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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从青藏高原出发，穿高山、越峡谷、汇百

川 、纳 千 流 ，黄 河 在 神 州 大 地 奔 腾 5400 余 公

里，哺育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滋养了辉煌

灿烂的中华文明。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牵 挂 着 这 条 中 华 民 族 的

母亲河，党的十八大以来，踏遍黄河上中下游

9 省区，目光所及、驻足所思，尽是对母亲河未

来的深谋远虑。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九曲黄河激荡起更

为雄浑的新时代交响。

大河之治——

“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
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2019 年 9 月 17 日，河南郑州，黄河博物馆

“千秋治河”展厅。

在一幅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前，习近平

总书记久久凝视。

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纵横 25 万

平方公里，摇摆不定的流线如厉鞭抽向大地，

给百姓带来苦难。

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也

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忧患河。

曾几何时，黄河“多淤、多决、多徙”“三年

两 决 口 、百 年 一 改 道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的

2500多年间，下游共决溢 1500多次，改道 26次。

“黄河宁，天下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

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思接

千载，总书记深刻思考着治黄与治国的关系。

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祈愿着黄河安澜。新

中国成立后，历史将治黄重任交到中国共产党

人手中。据统计，新中国成立至今，黄河实现

70 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24 年不断流，先后抵

御 12 次大洪水，创造“地上悬河”治理奇迹。

“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

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现黄河治理

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黄

河三年两决口的惨痛状况。”习近平总书记说。

来到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习近平总书记

沿黄河岸边步行察看周边环境。

凭 栏 远 眺 ，眼 前 天 高 水 阔 ，林 密 鸟 翔 。

总书记心中，谋划着黄河安澜的宏伟蓝图。

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深知治水之重、之难，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我们五千多年中华

文明史中，一些地方几度繁华、几度衰落。历

史上很多兴和衰都是连着发生的。要想国泰

民安、岁稔年丰，必须善于治水。”

黄河，无疑是治水的重中之重。

“国庆前夕大家都很忙。再忙，黄河问题还

是要安排时间认真研究一下，党中央对这个问

题高度重视。”第二日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

“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保护黄河是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

计。”总书记的一番话，道尽黄河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

大意义。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

结所在。”“尽管黄河多年没出大的问题，但黄河水害隐患还像

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带着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黄河

一线考察汛情。

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2021年 10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彼时，黄河秋汛洪水已经退回主河槽，但从主河

槽到码头绿化带 10 多米的“过界”痕迹依旧清晰可见。

刚一下车，总书记便问询前段时间水位最高时的水边线

在哪里。

“这就是 10 月 8 日漫滩时的水边线。”在

码头上，黄河河口管理局负责人手持展板，向

总书记一一汇报。

码 头 风 高 浪 急 ，总 书 记 伸 手 帮 助 扶 着

晃动的展板，仔细察看，不时插话提问。

当听到黄河秋汛虽然“有惊有险”，但没有

出现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总书记点头肯定。

“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

了，我心里也踏实了。”习近平总书记说。

两 天 后 的 座 谈 会 上 ，总 书 记 再 向 负 责

治 黄的同志们谈及大河之治的初心使命：把

黄河的事情办好，“这也是毛主席当年的夙

愿”，“如今我们接着做起来了”。

“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坚

持问题导向，再接再厉，坚定不移做好各项工

作。”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

黄河下游有着广阔的“滩区”。主河槽与

防汛大堤之间的滩区，是黄河行洪、滞洪、沉

沙的重要区域，也是滩区人民生活生产之所。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就关心黄河滩区迁建

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是一件了不起的

事情。”在山东东营垦利区杨庙社区，总书记

见到了他一直牵挂着的黄河滩区群众。

“三年攒钱、三年筑台、三年盖房、三年还

账”，曾是滩区群众住房难的真实写照。如今

在杨庙社区，排排楼房与条条公路整齐交织，

现代化的便民服务设施齐全，印证昔日“穷窝

窝”的翻天巨变。

黄河大坝上，听历史，看变迁；老年人餐

厅里，掀锅盖，话家常；居民家中，问变化，听

民声……一路边走边看边问，总书记心里的

一块石头落了地，“看到你们安居乐业，我感

到很欣慰。”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看有

哪些事要办好、哪些事必须加快步伐办好，治

理好黄河就是其中的一件大事。”

这是党对人民的承诺，也是领袖深厚的

为民情怀。

2022年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

贺词。他说：“近年来，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

游 9 省区。无论是黄河长江‘母亲河’，还是碧

波荡漾的青海湖、逶迤磅礴的雅鲁藏布江；无

论是南水北调的世纪工程，还是塞罕坝林场

的‘绿色地图’；无论是云南大象北上南归，还

是藏羚羊繁衍迁徙……这些都昭示着，人不

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温暖的话语充满力量，振奋人心。

大河之美——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
推进大治理”

“我曾经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今 天 我 要 说 ，黄 河 一 直 以 来 也 是 体 弱 多 病 ，

水 患频繁。”对母亲河的“健康”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牵肠挂肚。

黄河之病，既有先天不足的客观制约，也有后天失养的人

为因素——

全国主要流域中，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占流域土地面

积比例最大；上中下游生态易退化，恢复难度极大且过程缓

慢；部分地区污染排放强度较高。

生态问题，考验历史眼光。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定下

调子——“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整体把脉、系统开方。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总书记

要求把黄河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谋划：上游以提高水源

涵养能力为主；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要

注重保护湿地生态系统，提高生物多样性。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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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26 日电 （记者王

珂）记者近日从商务部获悉：10 月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6%，增速比 9 月加快 2.1 个百分点，连

续 3 个月回升；1 至 10 月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累 计 38.54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9%，消费持续恢复提升。

商品消费增速加快。10 月，商品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6.5%，增 速 比 9 月 加 快

1.9 个百分点。户外运动、新型电子产

品、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

品增势较好。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

用品、通信器材、汽车、家电零售额同比

分别增长 25.7%、14.6%、11.4%和 9.6%，

比 9 月分别加快 15.0、14.2、8.6 和 11.9 个

百 分 点 。 新 能 源 汽 车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33.5%，占新车销量比重达 33.5%。

服务消费较快增长。1 至 10 月，服

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19.0%。在节日效应

等因素带动下，住宿餐饮、文化旅游、

交 通出行等服务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10 月 ，餐 饮 收 入 48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1%；电影票房收入超 36 亿元，同比增

长约七成。

网上零售增势较好。1 至 10 月，网

上零售额 1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0.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8.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达 26.7%。

实体零售持续恢复。1至 10月，限额

以上实体店零售额同比增长 4.3%，增速

比 1 至 9 月加快 0.3 个百分点。其中，便

利店、百货店、专业店、品牌专卖店零售

额同比分别增长 7.3%、7.2%、4.7%、3.6%。

城乡消费稳步增长。10 月，城镇消

费品零售额 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854 亿元，同比增

长 8.9%。1 至 10 月，城镇、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分别为 33.39 万亿元和 5.16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6.8%和 7.6%。

数据来源：商务部

制图：蔡华伟

前 10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6.9%
消费持续恢复提升

新数据 新看点

本报昆明 11月 26日电 （记者

叶传增、张驰）11 月 26 日，云南丽江

至香格里拉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至

此 ，云 南 迪 庆 藏 族 自 治 州 结 束 了

不通铁路的历史。

丽香铁路起自丽江市玉龙纳西

族自治县丽江站，接入迪庆藏族自

治州香格里拉市香格里拉站，设计

时速 140公里，全长 139公里，为国家

Ⅰ级单线电气化铁路。开通后，昆明、

丽江至香格里拉，最快分别 4 小时

30 分、1 小时 18 分可达。

丽香铁路自 2014 年开工建设

以来，2 万多名建设者历时 9 年架设

34 座桥梁、建成 20 座隧道，攻克多

项地质难题，为我国高原铁路建设

积累了宝贵经验。

丽香铁路开通运营，将有力提

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助力沿线地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图为列车行驶在丽香铁路金沙

江特大桥上。陈 畅摄（人民视觉）

丽香铁路
开通运营

“土豆选美师”“土豆经纪人”……

近年来，湖北恩施产的小土豆深受消费

者喜爱，产业链发展也蒸蒸日上，种土

豆、收土豆、拣土豆的人们都能从中获

益。小土豆带火了乡村游，“长”出来新

职 业 ，为 乡 亲 们 带 来 实 打 实 的 经 济

效益。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从无人

机驾驶员到数据库运行管理员，从民宿

管家到乡村规划师，随着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深入实施，新产业新动能持续增

长，新岗位新职业不断涌现，为稳就业

提供了新的增长点。自 2019 年以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发

布 了 5 批 新 职 业 ，同 时 组 织 修 订 颁 布

2022 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净增新职

业 158 个，新职业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

持续增加。这是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

产业升级的结果，也是追求美好生活、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经济

增长的就业带动力，不断促进就业量的

扩大和质的提升。”全面落实就业优先

政策，把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

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就要把握好新一轮

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带来的机遇，在

开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中拓展就业新

空间。创新思路、因势利导，不断涌现

的新职业必将为人尽其才提供新舞台，

为高质量发展添加新动力。

新职业激发新活力
常 钦

■今日谈R

导读

政策解读

规 范 实 施 政 府 和
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

第二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合科技创

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广东深圳市坚定不移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

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

全球每 7 台智能手机中就有 1 台是

深圳制造，通信基站产量占全球一半，

生命信息与支持医疗器械产量占全球

两 成 ，消 费 级 无 人 机 产 量 占 全 球 七

成 ……深圳正加速建设具有全球重要

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超宽温域磷

酸铁锂电池，在零下 30 摄氏度能充电

91%，在零下 70 摄氏度也能正常使用。”

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

进储能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唐永炳一边

展示一边介绍，“这项成果源自一家新

能源汽车企业提出的课题，旨在解决电

动汽车冬季续航缩水和低温启动困难

问题。”

产业出题、科研答题，已成为深圳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的重要手段。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张林表示，深圳聚焦企

业“想做而做不了”的攻关任务，大力支

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

游深度合作，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

联合体，并建立“揭榜挂帅”项目遴选制

度等机制，加快在关键技术方面突破

难题。

面向产业发展的联合攻关已成常

态。不久前，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与深圳皓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组成的

联合研发团队，成功研制出最高频血管

内超声成像系统。目前，该院与招商局

集团、华为公司、联影医疗、商汤科技等

企业累计共建 231 个联合实验室，签约

近 1200 个横向项目。

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深圳着力

提升基础研究策源能力，坚持不低于

30%的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投向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目前，深圳各级各

类创新载体达 3600 多家，包括 1 家国家

实验室、13 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 家国

家级创新中心，以及鹏城云脑、国家超

算深圳中心二期、脑解析与脑模拟等一

批大科学装置。

11 月 24 日，比亚迪第 600 万辆新能

源 汽 车 下 线 。 从“ 第 500 万 辆 ”到“ 第

600 万辆”，仅用了 3 个多月。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成为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引 擎 。 深 圳 已 基 本 形 成 从 正 负 极 材

料、电解液、电池隔膜到动力电池成品

制造，从新能源汽车的电机、电控、电

动总成、配套充电设施到整车制造，集

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

集群。

下好产业部署“先手棋”，深圳将培

育新产业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

主阵地，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

来产业集群：集成电路方面，开展全链

条技术攻关和全品类制造；智能网联汽

车方面，规划布局“新一代世界一流汽

车城”；新型储能方面，全力打造世界一

流新型储能产业中心……

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是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深圳市人民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处处长欧阳仁

堂介绍，深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呈现出“6 个 90%”：90%以上的创新

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

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

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

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

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

来源于龙头企业。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中国

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深圳云

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新一

代人工智能芯片成为关注焦点。“我们

正在和多家企业开展合作，共同推进

国 产 芯 片 生 态 在 各 行 业 和 场 景 的 应

用。”云天励飞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

宁说。

科研与产业之“手”越握越紧，发展

新动能持续增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

市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10393.67 亿元，同比增长 8.3%，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42.5%。

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 下好产业部署“先手棋”

深圳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本报记者 胡 健 程远州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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