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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地处甘肃甘南藏区
的扎尕那雨后出现云雾缭绕的
景观。蒙蒙的秋雨、环绕的层
层白雾，为这一“世外桃源”
平添了几分秋韵。

扎尕那是藏语，意为“石
匣子”，曾获评“2017 亚洲最
佳旅行目的地”。

张小军摄
（图片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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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
前，有关权
威部门对全
国城市竞争
力 进 行 排
名，深圳又
一次名列第

一。从城市创新能力的国际比较看，
深圳已经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创新
型 城 市 。 根 据 国 际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WIPO） 统计显示，截至 2016 年底，
深圳累计获得 169347 件专利合作协定

（PCT） 专利。在全球创新能力活跃的
城市当中，深圳领先美国硅谷、韩国
首尔、法国巴黎、美国纽约、英国伦
敦、德国法兰克福。

从驱动创新的动力看，深圳的创
新驱动力主要来自企业。在深圳，企
业成为推动区域创新的主体：90%以上
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研究
开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
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
利来源于企业。企业主动追求创新并
且在创新上有所突破，从企业内部理
顺了创新投入与创新应用转化之间的
关系，功能化、机制化地解决了创新的
体制性机制性障碍问题，显示了改革开
放先行地区企业与市场的活力。

从创新与发展的关联度看，深圳
的创新与发展紧密关联。以华为、中
兴通讯等拥有大量创新成果的企业为
代表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也是深圳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基石。近年来，深圳创新能力增长最
快的产业如新材料、生物医药、无人
机、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成为产
业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

深圳已经走向创新与发展之间的
路径依赖与良性循环，并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从全球“跟跑”到全球“领
跑”的角色转变。学术界曾有观点认
为，中国只能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业，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种西方
主导的理论话语权，需要重新加以改
写。深圳的创新经验表明，假如发展
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人员在智力
上不存在比较优势的差距，其他诸如
资本投入、技术人员数量、研发基础
设施、人力资源教育培养等差距可以
通过增加供给来弥补的话，那么就不
应该存在发展中国家跨越式发展的产
业与创新障碍。

既然存在竞争规则和优胜劣汰，
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以市场规模、资
源动员、学习效应建立起自己独特的
竞争优势以实现跨越式创新，进而实
现产业与经济赶超，从而建立起对发
达国家的竞争优势，而并不必亦步亦
趋地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自己，把自己教条地置于全球竞
争的“劣势”位置。

但深圳毕竟还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在国内外城市竞争
的轨道上，深圳要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城市，
还应该弥补作为一个年轻城市的种种不足，在追求新跨
界、实现新精致和树立新权威方面持续努力，并不断开发
新市场。

在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高原南
缘，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贫
困小县——尚义县。它是国家级扶贫
开发重点县，贫困发生率一度达到
17.6%。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尚义县以产业扶贫为抓手，在新型能
源、现代农业、生态旅游三大主导产
业的引领下，构筑产业发展新格局，
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建立多方共赢
的利益联结机制，为贫困群众精准脱
贫、稳定脱贫找准了“门道”。

精准扶贫，产业是“根”。产业扶
贫必须因地制宜，不能脱离地方发展
实际，否则就会导致产业发展和脱贫
攻坚“两张皮”。尚义县依托三大主导
产业，分区域精选富民产业，培强

“造血功能”。
例如，县域北部盘活劣质土地资

源，在盐碱地上种出“脱贫果”。尚义
县充分利用现有的退耕还林地、盐碱
滩地等土地资源，在北部乡镇重点发
展枸杞产业，今年种植的2万亩枸杞可
实现 1.3 亿元产值，户均增收 1 万余
元。县域中部集约优质耕地资源，让
现代农业成为“致富树”。作为京津冀
重要的绿色蔬菜供应基地，尚义县走
出园区化发展、精深加工之路，并在
北京设立蔬菜直销点6个，每年可向北
京超市供应蔬菜1.5亿公斤，带动13个
贫困村 3216 户贫困户脱贫。县域南部
挖掘丰富的山川资源，让特色品类成
为“聚宝盆”。河蟹养殖在这里成为新
型富民产业，目前已建成河蟹养殖塘
48 个，辐射 1107 户贫困户、2754 名贫

困人口。
有了好的产业还要有好的模式和

机制，才能把贫困群众吸附到产业链
上，实现稳定增收。尚义县通过政府
引导、合同约定、股份合作、政策支
持等方式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与贫困
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

尚义县推行“龙头企业+基地+贫
困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贫困
户”“企业+金融机构+合作社+贫困
户”等模式，让条件差、能力弱的贫

困户利用自身资产资源入股合作社、
龙头企业，分红收租，破解增收难
题。同时，尚义县集中捆绑扶贫资
金，组织贫困户以股份制形式参与扶
贫项目建设，创新资产收益入股分红
模式。例如，八道沟镇赛尔台村122户
贫困户以扶贫资金入股，建设 20 孔马
铃薯储藏窖，对外租赁使用，农户年
均分红1000多元。

另外，利用“草原天路”区位优
势，尚义县在南壕堑镇十三号村成立

了全市首家农宅合作社，发展以窑洞
主题酒店为主的特色乡村旅游，实现
了全村 2400 户贫困户、4500 名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加强劳务协作也是实现
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尚义县与中铁
建等京津冀多家企业达成意向劳务输
出对接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劳务合作关
系，为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服务。

除此之外，尚义县还积极整合各
方面资源，“内外兼修”，挖掘潜力，
打出产业扶贫组合拳。首先，完善工
作机制。全县实行县级领导包乡联
村、县直部门定点帮扶、工作队驻村
帮扶“三力合一”工作机制，把精准
扶贫措施落实到村、落实到户；与对
口帮扶单位北京昌平区、定点帮扶单
位中铁十四局等密切配合，在资金、产
业、劳务、培训方面进行“实打实帮扶”。

其次，加大资金投入。年内县财
政安排扶贫资金764万元，整合涉农资
金 1.06 亿元，向国开行申请贫困村基
础设施贷款 2.9亿元；县政府注资 5000
万元，组建县级扶贫贷款担保中心，
设立旅游发展资金 2000 万元、特色产
业发展资金 2000 万元，利用扶贫资金
600万元作为风险补偿资金，撬动银行
贷款3600万元，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

再次，开发人力资本。尚义县加
强产业技能培训，以个别带整体，优
先扶持有强烈脱贫愿望和具备一定劳
动技能的贫困户；培养本土技术人才
力量，通过互联网构建农资产品电子
交易平台，发展订单农业，帮助农民
解决农副产品销售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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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幅名家巨绘重现北京历史历史
本报记者 赵鹏飞文/图

甘南藏区

秋意初现

只需参加一个展览就可尽揽800年京华烟云。近日，由北京市文史研究馆

主办、历时5年创作完成的“北京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首批成果在中国美

术馆亮相。此次展览共展出大型绘画作品19幅，包括10幅大型人物画、8幅

大型山水画和1幅大型风俗画，全面、真实、精彩地重现了北京历史，引来不

少民众踊跃参展。

9 月 1 日，记者来到中国美术馆主楼展厅，一幅长 17.3
米、宽3米的巨幅画作《换了人间》首先映入眼帘，吸引了不
少人驻足欣赏。“这幅画作以新中国定都北京为主题，深入、
细腻、真实地刻画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63位各党派
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风采，体现了新建立的人民政
权的勃勃生机，展示出领袖群体背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
史。”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

除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此
次展览以“北京史诗”为主题，通过金、元、明、清和新中国等
10个重大历史事件，再现宏大历史场景，为民众呈现了共计
10 幅大型人物画。此外，8 幅大型山水画的主题为“北京神
韵”，着眼于春夏秋冬四季和东南西北四方，展现北京独特的
区位特征。独立成篇的大型风俗画《清末民初北京万象图》，则
以全景视角俯瞰巨变中的古城，展现北京城自古以来的繁华。

“历史上，对北京多有辞赋赞颂，少有图绘纪盛。”北京
市文史研究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和历史
文化名城，有着长达 3000 年的建城史和 860 多年的建都史，
历史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有鉴于此，北京市文史研究馆 2011
年以来组织文史专家和书画名家合作，历时5年多，开展了北
京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据介绍，担负创作任务的主创画家有多届全国美展金奖
得主，也有著名艺术研究机构的掌门人，大多是当代中国画
的重要代表人物。参加创作工程的文史专家也都是大家名
家，包括戴逸、张海鹏、王岗、吴建雍等。

“历史画的创作价值与内涵要深入探究才能形成。”《换了人
间》主创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画家赵建成认为，历史
画创作就是“用艺术为历史留下视觉的记忆”，历史画创作者应
当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原则性，应当秉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
进行创作。而对历史负责，首先就是要保持历史的真实与客观。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展出作品所选取的
都是北京历史发展的主要节点、重大事件。为了真实地还原历
史，这些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涉及史实、重要人物、所处场所
以及服饰、兵器、辎重、马车等，均经过众多文史专家和主创画
家的反复考证，力求准确地还原历史、记录历史。

“这次艺术创作被当作一个文化工程，为的是对历史负责。”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郑山麓介绍说，从采风开始，文史专家、
地质专家等就和画家一起行动，每到一个地方，这些专家学者可
能随口在其专业的基础上讲出这个地方的现状、历史与背景。这
就使得这种采风要比画家自己单独行动收获大很多。当小稿出来
后，专家们又会研讨，可能有些地方与画家有冲突，但冲突的地
方恰恰可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地方。

“这种合作创作的方式很特别。画家要先听课，然后在这个
基础上再去尝试稿艺术创作。专门请一批学者来为画画进行跨界
学术服务，这种做法古往今来恐怕也少见。”北京市文史研究馆
馆员韩朴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有分工、有合作。分工就是文
史专家做文史专家的事，弥补画家的不足，但是也并不企图让画
家变成文史专家。而画家则从文史专家这里汲取了大量相关文史
知识，让画作变得更加充实、效果变得更加理想。

在诸多震撼之作中，长14米、宽3.5米的《清末民初北
京万象图》 引起了不少人驻足。该作品完整地展示了清末
民初北京城包括四角楼的上九下七的十六座瓮城之全貌。

“真是大手笔啊，用鸿篇巨制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今年
60多岁的李大爷是老北京人，家住琉璃厂附近，观展后忍
不住连连赞叹起来，“你看，这画上面每座城楼、每个城门
甚至每条街道的场景都很逼真，活灵活现。真了不起，也
很不容易啊！”

参与该作品创作的画家何鸿表示，该作品从收集整理
材料、小稿创作到形成最终作品历经3年时间。在创作小稿
时，每天都画得眼冒金星。“要在纸面呈现密密麻麻的建筑
和人物，每次都得把铅笔削得特别尖，画不了几下又得重
新削。”他称，画中人物的表达主要来自主创画家汪光华的
灵感，“画中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都有着不同的故事。有人
问这幅画上到底画了多少人，我本来想帮汪老师数一下，
可真的太多了，根本数不过来。”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用“波澜壮阔、气势恢弘”八
个字概括了此次展览。他说，此次北京重大历史题材创
作，画面宏大，特别是在人物的刻画和笔墨上，既有古法
和传统的传承，又有新的发展。

据了解，此次展览是北京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第一期成果的集中展示，而第二期创作工作也已启动。届
时，北京的历史将继续往前追溯，从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
起笔，“画说”北京建城史。

图为河北省尚义县七甲村蔬菜种植合作社社员在收获生菜。
杨世尧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