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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上海

将举办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

海奖）颁奖活动暨 2023 年世界城市

日中国主场活动。各国宾朋聚首黄

浦江畔，共同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

共同见证“上海奖”首次颁发，必将

有力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城市可持续

发展，建设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

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世界城市日是联合国设立的首

个以城市为主题的国际日，也是首

个由中国政府发起，并得到国际社

会广泛认可和支持的国际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 2022 年世界城市日

全球主场活动暨第二届城市可持续

发展全球大会致贺信指出：“世界城

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秉承‘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理念，致力于推动全球城

市可持续发展，对共创普惠平衡、协

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

格局具有重要意义。”2023 年世界

城市日中国主场活动主要包括 1 场

开幕式、20 多场分论坛和边会、展

览展示等。以世界城市日为契机碰

撞城市发展智慧、交流城市治理经

验，有助于深刻认识城市在经济社

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为

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推动城市可持

续发展凝聚共识和力量。

世界城市日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推动全球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宣传我国城市建设理

念、经验和成就，以生动案例讲好中国城市发展故事的国

际平台。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的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叮嘱上海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部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垃圾分类等攸关民

生福祉的大事小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城

市为人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走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世界城市日的知晓度和影响力不

断提升，充分展示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城

市更美好的不懈努力和大国担当。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

是现代文明的标志。黄浦江和苏州河岸线贯通开放，岸

线公共空间持续优化，产业能级逐步提升；“道路+”的宜

人街区、“生活圈+”的便捷服务、“公园+”的多彩天地，见

证城市宜居水平持续提升；“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改

革，让城市治理更加智慧……上海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是

新时代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在世界城

市日进一步讲好中国城市发展故事，在经济活力与城市

繁荣、生态建设与绿色转型、城市安全与韧性发展等方面

总结经验、贡献方案，将为全球城市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注入强劲动能。

城市发展有效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是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预计到 2050 年，全球居住在

城市的人口将增至约 68%。近年来，受全球新冠疫情、

投资疲软、增长乏力等影响，全球许多城市在教育、卫

生、减贫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发展成果如何巩固上遇到

新情况新问题，在应对气候环境变化等方面也遇到新挑

战。实现更绿色、更具包容性的发展，必须有效融合资

源，支撑实现城市各项发展目标。今年世界城市日的主

题确定为“汇聚资源，共建可持续的城市未来”。集思广

益、携手同行，探寻更多增强城市整体性、系统性、宜居

性、包容性和生长性的有效路径，就能不断开创城市现

代化建设新局面。

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奋力谱写新时代城市发

展新篇章，必须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

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

民城市为人民。着力创造更美好的城市、更幸福的生活，

必能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为世界共建可持续的城市未来作出更多

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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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上，每一位妇女都是时代的书写

人、追梦的奋斗者。

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0 月

26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大会在广

大妇女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殷切嘱托，奋勇争先、

顽强拼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书写巾帼荣光。

自觉把自己的人生目标
融入党的奋斗目标

新征程上，广大妇女自觉把自身的前途

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

起，自觉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融入党的奋斗目

标，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洪流。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宁安市上官地村的

响水·国际稻米公园，游客络绎不绝。宁安市

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陈雨佳掀开

锅盖，晶莹剔透的米饭香气四溢。从中学体

育老师到“种米姑娘”，再到全国三八红旗手

标兵，陈雨佳带领村民发展家乡的石板米和

乡村旅游产业，辐射带动周边村屯的集体经

济不断壮大，受益村民达 5000 人。

廖红来自福建农林大学海峡联合研究院

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是乡亲口中“挥着锄头

的女科学家”。她带领科技特派员服务队深

入田间地头，推广先进技术，在全省建设生态

茶园示范面积累计逾万亩。面向未来，廖红

充满信心：“我将继续扎根基层，加速推动成

果转化，服务乡村振兴，带动更多农村妇女过

上好日子！”

安徽理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副书记

夏晓丹，曾是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

南市第一人民医院）日间医疗管理中心护士

长，在临床一线工作了 15 年。新冠疫情发生

后，夏晓丹主动加入安徽省第三批援鄂医疗

队，和战友们在武汉奋战了 61 天。夏晓丹在

做护理工作时有两把标尺——患者是否安全

和患者是否满意。她说，做好护理工作的秘

诀很简单，就是用爱心、细心、责任心照顾好

每一位病患。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全球发展促进中心

主任汤瑛长期致力于中外妇女交流合作，多

次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积极宣介中国妇女为

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所作的贡献，参与推动

我国在多国实施的妇幼卫生领域发展合作项

目。“我将立足岗位，扎实推进多边和区域妇

女事务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智慧和力量。”汤瑛说。

以强烈的责任感投身
新时代伟大实践

在乡村振兴第一线、经济发展大浪潮、基

层治理小单元……亿万妇女以强烈的责任感

投身新时代伟大实践，生动展现了伟大事业

建设者、文明风尚倡导者、敢于追梦奋斗者的

新时代女性风采。

扎根钢铁领域 10 余年，首钢集团有限公

司技术研究院首席技术专家青格勒吉日格乐

已习惯和黢黑的矿粉打交道。她带领团队制

定首钢碳减排技术路线，开展多项前沿技术

研究，助力钢铁行业绿色发展。“我将以科技

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使命，为我国钢铁产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青格勒吉日格乐说。

出生在宁夏西海固小山村的马慧娟，20岁

时随着易地扶贫搬迁离开大山。新生活激发

了马慧娟的创作灵感，她 10 多年写出上百万

字，出版 7 本书，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创办“泥

土书香”读书社，教妇女知识；走村入户调研，

把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等内容写进人大代

表建议……马慧娟希望自己的故事能激励更

多的农村妇女干事创业。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南极天文和射电天文研究部主任李婧

在办公室里“泡”了好几天。她参与的中国空

间站巡天望远镜“高灵敏度太赫兹探测模块”

研制任务，有望实现我国太赫兹超导探测技

术空间应用零的突破。“希望更多女性从事科

研工作。靠着奋进与坚持，女性科技工作者

可以散发熠熠光彩！”李婧说。

依靠顽强奋斗创造事业
发展新天地

“勇敢面对人生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依靠顽强奋斗创造事业发展新天地”，党中央

致词引发了广大妇女的强烈共鸣。

“锤炼干事创业的过硬本领，为企业、为

社会创造价值，人生才有意义。”中国铁建十

七局集团深圳公司安庆专用线项目试验员关

改玉，练就了一身为钢轨探伤的硬功夫。在

参建的 9 项国家重点工程中，她平均每日步行

17公里，检测焊头 1.2万多个，准确率达 96%以

上。她牵头成立了国内高铁钢轨建设中第一

个由焊接、打磨和探伤三个不同工种组成的

课题组，其成果得到广泛运用。

20 多年来，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中心主任刘立晶扎根

黑土地，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玉米高速免耕

精密播种成套技术与装备，以及高速气流输

送式排种、排肥成套技术与装备。“我将秉持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发扬吃苦耐

劳、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优良传统，不断推

进农机科技创新。”刘立晶说。

在 贵 州 省 黔 西 市 化 屋 村 的 一 家 苗 绣 工

坊，苗族绣娘正在向游客介绍新推出的苗绣

文创产品。近年来，贵州省妇联实施妇女特

色手工“锦绣计划”，充分发挥“半边天”的独

特作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通过创建巧手工

坊、致富基地等，带动 50 多万名妇女就近就业

增收。

“我们将继续升级‘锦绣计划’‘黔灵女家

政’等‘妇’字号品牌，用心用情服务广大妇

女。”贵州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杨晓曼干劲

十足地说。

在奋进新征程中彰显巾帼担当作为
本报记者 杨 昊

本报武汉 10月 27日电 （记者曹树林、

田豆豆）2023 媒体融合发展论坛 27 日在湖北

省武汉市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新征程新

使命 新格局新作为”。

今 年 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作 出“ 加 快 传 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要指示 10 周

年。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

下，10 年来，主流媒体把握大势，因势而谋、

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加快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主

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全媒体传播体系不断

完善，党的声音传播更深更广，媒体融合发

展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助力意识形态

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与会嘉宾表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 新 征 程 上 ，我 们 要 深 入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推进媒体深度

融合发展，坚持正确导向、坚持内容为王、

坚持技术赋能、坚持守正创新，加强全媒体

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深入

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

伟力，生动鲜活唱响时代主旋律、传播时代

最强音，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不

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

华文化影响力。

本届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与武汉市委、市

政府共同主办。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

负责同志、中央和地方媒体负责同志、专家

学者和企业代表等 500 余人参会。除主论坛

外，本届论坛同时设置了“融合十年：经验与

挑战”“智慧融媒：趋势与前沿”“国际传播：

交流与交融”等 3 个平行分论坛。作为论坛

重点活动之一，26 日晚举办的智融未来 AI
成果展示会“AI 之夜”，尽显科技与人文融合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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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坚持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清洁电能，满足当地产业发展需求，促进节能降耗、低碳减排。

图为 10 月 26 日，赣州市清田风电场二期项目现场，风力发电机组矗立在绵延群山上。

朱海鹏摄（影像中国）

（上接第一版）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夯实实体经济之

基。如今，陕西单晶硅片、重卡变速器产量全球

领先，新能源汽车产量居全国前列；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驶入快车道，数字经济规模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超过三成。

最近，陕西又新增 3 条产值规模上千亿元重

点产业链：煤制烯烃芳烃、太阳能光伏、乘用车

（新能源汽车）。“我们要让陕西经济在‘长个子’

的同时，‘体形’更好、‘体魄’更强。”陕西省委书

记赵一德表示。

成果转化：走出实验室，走上
生产线

“20 多年来，我进行过 3 次尝试，都没成功，

没想到 70 岁‘出山’后干成了！”西安交通大学退

休教授赵玉清感慨道，退休 5 年，望着书房里的

一摞获奖证书、专利证书蒙上灰尘，他心有不甘。

转机在 2021 年到来，当时陕西启动秦创原

创新驱动平台建设。老教授肯出山，是因为有了

两颗“定心丸”：一是研究了半辈子的离子束非晶

碳基超硬薄膜技术；二是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

权改革的新规。

一段时期以来，职务科技成果属于国有资产，

不少科研人员存在“不敢转”的顾虑。陕西科教资

源富集——111所高校、1814家科研机构、上百万

名专业技术人才，然而丰厚的科研成果却转化难。

“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

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陕西加快科技成果

产业化指明了方向。

为打通科技成果“变现生金”的通道，2022 年

3 月，陕西在 75 家高校院所开展“三项改革”试

点——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

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

科技成果转化，聚力破解“不敢转”“不想转”“缺

钱转”等难题。

“感觉就像‘松了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

赵玉清说。他的项目落地西咸新区、入驻秦创

原，已成功“闯”入航天、汽车、电子等行业，颇受

市场青睐。

今年初，在试点基础上，陕西出台深化科技

成果转化“三项改革”10 条措施。截至目前，陕

西 5.3 万余项职务科技成果实现单列管理，1.2 万

余项成果正在实施转化，317 人凭借成果转化贡

献晋升职称。

“三项改革”解除了科研人员后顾之忧，秦创

原则为其搭建起创新创业舞台——定位明确：

“全省最大的孵化器”和科技成果转化“特区”，总

窗口设在西咸新区和西部创新港。

“科研成果，要迈出‘下书架、上货架’的第一

步，需要多方面立体保障。”在秦创原创新促进中

心副主任李利看来，资金支持尤为关键；懂技术、

懂产业、懂市场、懂管理的科技经纪人“牵线搭

桥”，同样至关重要。

2022年，陕西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3000亿

元，居全国第六。西咸新区秦创原总窗口进行“全

链条服务”的科技经纪人团队，目前已有 158人。

绿色打底：人不负青山，青山
定不负人

和合南北、泽被天下的“中央水塔”秦岭，蜿

蜒千里的九曲黄河，逶迤东去的长江最大支流

汉江……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秦岭横贯东

西——陕西，山川形胜。

“陕西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系自身发展质

量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全国生态环境大局。”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激励着陕西在生态文

明建设上咬定青山不放松。

要山坡的“被子”，还是要“票子”？前些年，

一些陕北人心中，竖着一个大问号。

困惑在于，黄土高原上，曾荒山萧索、风沙漫

天，“春种一面坡，秋收一袋粮。要再栽上树，就

更没饭吃了。”

20 多 年 退 耕 还 林 ，黄 土 高 坡 已“ 穿 上 绿

衣”。陕北的绿色生机，让农民初尝“自然的善

意”。然而，陕西黄河流域，仍是生态相对脆弱的

区域——这里的绿，是“浅绿”，而非“深绿”。

如今，陕西人向“深绿”迈进。

黄河岸边，延安市宜川县晋陕峡谷，山势陡

峭、土壤贫瘠、种树不易。为“不留一寸荒山”，

宜川因地制宜，创造出“石坑客土大苗”的造林

法——在斜坡砌垒石坑，从别处调配土壤，栽种

不易遭野兔啃食的大树苗。

宜川县林业局局长郝云峰介绍，2012 年以

来，宜川用此方法“啃最难啃的骨头”，已累计造

林 3.7 万亩。

植被修复、水土保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治理……陕西打出“组合拳”，将绿色版图向北推

进了 400公里，年入黄泥沙量显著减少。2022年，

陕西黄河流域 65 个国控断面中，Ⅰ至Ⅲ类水质

断面占比 93.8%，总体水质首次达优。

秦巴山深处，汉中、安康、商洛三市，是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地，境内汉江、丹江的

年入库水量占丹江口水库的七成。

日影浮波，烟荷染翠，水鸟翔集。天汉湿地

公园，是汉中市民的“后花园”。

近年来，为了统筹城市发展与汉江生态保

护，汉中市铁腕治水、用情护水、让民亲水，将昔

日“脏乱差”的旧荒滩，建设成了新公园。

为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陕西交出新答

卷：2022 年，陕西长江流域 46 个国控断面中，水

质全部达到Ⅱ类以上，优良率 100%。

心怀“国之大者”，陕西奋力当好秦岭生态卫

士。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赵甲宏介绍，秦岭

陕西段生态环境质量达到“优良”等级的面积占

比提升至 99.3%，让秦岭美景永驻、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的目标正在变为现实。

青山苍翠、大河安澜，三秦大地用“含绿量”

打底，孕育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延安市洛川

县副县长张军旗说，“尝到‘绿色红利’的百姓，在

乡村振兴中乐享全新的生活。”

开放突破：打造内陆开放
高地，打开发展新天地

“ 我 的 家 乡 陕 西 ，就 位 于 古 丝 绸 之 路 的 起

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

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时首次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时代造就机遇，机遇成就梦想。

10 年时光，不沿边、不临江、不靠海，深居西

北腹地的陕西，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深度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打开发展新天地。

黄土地上，有了大港口，中欧班列“长安号”

奔驰不息。

日前，伴随一声清脆的鸣笛，“长安号”光伏

专列从西安出发。搭乘“出海”的，是隆基绿能

50 个集装箱光伏组件，经过长途跋涉，抵达目的

地乌兹别克斯坦。

“黄土地上，吹来徐徐‘海风’。”西安自贸港

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小军介绍，中欧班列

“长安号”目前常态化开行国际干线 17 条，基本

覆盖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地区主要货源地。

“钢铁驼队”奔赴“一带一路”，为陕西高水平

对外开放提供澎湃动能：2022 年，中欧班列“长安

号”开行量首次突破 4600 列，运送货物 411.7 万

吨，开行数量、货运量、重箱率 3 项关键指标均居

全国前列。

路越走越宽，眼界也越来越广阔。陕西企

业打开思路与视野，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

和广度。

前阵子，陕汽控股集团驻塔吉克斯坦营销区

区域总经理孙东波非常忙碌。“年初，当地客户有

车辆采购计划，要求配置特殊，交付时间紧。”孙

东波忙着问需求、调订单，“听到客户很满意，这

才松了口气。”

今年前 8 个月，陕汽控股集团出口销量超过

3.69 万辆，同比增长逾八成。陕鼓、法士特、爱菊

粮油……越来越多的陕西本土企业，积极开拓海

外市场“走出去”。

搭乘“一带一路”快车，陕西以高水平对外开

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实现互利多赢。

“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今日陕西，正

迎来机遇叠加、优势迸发、要素汇聚的关键当口，

驶入创新引领、开放突破、追赶超越的快车道。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