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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要 加 快 发 展

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

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

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

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云南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多

样性资源这一基础，将资源优势不断

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壮大高原特色

农业。

山上，咖啡树层叠铺展；村里，咖啡

豆香气四溢。平均海拔近千米的保山

市隆阳区潞江镇新寨村，西倚高黎贡

山，东临怒江大峡谷，在国内较早地开

展了咖啡豆产业化种植。“村里已入驻

咖啡企业 11 家，年产值上亿元。”潞江

镇党委书记杨隆说。

在云南，越来越多的村寨因发展高

原特色农业而闻名。地处低纬度高原，

垂直气候特征鲜明，光热、生物资源丰

富，让云南成为北半球农业资源最富集

的区域之一，也为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提

供了沃土。“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周年

生产，是云南农业的一大特色。”云南省

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赖轶咏说，“一年四

季蔬菜常有，每年向其他省份均衡供应

2000 多万吨。”

用 好 资 源 禀 赋 ，云 南 加 大 政 策 扶

持力度，推进高原特色农业全产业链

发展。自 2022 年起，云南实施农业现

代化三年行动，成立专门班子、配备专

家组，大力扶持茶叶、花卉、蔬菜等高

原特色农产品。建立高原特色农产品

资源目录，由省级财政统筹安排专项

支持资金，引导金融机构推出有针对性

的信贷产品，助力高原特色农业发展。

2022 年，云南省农业投资规模居全国

前列。

在曲靖市罗平县，有着 300 多年种

植历史的小黄姜，2022 年总产值超过

10 亿元。“党委和政府在信贷支持、市场

培育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很大，发展前

景令人期待。”罗平县生姜技术推广站

副站长张万坤说。

针对产业发展所需，云南强化农业

科技和装备支撑，持续提升高原特色农

业质效。组织实施乡村振兴产业关键

技术集成示范项目，2022 年以来，全省

转化应用科技成果 51 项，建立生产示

范基地 113个，培训农业科技人员 3.1万

人次，怒江草果、丽江芒果等一批县域

特色产业实现提质升级。

走进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的数

字蓝莓产业基地，一株株齐腰高的蓝莓

在基质土里茁壮生长。凑近细瞧，只见

基质土中插着 4 支白色“滴箭”，用于灌

溉和进排液监测。“我们使用的自动化

脉冲式滴灌系统，比传统滴灌节省水肥

近五成。”产业基地负责人徐坤介绍，蓝

莓在 11 月到次年 5 月错峰上市，每亩收

益超过 10 万元。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交出一份亮眼

的成绩单：2022 年，茶叶、花卉、坚果、咖

啡、中药材、天然橡胶、野生食用菌规模

和产量居全国前列，茶叶、花卉、蔬菜等

8个产业的全产业链产值均突破 1200亿

元。以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依托，云南出台联农带农主体奖补办

法，总结推广 16 种机制，全省近 3 万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约 163 万户脱贫

户形成紧密利益联结。

“云南有很多高品质特色农产品，

要让好资源变成好商品，带动更多农民

就地就近增收致富。”云南省委书记王宁

表示。

云南发展壮大高原特色农业
本报记者 朱思雄 徐元锋 张 驰

为 杭 州 亚 运 会 提 供 接 驳 服 务 的

2500 台吉利星际客车，产自四川南充；

在四川德阳，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研发

的 G50重型燃机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在四川各地，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今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

时强调，四川要进一步从全国大局把握

自身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使命，立足本地

实际，明确发展思路和主攻方向，锻长

板、补短板，努力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乡村振兴、

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四 川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记殷殷嘱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奋

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今年前三季

度，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5%。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功率半导体陶瓷基板项目投产，推

动内江市电子信息产业向中高端发展；

埃普诺年产 30 万吨硅碳负极材料项目

落户，填补内江电池负极材料产业领域

的空白……成长中的内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

“我们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同

时培育新兴产业。”内江市市长李丹说，

内江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提出

“工业倍增”计划，既突出发展“钒钛+”

等传统产业，又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等新

兴产业。

今年 6 月，四川省委全会作出深入

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决定，着力培育新动能、塑造新

优势，积极抢占未来发展主动权。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玉清

介绍，四川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

品轻纺、能源化工、先进材料、医药健康

六大优势产业实施提质倍增行动，一手

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工艺变

革、结构优化、能级提升、方式转型，努

力让老底子焕发新活力；一手抓新兴产

业培育壮大，积极投入人工智能、生物

技术、卫星网络、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

车、无人机等新赛道。

开辟新赛道、布局新材料，让自贡这

座老工业城市“老树发新芽”。自贡市航

空产业园区里，一架架可用于工业、气象

等领域的大型无人机腾空而起。自贡积

极发展无人机及通用航空产业，无人机

整机及零部件研发制造等 53 个大项目

纷纷落地，产业加速集聚，成为四川通用

航空产业发展重要聚集区。

与 此 同 时 ，自 贡 利 用 盐 卤 和 天 然

气资源富集优势，聚力打造以盐化工

为基础、氟硅材料为主线、新能源材料

与精细化工为两翼的千亿元级新材料

产业集群。

将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关键抓手，

四川各地大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布局

新领域新赛道。如今，成都新型显示、

宜宾动力电池、乐山晶硅光伏、德阳清

洁能源装备、雅安大数据产业等，已成

为四川产业新名片。

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今年 3 月，国内首台自主研制 F 级

50 兆瓦重型燃机（代号 G50）发电机组，

在广东省清远市经历“72+24”小时试运

行后，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G50 实现了重型燃机从‘0’到‘1’

的突破。”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重型燃

机装备研究所研发人员李鑫介绍，在

G50 研制过程中，公司获得授权发明专

利 136 项，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6项，

形成燃机设计/制造标准超 1000项，自主

培养燃机设计团队共 120 余人，完整掌

握了重型燃机自主设计、制造、试验全

过程的能力。

四川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

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国家级科技创新

平台已达 196 个，位居西部省份前列。

（下转第二版）

四川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本报记者 张 帆 王明峰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 视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加 强 海 洋

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绿

色发展，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建设美丽中国，为保护好

地球村作出中国贡献。”

新时代中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涌现出许

多动人故事、先进经验。在近日揭晓的 2023 年联合国“地球

卫士奖”评选中，由浙江省生态环境厅与浙江蓝景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申报的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新模式“蓝色循环”，从全

球 2500 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这一联合国环保领域最

高荣誉。

“世界各地都在努力寻找创新方法解决塑料污染问题，改

善地球环境。‘地球卫士’们正在带头推动这项工作。他们带

来了解决塑料污染的希望，并提醒我们保护自然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关负责人表示。

“蓝色循环”模式自 2020 年开始在浙江探索，通过“政府

引导+市场运作”，吸纳沿海群众参与海洋塑料废弃物收集，

联合塑料应用企业，并设立“蓝色联盟共富基金”进行价值二

次分配，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富民“双赢”。

“目前，浙江全省已有 6300 多名群众和渔民、10180 艘船

舶及 230 多家企业共同参与‘蓝色循环’模式，共收集海洋废

弃物约 10936 吨，其中塑料废弃物约 2254 吨，减少碳排放约

2930 吨，有效改善了近岸海域环境。”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郎文荣说。

以创新绿色行动防治“白色污染”、保卫蓝色海洋，“蓝色

循环”新模式，是新时代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的新实践。这一新模式是怎样运行的？破解了塑料污染治理

的哪些难点，取得了哪些初步成效？下一步怎样总结经验逐

步推广？

怎样从海洋收集到岸上？
渔民将海洋塑料废弃物及生活垃圾

带 回 港 口 集 中 处 理 ，群 众 捡 拾 海 滩 塑 料
废弃物动力提升

“起网了！”

东海浙江省温岭市海域，“浙岭渔休 00003”号渔船上，

转轮嘎嘎作响，渔网缓缓收起，温岭市石塘镇小沙头村渔民

郭文标和同伴飞快地分拣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鳗鱼、鳐鱼、螃

蟹等。

渔网里，还混杂着一些一次性塑料餐盒、塑料袋、废弃

渔网等废弃物。“这些废弃物不能扔回大海，必须带回岸上

集中处理。”在海上打了一辈子鱼、皮肤晒得黝黑的郭文标

说，“现在海里的塑料废弃物比以前少多了，海洋生态环境

在持续改善。” （下转第四版）

浙江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新模式“蓝色循环”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为 海 洋“ 减 塑 ” 助 百 姓 增 收
本报记者 刘 毅 董丝雨 刘军国

本报北京 11 月 25 日电 （记者韩

鑫）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旅客出

行量延续恢复增长态势；10 月，完成跨

区 域 人 员 流 动 量 53.4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50.2%。

交 通 运 输 经 济 运 行 总 体 平 稳 ，出

行 量 持 续 增 长 ，货 运 量 、港 口 货 物 吞

吐量也保持较快增长。 10 月，铁路客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194.1%，水 路 客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117.3%，民 航 客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252%，公路人员流动量同比增长 44%；

完 成 营 业 性 货 运 量 48.2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11.7%，其中，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

4.6%，公 路 货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12.7%，水

路 货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11.1% ，民 航 货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37.7% ；完 成 港 口 货 物 吞

吐量 14.9 亿吨、同比增长 8.1%，内、外

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7.7%和 9%，完

成集装箱吞吐量 2632 万标准箱、同比

增长 2.9%。

10 月 ，完 成 交 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3541 亿元。前 10 月，完成交通固定资

产投资 32316 亿元、同比增长 4.3%，其

中，公路水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685亿

元、同比增长 4.1%，这为确保完成全年

投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也为推动经济

运行整体好转提供了有力服务支撑。

在此基础上，一大批交通重大项目

正有序推进。综合交通枢纽方面，深入

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已累

计下达 120 亿元支持两批共 25 个枢纽

城市，推动 300 个左右货运枢纽项目和

100 余个集疏运项目建设。公路方面，

完成“十四五”规划内 204 个公路项目

（高速公路 46 个、普通公路 158 个）的审

查，国家公路省际瓶颈路段完工和在建

项目达到 43个，里程约 2170公里，占“十

四五”建设任务的 77.5%。水路方面，稳

步推进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

小洋山北侧集装箱码头工程、西部陆海

新通道（平陆）运河均已开工建设。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制图：张芳曼

交通运输经济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运行总体平稳
10月营业性货运量同比增长11.7%

新数据 新看点

本报深圳 11月 25日电 （记者沈童

睿）第二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

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办。记者从大会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22 年，人力资源服务

业为 3.1 亿人次劳动者提供就业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市场化就业和人

才服务的重要力量，主要包括招聘、培

训、测评、管理咨询、人力资源信息软件

等业态。近年来，人力资源服务业持续

健康发展，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

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行业规模持续扩大。我国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和丰富的人力资源禀赋，为人

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前

景。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共有各类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 6.3万家、从业人员 104.2万

人 、年 营 业 收 入 超 2.5 万 亿 元 ，分 别 是

2012 年的 2.2 倍、3.1 倍和 4.4 倍。数字经

济等领域催生大量人力资源服务需求，

行业发展新动能日益显现。人力资源服

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重要门类、现代

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断巩固并

持续提升。

稳就业促发展作用日益增强。2022年

全行业共举办各类招聘会 27 万场，网络

招聘发布岗位信息数亿条，培训劳动者

数千万人次。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着力

点，全行业为 5268 万家次用人单位提供

了人员招聘和管理服务，其中 40%左右

是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提质

增效，共设立固定招聘场所近 5 万个、人

力资源服务网站 2.1 万个。

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从 2010 年起，

我国共建成 26 个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2022 年，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商务部共同评审认定首批 12 家人力

资源服务出口基地，成为创新要素集聚平台。与此同时，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广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

息 技 术 ，远 程 面 试 、网 络 培 训 、灵 活 用 工 等 服 务 层 出 不

穷。人力资源服务数字化产品受到经营主体广泛认可，

全行业逐步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业
为
超
三
亿
人
次
提
供
就
业
服
务

今年 8 月，土耳其一名商人拿到了新公司的营

业执照，这是他在浙江义乌创办的第三家公司，也是

义乌诞生的第 100 万户经营主体。他坦言订单排到

过年，“今年争取早点实现产值过亿元。”作为“世界

超市”，义乌初创企业蓬勃成长，彰显各方看好中国

市场的坚定信心。

小企业折射大市场，映照出中国经济恢复向好

总体回升的态势。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

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出台政策举措，为中小企业纾困

解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1 至 8 月全国新增减

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过 1.15 万亿元，其中近 75%惠

及民营企业。政策送暖，市场回暖，中小企业信心恢

复、活力迸发，前三季度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同比增

长 11.7%，新设民营企业同比增长 15.3%。随着需求

改善，中小企业聚焦实业、大胆创新，将在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创造创业离不开中小

企业，我们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

条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释放市场潜力，把

发挥政策效力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结合起来，中小

企业必将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成效。

小企业折射大市场
向学笙

■今日谈R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九资河镇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眼下，大别山主峰脚下层林尽染，美丽

的田园风光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九资河镇每年接待游客

8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 亿元。近年来，当地发展农家乐

350 多家，带动群众就业 1.2 万多人。图为九资河镇圣人堂村

的田园景观。 方华国摄（人民视觉）

好生态带来好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