赣州寻

乌县三格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一

万多件滤清器验收完毕，将发往海

外。“这个订单做好了，以后每年有

1000 万元固定采购额。”公司负责人

韩圣俊兴奋地说。

2020 年，寻乌从广东东莞引进

这家公司。“以前没听说过这个小县

城，老员工都不愿来，公司能发展起

来吗？”韩圣俊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先投了 3000 万元，建了占地 1.8 万

平方米的厂房。

没想到，“刚来寻乌当地就给了

500 万元贷款，后续购买设备时又追

加了 1000万元。”韩圣俊放开了手脚，

公司生产的滤清器从原来的 500种增

加到 2000 种。如今公司年投入科研

经费占营业额 5%，产品附加值也高

了，“毛利提高 10 个百分点。”三格公

司还在深圳成立了贸易公司，合作伙

伴遍及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寻乌的营商环境好，而且越来

越好。”今年上半年，寻乌在深圳举行

招商会，韩圣俊对在座的企业家说。

寻乌，位于江西东南角。2018年，

深圳开始对口支援寻乌。2020 年，

江西提出支持赣州对接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

之前，寻乌产业不强，集中度不

高，陶瓷、纺织、建材……什么产业

都搞一点。寻乌县委书记蓝贤林介

绍，寻乌下决心抓住这次发展机遇，

邀请江西和湖南高校的专家，对全县工业通盘规划，最终确

定，集中精力发展通用设备制造、稀土新材料、传统加工业三

大产业。

近几年，全县招商引进的企业 85%来自大湾区，已形成“一

园三区”的工业布局。寻乌还学习“前店后厂”模式——本地承

接工业制造，企业在大湾区成立贸易公司和研发基地。寻乌重

点打造的空压机产业已实现集群发展，集聚上下游企业 20多家。

融入大湾区，不仅靠引进湾区企业，更重要的是优化服务。

从去年开始，寻乌每年选派一批干部去深圳挂职学习，并对

标大湾区推出一系列举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优化服务，设立

3000万元“惠企资金池”，33项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降

低企业成本，今年 1—7月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近 1.5亿元……

大湾区也是大市场。寻乌既引入，也输出——将特色农

产品销往大湾区。

中午过后，寻乌县御品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小燕

和工人们进入葡萄园，采摘一串串清香晶莹、颗粒饱满的阳光

玫瑰葡萄。傍晚时分，6000 斤葡萄乘坐冷链货车从果园出发，

不到凌晨就抵达大湾区的商超。“阳光玫瑰葡萄在大湾区完全

不愁销。”朱小燕说。

在寻乌，赣南脐橙种植面积一度高达 60 万亩。10 年前，

一场脐橙黄龙病，让寻乌县南部乡镇种植户损失惨重。寻乌

积极谋求转型，请专家做规划。北部乡镇继续种植赣南脐橙，

南部乡镇试种百香果、葡萄、鹰嘴桃等水果，实行差异化发展。

“寻乌有 17万亩富硒土壤，44家企业参与富硒品牌建设，认

证的富硒农产品多达 130多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林石泉介绍，

如今，寻乌超过一半的水果和大部分蔬菜都销往大湾区。今年

底，寻乌至广东龙川高速公路开通后，寻乌的新鲜果蔬到大湾区

最快仅需 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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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县城看发展

图①：救援人员提着灭火器前行。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图②：志愿者在铺设输水管道。

新华社记者 朱高祥摄

图③：8 月 18 日，一架救援直升机在重

庆涪陵进行灭火作业。8 月 17 日，重庆涪陵

荔枝街道、江北街道所辖山林相继发生火

灾。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赶赴现场扑救，及时

疏散附近居民。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图④：在重庆北碚区歇马街道，志愿者

骑着摩托运送救援物资。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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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电 外文出版社成立 70 周年座谈

会 26 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出

席会议，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负责人和专家、职工、外籍员

工代表在会上发言。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的

回信。与会人士畅谈学习体会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

回信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抓好贯彻落实，以更

高质量翻译助力对外出版事业发展，使对外出版成为推动中

国理论、中国思想走向世界的宽广平台，记录中国发展历程、

展现中国时代风貌的有效载体，弘扬中华文化之美、促进中外

文明互鉴的友好纽带，创新对外话语体系、传播中国知识体系

的重要支柱。

外文出版社成立于 1952 年，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对外出

版机构。70 年来，外文出版社用 40 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了 3 万

多种图书，包括领导人著作、党政文献、国情读物、文化经典

等，全球发行超 4 亿册。

外文出版社成立 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上接第一版）信 泰 集 团 副 总 裁 许 金 泰 说 ，

2015 年信泰开启数字化转型，如今已迎来收

获，“新品研发周期缩短了 15 至 25 天，研发

成本平均下降了 30%左右，产品不良率下降

了 80%。”

晋江市工信局局长林永红告诉记者，在

一系列政策扶持下，截至目前，晋江已有超过

1000 家企业用上云平台，超过 60%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应用“数控一代”智能装备技术。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国内领先

的半导体第三方分析测试实验室，去年 12月进

驻晋江。“晋江集成电路产业达到一定的水准

和规模，才能吸引他们过来。”福建省集成电路

产业园建设筹备组综合组副组长陈军说。

晋江如今确有这样的底气。 2016 年以

来大力发展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之初便“瞄

准”行业龙头，现已带动集聚 51 个项目，涵盖

包括设计、制造、检测在内的全产业链多个

环节。

近年来，晋江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

装备等新兴产业“换挡提速”，2021 年工业产

值已超过 780 亿元。

工业化和城市化“双轮驱动”

晋江池店镇，池峰路南延片区改造征迁

工作，仅用了 20 天居民签约率便达 100%。

池店是晋江的经济强镇，包括安踏晋江

总部在内的 1300 多家企业坐落于此。可 2019
年上任之初，池店镇党委书记吴尊意并不轻

松，“常有群众来访，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小孩

就近入学难。”

池店下定决心补上城市化这块短板：新

建的 2 所中学、6 所小学都是晋江市属优质

校。“去年镇里的户籍人口增加了 1 万多人。”

吴尊意说。

全面协调发展，是“晋江经验”的重要内

涵。20 年来，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晋江坚

持工业化、城市化“双轮驱动”，坚持生态、生

产、生活协调发展，在全面发展的道路上不懈

探索。

清华附中晋江学校执行校长刘向军领着

记者走进位于紫帽镇的崭新校园：校园现代

建筑融入了红砖大厝的闽南古风，“闽南红”

与“清华紫”相映成趣。累计投入 16.9 亿元，

晋江打造的是一流校园设施；派出专业管理

团队，清华附中带来的是一流教育理念。

完善城市配套，提升功能品质，晋江近年

来“大动作”接二连三：晋江市医院（上海市第

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去年获批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试点项目；2020 年营业的晋江市第二

体育中心，篮球馆依照职业篮球赛事标准设

计建设……

推进产城融合、优化功能布局，离不开土

地支撑。

从平面看，晋江工业用地开发比例已近

49%；从立体看，容积率却只有 1.07。晋江以

改革求解，盘活低效用地。各工业园项目布

局全市统筹，分 类 施 策“ 腾 笼 换 鸟 ”。“ 如 果

按 照 2.0 的 容 积 率 提 升 目 标 计 算 ，全 市 工

业园区将有望释放近 3 万亩土地空间。”晋

江 经 济 开 发 区 党 工 委 书 记 、管 委 会 主 任 许

国鑫说。

磁灶镇苏垵村，九十九溪穿村而过。村

党支部书记陈树森见证着这条晋江重要支流

的蝶变：“当年水脏、河道窄，一下大雨就漫

堤。如今水清岸绿景美，是村民的幸福河。”

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正在成为

晋江高质量发展鲜明底色：空气质量优良率

已连续两年保持 100%，目前建成区绿地率达

39.9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3.9平方米。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正月初一，闽南人最看重的日子之一。

每年这个时候，晋江四套班子主要负责同志

都要集体拜访当地企业家。这条不成文的约

定已延续多年，风雨无阻。

20 年来，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晋江持续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从当年引导企业重质量、打品牌、谋上

市，到如今的创新驱动、‘数智转型’，每到发

展的关键节点，党委和政府总能及时为企业

明方向、定航标、添动能。”恒安集团董事局副

主席许连捷说。

领导干部挂钩帮扶企业，在晋江早已是常

态。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胜科纳米（福

建）有限公司一批重要设备滞留国内某港口。

“政府帮我们联系当地商会，用快艇从排队货

轮中提前拿到了设备。”关键时刻的“帮一把”，

让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乔明胜念念不忘。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

到。”这 4 句话不仅挂在晋江干部的嘴边，更

落实在行动上。对此，“海归”博士曾福泉有

着真切体会：“当年到晋江创业，都是晋江的

干部上门来服务。”他领衔的技术团队攻克第

三代着色技术，如今已在晋江落地转化，应用

于食品包装、纺织化纤等领域。

近年来，晋江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全 力 构 建 市 场 化 、法 治 化 、国 际 化 营 商 环

境。如今，全市行政许可事项承诺时限在法

定时限基础上平均压缩 93.71%，即办件占比

为 85.73%。

“20年再出发，我们将进一步传承弘扬‘晋

江经验’，主动融入新时代新福建和泉州‘海丝

名城、智造强市、品质泉州’建设，全方位推进

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泉

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张文贤说。

截至 8 月 26 日 8 时 30 分，经各方救援力

量奋力扑救，重庆市北碚区与璧山区交界火

场明火全部扑灭。

数千支电筒闪烁，狭长逶迤的防火道，

成为每个人难忘的记忆。

难忘的是一趟趟协助
运送人员、物资的热情

15 个山火救援志愿者群里，还在不停

弹出消息。不断有人想来支援，刚刚睡了

两个小时的摩托车手张俊接到电话，又重

复了一遍：“现在人手很充足，不用过来，感

谢支持。”

8 月 21 日晚，北碚区歇马街道虎头山发

生山火，山上要挖防火隔离带，一般车辆通

行不便，只能通过摩托车运送物资。

“兄弟们，北碚山火，需要大量摩托车手

前来支援！”从消防支队处核实后，张俊立刻

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很快，私信便被志愿

报名的消息充满，微信群里不断接龙，一名

又一名摩托车手赶往一线。

在歇马街道小虎路入口处的社会捐赠物

资接收点，张俊将灭火器、盒饭、水、胶鞋、油

锯等物资装车，一踩油门，冲上山去。

放眼望去，沿路全是摩托车，快递员、外

卖员、当地村民，男男女女，都来出力。

当地川菜馆厨师谭玉涛也是其中一员。

21 日，他在店里看到远处山上的火光，便骑着

摩托，按照需要协助救援。“我从小长在这里，

要挖隔离带的地方就是老家，我闭着眼睛都

能找着路！”谭玉涛说。

气温超过 40 摄氏度，火辣辣的太阳下，

摩托车手们背篓里装着近 50 斤的物资，一趟

趟重复着单程 30 分钟的陡峭山路。汗水夹

杂着灰尘流下……现场随时能看到 100 多辆

摩托车在飞奔，最多时有 2000 名志愿者同时

在场。

难忘的是各司其职、
高效协作

“21 日 ，我 与 队 友 在 虎 头 山 扑 明 火 ；22
日，沿着公路扑灭零星火点，防止山火向附

近村庄蔓延；23 日，全体人员集体转移到水

库，控制火势；24 日，带水泵、水带上山，设置

隔离带……”今年 42 岁的刘景强已进入消防

队伍 20 年。这些天，他和队友们在近 50 摄

氏度的高温下工作，最近时距离明火只有 10
米，靴子坏了便找根绳子绑起来，累了就打

地铺睡一下。

22 岁的消防员董长江，青春的脸晒得黝

黑，“火势最大的时候，我身后的消防水带都

被飘出来的火烧断了。”

赶工，赶工。长约 1.36 公里、平均宽度

达到 60—80 米的八角池森林防火阻隔带准

备工作陆续到位：沿线开挖了 9 个水池，备有

移动水源、洒水车，铺设了供水管线，准备了

1000 余具灭火器……

消 防 员 王 田 和 队 友 们 一 起 ，一 边 拿 着

水枪扑火，一边指导前来配合的救援人员

扑灭飘落的火星。现场嘈杂，王田便用口

哨和手势指挥：“要确保距离，从山上到山

下形成人墙。必须确保一个火星都不能跨

越隔离带。”

“我们分别待在不同点位，协助消防队

员压制火苗。要保证安全，不让火星越过隔

离带。”于东兵是应急救援队队员，话语间，

看到火星，就用水枪或铁铲扑灭。

难忘的是有勇有谋、
“以火灭火”

灭火直升机来了，消防队员来了，武警

官兵来了……火情前线指挥部组织调度了

云南、甘肃等森林消防救援力量，以及重庆

市区两级应急救援力量投入灭火救援。

“点火！”25 日晚 8 点 37 分，指挥部一声令

下，森林消防人员在半山腰点燃了一片枯

枝。霎时，一团火球腾空而起。

“以火灭火”主要原理是由人工点燃火

头（火线）与相向烧来的林火对接，使接合部

骤然缺氧失去燃烧条件，是控制大面积、高

能量森林火灾的有效措施。

为何选择 25 日晚间？云南省森林消防

总队灭火救援指挥部副部长兼作战训练处

处长王磊道出原委：“要感谢风！”根据气象

预报，25 日晚风向改变，由北向南吹。指挥

部当机立断，决心利用人工开凿的隔离带进

行点烧。

22 时许，两火相遇，火焰冲天，山顶出

现一团巨大的光球，照亮了在场所有人的

脸 庞 。 23 时 许 ，明 火 实 现 有 效 封 控 。 3 小

时 内 ，“ 以 火 灭 火 ”把 将 近 1 公 里 的 大 火 头

堵截掉。

8 月 26 日 8 时 30 分，北碚区与璧山区交

界火场明火全部扑灭。重庆的市区两级应

急救援队伍，云南、甘肃等森林消防救援队

伍 ，数 千 名 志 愿 者 和 热 心 群 众 …… 无 数 微

光，汇成无穷力量，共同筑成了守护家园的

钢铁长城。

无数微光 无穷力量
——重庆森林火灾救援见闻

本报记者 王欣悦

■点赞新时代R

新华社成都 8 月 27 日电 8 月 27 日，2022 年全球华侨华

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四川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发表视频讲话。

郑建邦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大势，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反对“台独”分裂、促进中国和平统一，是

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和光荣事业。反对分裂国家、促

进中国和平统一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正义事业，不容任何

势力歪曲抹黑。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推进中国和平

统一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会主题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共创国家

统一和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国务院台湾事

务办公室、四川省政协相关负责人到会并致辞。来自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60 多家统促会及相关组织 3000 多人通

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加大会。大会通过了《成都宣言》。

2022年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举行

一版责编：杨 旭 许 诺 赵 政

二版责编：王 军 吕 莉 祁嘉润

三版责编：李 琰 杨 迅 戴楷然

四版责编：胡安琪 张佳莹 栾心怡

记者日前从应急管理部获悉：8 月 9 日

以来，重庆市北碚、巴南、大足、长寿、江津等

地先后发生多起森林火灾。截至 26 日 8 时

30 分，经各方共同努力，森林火灾各处明火

已全部扑灭，全面转入清理看守阶段，无人

员伤亡和重要设施损失。

火灾发生后，国家森防指办公室、应急

管理部迅速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立即派出 2个

工作组赶赴重庆指挥指导，部署甘肃森林消

防总队靠前驻防分队、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

1200 余名指战员先期投入扑救行动，紧急调

派 6 架直升机和云南、四川省森林消防队伍

1000 余人跨省增援，调拨 2 批次、16634 件

（套）物资装备支援一线扑救，有力有序开展

灭火工作。

据统计，各方面累计投入各级各类救援

力量 1.4万余人、直升机 10架参与重庆森林火

灾扑救，及时转移群众 680余户 1800余人。

（ 本 报 记 者

邱超奕） ■链接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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