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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车！”2月8日上午，三一重工集团全面开
工，总价值达 2.3 亿元，首批 300 台三一泵车、车
载泵、搅拌车等身披大红花，从湖南长沙、邵阳的
厂区发车奔向全国，打响新春好彩头。

“今年，我们的电动车销售开局很好，2月
订单较去年同期提升 118%。”三一专汽代总经
理曹特说。

人勤春来早，节后开工忙。
记者了解到，春节假期刚结束，各地企业

开足马力赶订单、促生产、忙招工，不少企业
更是被订单追着跑。

分秒必争——

各行各业加速跑

2月8日，广东省广州开发区，由宋尔卫院
士团队发起成立的广州市载之湾区医学研究院
签约落户。

“广州开发区以高水平科研中心为龙头，配
以良好的产业政策，吸引了数千家生物医药企
业，形成了良好的生物医药领域创业生态。”宋
尔卫院士说，研究院落户生物岛后，将聚焦肿
瘤生态与免疫治疗，建成集恶性肿瘤诊断产

品、大分子和小分子靶向性药物等于一体的产
学研交互、多学科融合研发平台。

当天，广州开发区举办第一季度重大产业
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活动，吹响开年冲锋号，现
场49个项目签约，48个产业项目集中动工，12
个电力设施项目动工。109个项目涵盖了新一代
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
料、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现代
农业、电力配套等多个领域。

企业开工忙，跑出加速度。
在河北，雄安新区今年首批43个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达601亿元；在陕西，963个省市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项目主要涉及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
重点产业链发展、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在河南，
济郑高铁濮阳至郑州段开始联调联试，开通后郑
州到濮阳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内……

举措贴心——

服务保障再升级

为实现经济发展“开门红”，各地持续输送
“政策红利”，全方位、多层次为企业纾难解困。

2月7日，一通银行来电令浙江杭州紫来测

控技术有限公司合伙人闫树军欣喜不已——企
业通过数据质押申请的 200 万元贷款，顺利得
到批复。

紫来测控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
企业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在研发上，若要进一步
拓展市场，急需授信。了解到企业所需后，杭
州高新区 （滨江） 市场监管局派出专业团队，
助力企业开展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并牵线
银行及担保公司。

事实上，这也是高新区 （滨江） 市场监管
局送出的首个“虎年礼包”。今年春节前，为精
准识别企业需求，高新区 （滨江） 市场监管局
发布了“上马提需求”“马上解困难”、开放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等线上线下支持政策，最大限
度为企业做好服务。

与此同时，福建福州也出台相关政策，推
出形式多样的“开门红包”，内容主要包含鼓励
企业增产增效、实施短周期电力直接交易、深
化福州优品直销节等。

如火如荼——

用工需求迎“高峰”

随着企业陆续开工，招聘市场也热了起来。
“您好，想了解什么，可以坐下来聊一

下。”2月 8日上午，在山东济南历城区 2022年
春风行动招聘会现场，45家企业带来1100多个
岗位需求，覆盖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人
力资源服务业等30多个行业。

“我们落户济南的几乎都是全产业链的核心
环节，今年下半年，3 条生产线将陆续投产，
用工需求面临较大缺口。”比亚迪汽车人资负责
人宋瑞对记者说，“今天的招聘成果非常理想，
有上百人来我们展位咨询，感谢人社部门为我
们企业和求职者搭建的就业平台。”

春节后，湖北武汉各企业迎来用工需求
“小高峰”。湖北纳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招聘负
责人陈晓莲表示，“企业订单的增长带动了用人
岗位的增添。”

在江苏无锡，2 月 9 日，无锡市人才服务中
心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和线上就业相关工作的
同时，举办了 2022 年首场现场招聘会，现场共
有约50家企业参会，提供就业岗位1700多个。

这两天，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内，
各项冰雪赛事正在激烈进行。赛场
外，冬奥会文创产品备受追捧，滑雪
场和溜冰场里挤满了冰雪体验者、冰
雪旅游成新潮流……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乘着北
京冬奥会的东风，大众对冰雪运动的
热情高涨，各地化冰雪资源为冰雪文
化、冰雪经济，让“冷资源”热了起
来，中国冰雪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冰雪运动成新风尚

“没想到滑雪这么刺激好玩儿！”
这个春节，以前从未接触冰雪运动的
湖北小伙张威，和朋友相约神农架国
际滑雪场滑雪。他说，随着北京冬奥
会的举办，冰雪运动成了新风尚。在
他的朋友圈里，攀冰、冰壶、雪上极
限运动等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和小张一样，今年，不少人选择
“冰上过年”“雪上过年”。在北京什刹
海冰场，人们或脚踩冰刀，或驰骋冰车，
享受着冰雪运动的乐趣；在宁夏银川
阅海滑雪场，不少人身着专业装备，

在雪道上体会风驰电掣的快感……冰
雪运动成了虎年春节最时尚的“庆祝
方式”之一。

冰雪运动“热”起来，冰雪场馆经
营者感受最深。在北京朝阳区的陈露
国际冰上中心，每日花滑和冰球课表
从早到晚排得满满当当。“2017年开
始营业时，我们只有1支冰球队，如
今增加到8支，经常来训练的学员有
220位。”总经理杨一玮说。

国 家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 ， 截 至
2021 年 10 月，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
数达 3.46 亿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目标已经实现。

文旅产品备受青睐

冰雪运动火热，相关文旅产品的
消费也在迅速增长。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后，运动员同
款羽绒服销量大幅提升；北京冬奥会
吉祥物“冰墩墩”也很快售罄，一

“墩”难求。在新疆阿勒泰，游客踩
着“毛皮滑雪板”出行，让滑雪与民
俗风情形成融合；在内蒙古响沙湾滑

雪场，雪友抬头就能看到沙漠，有着
别样的体验……

旅游出行平台大数据显示，去年
12 月以来，全国滑雪场门票预订量
同比去年增长 86%，冰刀鞋、滑雪
服、滑雪板成为热销的“新年货”。
特别是今年春节期间，冰雪运动器材
及装备成交额均有一到三倍的增长，
冰雪运动游、冰雪民俗游、冰雪康养
游、室内冰雪游等多类型产品，正快
速带火冬季旅游市场。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
从全国范围看，东西南北、一年四季、
全面开花的“冰雪经济”新格局已经成
型，未来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多。《中国
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2）》预计，2021
年至2022年冰雪季，中国冰雪休闲旅
游收入有望超过3200亿元。

冰雪产业前景广阔

一张滑雪票指向一个消费市场，一
套冰球装备蕴藏一条产业链条，一个冰
雪小镇映照一种发展模式。

2015年申冬奥成功以来，“不出

山海关”的冰雪运动，大踏步“南展
西扩东进”，实现全国覆盖、四季运
营。截至2021年年初，全国已有654
块标准冰场、803个滑雪场，较冬奥
申办成功的 2015 年增幅达 317%和
41%。中国已初步形成以冰雪场地设
施建设运营为基础，冰雪大众休闲健
身和竞赛表演为核心，以冰雪体育旅
游为带动，冰雪装备制造为支撑的冰
雪产业体系。

《2021 年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
报告》显示，2015年到2020年，中国冰
雪产业总规模从 2700 亿元增长到
6000亿元。到2025年，中国冰雪产业
总规模期望达到万亿元规模，冰雪产
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王雪莉表示，2022 年北京冬奥
会的筹办，为中国冰雪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中国冰雪产业
发展正经历从“1”到“N”，从基础设施
完善到产品服务升级，从增加消费者
数量到提升消费水平和消费体验，从
产业链完善到产业价值链实现积极向
好发展的过程。

开年就开跑，各地争创虎年“开门红”
本报记者 叶晓楠 刘乐艺

2月 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 2022年广
西春茶节暨三江早春茶开采仪式。图为三江县的侗族姑娘在采摘春茶。

吴练勋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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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资源”成为“热经济”

冬奥会带火中国冰雪产业
本报记者 叶 子

本报乌鲁木齐2月 9日电 （记
者胡仁巴） 2 月 9 日 14 时 57 分许，
满载着 1980 吨纤维板的 X41152 次
货物列车从南疆铁路叶城站缓缓驶
出，将经由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
境，预计15天左右抵达塔吉克斯坦
斯比达明。这是首趟南疆至塔吉克
斯坦跨境班列，它的顺利开行将加
速南疆地区的核桃、服装、加工品
等特色产品走出国门，年底预计完
成外贸出口额2000万美元。

随着新疆经济形势持续向好、
企业出口需求旺盛，新疆铁路部门
正与地方政府、企业密切合作，在

加强运输设施建设，提升装卸和运
输组织能力，强化运力运能保障等
方面持续向南疆倾斜，大力推进物
流基地建设，加强同上下游企业的
协调沟通，探索采用本地报关、公
铁联运、跨境电商等多种模式，不
断延伸开行跨境班列运输新线路。
截至目前，南疆地区已开通阿克苏
至俄罗斯莫斯科、喀什至乌兹别克
斯坦塔什干、库尔勒至波兰等中欧

（中亚） 班列线路9条，累计开行班
列31列，为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伍岳） 针对美方日前否认“星链”卫
星两次危及中国空间站安全一事，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相关避碰事件中，中国在
轨航天员面临着现实、紧迫的安全威
胁，美方推卸责任、转移视线，并非航
天大国应有的负责任态度。

据报道，美方在 1 月 28 日发给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的照会
中，否认了中国关于“星链”卫星
两次危及中国空间站的说法，称

“星链”卫星的活动没有达到既定的
紧急碰撞标准的门槛，因此在任何
一种情况下都不需要紧急通知。美
方照会还称，中方在给联合国发出
照会之前，并没有联系美方有关部
门并表达有关“星链”卫星带来危
险的担忧。

赵立坚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
中方向联合国通报“星链”卫星危险
接近中国空间站、威胁在轨航天员安
全的有关情况，是履行《外空条约》第
五条规定的国际义务。“相关避碰事
件中，美国‘星链’卫星均处于连续轨
道机动状态，机动策略和意图不明。

中国在轨航天员面临着现实、紧迫的
安全威胁。中方不得不采取预防性
碰撞规避控制。”

赵立坚说，避碰事件发生后，
中方主管部门多次尝试邮件联系美
方，但均未收到回复。“如今，美方
却以所谓‘紧急碰撞标准下限’推
卸责任、转移视线，这并非一个航
天大国应有的负责任态度。更何
况，美方也无权单方面设定一个

‘紧急碰撞标准下限’。”
赵立坚表示，《外空条约》第九

条规定，各缔约国探索和利用外空
应以合作和互助为原则；缔约国在
外空的一切活动，都应妥善照顾其
他缔约国的同等利益。

“中方已将空间站有关信息在联
合国登记，并在网站发布中国空间
站轨道根数。从维护中国航天员和
空间站安全出发，中方愿同美方建
立长效沟通机制，希望美方采取切
实措施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中
方也希望各国共同尊重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外空国际体系，一道维护在
轨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和空间设施的
安全稳定运行。”他说。

新疆首开南疆至塔吉克斯坦班列

美方否认“星链”卫星危及中国空间站安全

外交部：非航天大国应有态度

（上接第一版）
“这套智能灌溉设备是县里免费给安装的。”梅发德乐呵呵地说，“政府

还每年给基地补贴200吨有机肥，派技术员现场指导石榴种植哩。”
聊到基地经营状况，梅发德连说几个“可不赖”。一年下来，他的基地

能挣100多万元。站在石榴树下，他向记者盘算新的一年：等石榴发芽了，
开花了，鲜红的果实压满枝头……“肯定又是一个好年景！”

“丹江水清不清，就看淅川山绿不绿”

淅川当地有句话：“丹江水清不清，就看淅川山绿不绿。”可淅川偏偏很多
山上不长树，全县荒山石漠化面积曾达到 125万亩，其中 55万亩是重度石漠
化，且集中在丹江口水库周围。荒山容易导致水土流失，威胁着水库水质。

淅川县想方设法创新造林机制，采取市场化运作、合同化造林模式，
与企业和造林大户签订造林合同，按成活率兑付造林资金，大大提高了造
林成活率。

在大石桥乡采访时，记者沿丹江口水库向北走，满眼苍翠。松柏从山
脚延伸至山顶，在石缝间顽强挺立。这些松柏，不少是造林大户石俊侠的

“娃儿”。他常说：“养棵树，跟养个娃儿一样。”
从2013年起，石俊侠带着村民们在石头山上造林。山上没土，他们肩

挑手抬，把土一袋袋搬运上去；山上没水，他们一壶壶提来水，还发明了
“酒瓶滴灌法”——把几万个装满水的啤酒瓶倒插在树根部，让水慢慢渗进
土壤。镐、锨不知用坏了多少把，鞋也不知磨破了多少双。

正是因为有众多“石俊侠们”，近年来，淅川每年新造林面积10万亩以
上。现在，全县森林覆盖率45%以上，53.2万亩荒山重披绿装。

山青了、水绿了，淅川人守山守水，但不守穷。石头山上能种松柏，
也能种出“金果子”。

在马蹬镇白渡村，有人愣是在石头山的坡间地里，种活了一大片冬
桃。碰到记者时，冬桃种植大户吴红明满脸喜气。原来，他种的冬桃一把
卖了30万元。

“在石头山上种桃可不是吹的。荒山没路，得先用挖掘机开路，然后背
土、背苗上去。”吴红明说。

“上山种桃这么难，为啥不换个地方？”记者问。
吴红明一昂头：“哪儿都没这儿好！丹江水浇灌过的冬桃，个儿大、味

儿正、卖相好哩！”
库区百姓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生态好了，日子也就好了。到去年

底，淅川县已培育森林乡村20个、乡村旅游示范村36个，1.1万多户群众吃
上“生态饭”。

当地村民说：“山有多绿，水就有多清。”经过淅川人不懈努力，丹江
口水库各水质断面监测结果均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Ⅱ类标准，水质稳定达标
且持续向好。新春之际，记者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陶岔渠首极目远望，只
见水面澄净，宛如一块晶莹剔透的碧玉，滋养着库区千家万户。

近日，历经 3 年多
紧张施工，由中国企业
承建的塞内加尔方久尼
大桥正式开通。这座塞
内加尔最长桥梁，让当
地“过河难”成为历史。

该项目是“塞内加
尔振兴计划”优先重大
项目之一，也是中方积
极落实中非“十大合作
计划”的具体体现。

图为方久尼大桥。
新华社记者
王子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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