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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河北省唐山市古
冶区一处经过生态修复的
矿山。河北省唐山市古冶
区是个有 100 多年采矿历
史的老工矿区，开采煤炭
等 资 源 造 成 大 量 山 体 裸
露。近年来，古冶区着力
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化共
同参与的生态治理修复长
效机制，针对矿山生产中
产生的“白茬山”，引导矿
山企业运用矿山修复技术
手段分项目、分步骤进行
生 态 修 复 ，恢 复 地 表 植
被。目前，古冶区修复“白
茬山”500 余万平方米，完
成采煤塌陷及工矿废弃地
复垦 4000 余亩，让昔日荒
山废地重现绿意生机。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矿山复绿展新颜

在浙江省仙居县广度乡西角村，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吴良欢（中）在省
级科研试验田里指导农户进行水稻种植。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 李思远 田中全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万里
长江出三峡，最后一处关口是荆门和
虎牙两山。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就坐
落虎牙山之下。

凭借独特区位和便利水运，从20
世纪80年代，化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
在猇亭落地。猇亭一跃成为长江沿线
有名的化工重镇。

“化工业高度发达，沿江一公里内
就有 21家化工厂，猇亭人均 GDP常
年稳居宜昌市首位。”猇亭区委副书
记、区长左晓说，化工业带来税收就业
的同时，也让当地陷入“化工围江”困
局，林立的烟囱厂房、密布的砂石码
头，威胁着长江生态安全。

污染治理刻不容缓，绿色发展势
在必行。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理念的指引下，2016年以来，长江
沿江省市和有关长江流域机构着眼中
华民族长远利益，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找准病根，综合治
理。猇亭积极响应，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主动破解“化工围江”难题，大力实
施“绿色猇亭三年行动计划”，投资59
亿元、实施项目127个，推动绿色发展
落地见效；编制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规
划，按照“关5改 7搬 9”路线图有序推
进21家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一个个化工企业实现完美的绿色
嬗变。

走进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
园，沿江约1公里长的景观带内，绿树
成荫、生机盎然。作为大型精细磷化
工企业，兴发集团全面推动“关停、转
型、搬迁、治污、复绿”5大工程，累计
投资近百亿元，拆除沿江生产装置，腾
退出 950米长江岸线全部进行绿化，
建设污水处理再利用装置。

企业在转型中催生出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一批“含绿量”“含新量”“含金

量”更高的产业迎来蓬勃发展。
在以兴发集团为主体建立的三峡

实验室，黑磷、硅气凝胶等新材料正在
展出，吸引来访者观察、拍照。“这些黑
磷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可用于超级快
充、芯片制造等。”兴发集团相关负责
人说，“普通黄磷一吨卖2万多元，而我
手中的黑磷，一克就可卖到5000元。”

在广汽传祺宜昌生产基地，500余
台机器人有序协作，对汽车进行智能化
安装。自2019年投产以来，这个工厂
加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布局，陆续投产
4款量产车，向新能源科技企业转型。

在酵母行业巨头安琪酵母绿色生
产基地，机械手上下翻飞，一包包干酵
母运下生产线，销往全国各地。自去
年投产以来，生产基地通过装备升级，
有效降低气、水和电等消耗。据介绍，
该项目设计年产 2.2万吨高活性干酵
母、1.65 万吨酵母抽提物、2000吨鲜
酵母和1000吨中试特种干酵母，达产
后年营业收入将超10亿元。

猇亭区委书记李小军说，目前，猇
亭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4个，省级创新
平台 32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1
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13家，14个
单项产品产量位居全球或全国前列。

治理见真效，旧貌换新颜。曾为
“脏乱差”的工业码头，成了今日网红
打卡点。“长江大保护可持续实践”艺
术展馆内，一件件由长江漂浮物、化工
废料等废弃物加工制作的艺术展品正
在展出，向人们传递长江大保护的科
学理念。夕阳下，人们成群结队，散
步、拍照、荡秋千，惬意十足。

虎牙山上，石阶古栈道如一条巨
龙，崎岖逶迤，镶嵌在悬崖峭壁之间；
山下，江水滚滚东流、生生不息；岸边，
正在建设的15公里生态廊道，把三国
古战场、灯塔广场和长江大保护教育
基地等地标串珠成链。一幅山水相融
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新华社武汉7月15日电）

化工重镇猇亭见证绿色崛起

主题班会课、环保创意秀、写实地调研报告……2023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校园围绕“节能降碳，
你我同行”主题，多措并举，用形式新颖、生动有趣的方式
把节能低碳的理念撒播到学生心里。

“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做到节约呢？要随手关灯、及时
关闭水龙头……”7月12日，在河北邯郸馆陶县第四幼儿园，
老师在主题班会课上，通过多媒体课件、科普小视频、主题绘
本等，向小朋友们科普节能环保知识。随后，小朋友们拿起
画笔，用创意绘画描绘出自己心中的节约用水。

在江西，赣州寻乌县城北新区小学新增了班级“节能
委员”，他们既是倡导绿色低碳的宣传员，负责组织主题活
动，宣传绿色低碳知识；也是生态文明的监督员，及时制止
和纠正浪费等现象，努力不浪费一度电、一滴水、一张纸。

近日，河北保定易县第二中学通过节能环保我倡议、
节能环保我行动等系列活动，倡导学生们从每一件小事
做起。高三年级217班学生田迎培说：“刚入学时节约意
识不强，现在大家的节能意识越来越强，最后离开班级的
人都自觉关空调、关灯。食堂里新增了‘小份菜’，可以花
更少的钱吃到更多的菜品，避免浪费。”

走出课堂，学生们还积极参与研学，在实践中感受
“绿色乐趣”。

“通过统计30分钟内经过家附近的新能源车辆的数量，
我们发现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度正在提高。”在广东广州的节能
低碳研学活动上，第一小队的同学正在汇报调研成果。

广州市节能中心副主任刘英姿说，这场面向广州市
97家小学的117名少年先锋队长的节能低碳研学课程是
2023年广州市节能宣传系列活动之一。“节能低碳系列课
程包括节能知识讲解、动手实验、制定方案、实地调研、成
果汇报、回校宣讲等环节，努力让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
的种子在学生心里生根发芽。”

7月12日，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组织的志愿服务队来到
浙江宁波奉化区实验小学,为暑托班学生开展实践课堂。志
愿者采用动画课件、小手工等方式，向小学生讲述绿色用电、
节能用电知识，动手制作光伏动力车，开启了一场美妙的电力科普探索之旅。

不仅仅是在校园，不少地方把节能宣传与劳动教育相结合，让学生们身体力
行，感受大自然生态循环的奥妙和节能减排的意义。

河北石家庄市庄园小学生态种植园里，水系循环系统引发了学生们的兴
趣。“种植园的水系循环系统将直饮水机产生的废水和雨水收集起来，用于果蔬
浇灌，实现废水综合利用。”庄园小学校长赵瑞深给学生们讲解。

在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实验小学的“识嫣园”生态教育基地里，土地上种满
了西红柿、土豆、南瓜、小葱、菠菜等各式蔬菜。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将枯树
叶、菜叶、果核、蛋壳等放入堆肥箱中，静待堆肥慢慢发酵。“堆肥发酵周期大概两
个月，现在堆的肥等到下个学期就可以浇灌到土地上。”六年级五班学生朱昱霖
说，通过堆肥，学习到了如何变废为宝。

不仅是中小学生，青年学子中也掀起“节能降碳从我做起”的活动热潮。
大连旅游学校（大连女子学校）开展了“讲好节能故事”征文和“节水型学校

建设”优秀方案征集活动，学生投稿量达百余份；深圳科技大学在学生中广泛宣
传低碳生活理念，引导学生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实现节能降耗。

邯郸学院近期开展了“节约型校园”建设活动，在师生中开展“文明1+1，提
升百分百”师生文明积分行动，年底对积分多的师生进行表彰奖励。

“通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把节能环保理念化作具体行动，引导师生形成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邯郸学院党委副书记潘璐说。

（记者 吴涛 张博群 赵鸿宇 赵紫羽 张璇 刘佳敏）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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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 同时，随着“都叶梅剪纸”这张“名片”越来越响亮，
她带领学生们也走出了一条深挖特色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的路子。

呼伦贝尔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灿若群星，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833 项，其中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8 项，数量位列全区第一；自治区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123 项，数量位列全区第二，拥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379 人。

为了让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活”过来、“火”起来，呼伦贝尔市
不断探索“非遗+旅游”路径，推出传统工艺工作站、非遗旅游体验基
地、非遗主题演艺、非遗美食展、非遗村镇（街区）、非遗就业工坊六
大主题功能区并整体融入旅游线路，持续激发文旅市场新活力，打
造非遗旅游消费新的增长点。同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
修研习培训计划，目前已逐步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制度
体系。一批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
保护、传承和发扬。在发展中保护，在传承中精进，呼伦贝尔非遗正
焕发出新的生机。

一刀一剪 非遗“活化”
■上接第2版

今年，该盟图书馆上线了手机图书馆小程
序，推出馆藏检索、一键续借、数字阅听等多种
个性定制服务。据统计，该盟图书馆馆藏图书
从 2009 年的 7.3 万余册增至现在的 28 万余
册，年平均服务读者10万人次。

与阿拉善盟图书馆相隔约 300米的阿拉
善博物馆，每到周末或寒暑假都会门庭若市。

“我经常带孩子到博物馆参观学习，还不定期
参加馆内活动，收获很大。”居民斯琴说。

阿拉善博物馆馆区占地2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1.38万平方米，展厅面积5000平方米，馆
藏文物 32724 件（套），是一座历史与艺术并
重，集收藏、展览、研究、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
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先后被评为国家二级博
物馆、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我们用好线上线下平台，不

仅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
果，还不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并充分
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基地功能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文
化的需求，如今博物馆已成为人民美好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善博物馆馆长张
震州介绍说。

据了解，近年来，阿拉善盟通过打造“10
分钟文化圈”，各级公共文化场馆年均开展线
上线下群众文化活动 2700余场次，惠及群众
80余万人次。“我盟将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资
源配置，加强各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打
造新型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统筹推进公共文化
资源整合，提高公共文化资源利用率，扩大优
质文化供给，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充实、更为
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阿拉善盟文
旅广电局副局长曼德尔娃说。

打造“10分钟文化圈” 百姓幸福感满满

新华社北京 7月 15日电 近期，
一些网络账号杜撰、歪解公共政策信
息，误导群众、从中牟利。中央网信办
指导网站平台开展重点排查整治，坚
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处置违法违规
账号373个。

中央网信办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包括对“股市小作文”“国家补短板强弱

项领导小组”“不同人群使用不同颜色社
保卡”“水稻上山”等谣言的处置情况。

中央网信办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从严查
处发布谣言的账号主体，曝光典型案
例，形成有力震慑。同时欢迎有关部门
和网民积极参与举报，合力铲除网络谣
言生存土壤，共同打造清朗网络空间。

中央网信办查处一批杜撰
歪解公共政策的造谣传谣账号

□新华社记者 邬焕庆 朱涵 许舜达

20年间，3.9万人次科技特派员走
出课堂、实验室，奔赴山乡；

20年间，4700余项科技项目实施，
推动农民增收超 63亿元、企业增效超
45亿元；

20年间，培训人员1316万人次，一
批懂科技、善经营的乡土科技人才茁壮
成长……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20年来，这
项制度在浙江大地扎根发芽，一组组数
据，一项项成果，展现出当年实行这项
制度的远见卓识，也为继续深入实施好
这一制度，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作出独特贡献夯实了基础。

科技特派员助力强农兴农

走进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
村，百亩林下基地里，黄精、三叶青、芍
药等多种中药材长势喜人。

“是俞老师让我们第一次认识到，
种好地也能富起来。”下姜村原村党支
部书记姜银祥说。

姜银祥口中的“俞老师”，是浙江省
中药研究所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俞
旭平，曾担任下姜村科技特派员。

群山环抱的下姜村，人均耕地面积
不足一亩。20年前，这里缺资金、缺人
才，村民们对种地务农没啥信心：“这样
的地里能长出‘金疙瘩’？”

2003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来到村里，详细询问情况，一起
商量对策：“省里研究一下，给你们村派
一个科技特派员来。”

当时，浙江省首批100名科技特派员
已完成培训，并举办了出征仪式。省里增
派俞旭平，他成了第101位科技特派员。

俞旭平来了，他在村里转了一个
月，种上了 500亩黄栀子。两年后，下
姜村每户农民通过药材种植就能收入
4000多元。

后来，俞旭平又陆续为下姜村所在
的枫树岭镇引进薄荷、前胡、黄精等几
十种药材，利用药用植物白芍、菊花以
及水果类中药材覆盆子等，支持开展观
光游览、采摘游等乡村旅游项目。

昔日的贫瘠乡镇枫树岭镇，如今已
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之乡”，“穷山沟”
下姜村也成为“农家乐、民宿忙、游人如
织来下姜”的山水田园新样板。2022
年，下姜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2003年的14.5倍。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
人才。科技特派员带着农民干，推动地
方经济发展。

泰顺县百花蜜蜂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严立超是远近闻名的“养蜂大王”，他
的合作社规模位居浙江省前列，带动了
周边县乡300多户农户创业就业。

刚开始养蜂时，严立超怎么都摸不
透培育种蜂的门道。哪怕起早贪黑地
干活，蜂蜜产量还是上不去。

2010年，泰顺县科技特派员、浙江
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汪自强主
动找上门来，不仅上门指导，还请来浙江
大学的养蜂专家，手把手地教，帮助严立
超打造出一项“甜蜜蜜”的特色产业。

“汪老师让我们懂科学、敢创新，这
是一笔精神财富。”严立超说。

20年来，浙江全省已累计派遣科技
特派员3.9万人次。在田间地头、山岭塘
湖，浙江一幅幅美丽的发展场景无不告
诉人们一个深刻道理：正是有了科技的
支撑，“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成
色”更足、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强。

广袤田野中挥写精彩论文

2005年，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教授吴良欢第一次来到仙居县广度乡
时，立马就被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围住。

村民们听说省城来了专家，一口一
个“老师”，不停地问“为什么我家的地
不肥？”“现在种什么能赚钱？”吴良欢开
的培训会上，台下黑压压地坐满了村
民，却比大学课堂还安静。

“我是学农的，农民最需要我。”吴
良欢读懂了乡亲们眼里的渴望，他下定
决心，一定要用知识改变广度乡。

这是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双向奔
赴”。20年来，大批科技特派员带着知
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农民的
真切感情，田间治学、服务“三农”。

“农业研究的使命之一，就是要把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到产业中，去解决产

业重大问题。”2005年，65岁的白堃元
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岗位
退休，“逆向”选择，来到浙南革命老区
缙云县胡源乡担任科技特派员。

他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足迹踏遍
全县5万亩茶园，写了数万字的茶叶产
业发展报告。“要‘真心、真情、真做’，
多和农民交朋友，用心倾听农民心
声。”他说。

2007 年，白堃元在缙云当地茶园
发现一株已繁育第三代的黄叶茶树，经
过30多名科技特派员前后十多年的不
断“接力”，珍稀茶树变成当地独有的黄
茶新品种，成就了一项产值近亿元的富
民产业。

“这些专家每天比农民起得更早、
睡得更晚，他们的办公室门上贴着手机
号，24小时为乡亲们开机。”缙云县大源
镇龙坑村党支部书记胡澳瀛说。

广袤田野中，科技特派员不仅学有
所用、用有所成，还从一线实践中总结
出研究课题和技术方向。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梁
卫青和团队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创新中
药材三叶青种植技术和低温粉碎技术，
有效提升了三叶青产品的品质。

“把基层的实际需求带回实验室，
让科研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就能把创新
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梁卫青说，科技只
有应用到实处，才真正发挥价值。

20年来，浙江科技特派员足迹遍布
山海，他们用行动和实践，在之江山水
间写就一篇篇精彩论文——

高质量推动产业兴旺，一个个“茶
叶村”“蜜桔镇”“杨梅乡”破“土”而出；
高水平助力生态宜居，提升美丽乡村建
设水平；浸润式开展科普启智，组织开
办“田间课堂”“技术小灶”，激发创新创
业活力……

共富之路上续写时代华章

从 100 个乡镇试点走向省域全覆
盖，从个人科技特派员向团队、法人科
技特派员拓展，从服务农业延伸至支持
二产三产……20年来，科技特派员制度
在浙江不断深化发展。

“目前志愿成为科技特派员的人数
超过需求的1.5倍，省级科技特派员中，
高级职称人员达到 70%以上。”浙江省
科技厅农村科技处负责人说。

大多数科技特派员去的都是山高
路远、条件艰苦的欠发达乡村，许多科
技特派员一派就派了十多年，甚至成了

“永远不走”的科技特派员。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陈思宇是被龙

泉市“要来”的科技特派员。龙泉竹木
资源丰富，拥有竹林61万亩，但产业发
展与资源禀赋并不匹配。

2015年，龙泉竹木产业走到了转型
升级的攻坚阶段。陈思宇被龙泉市以高
端人才“柔性引智”的方式聘为市长助理，
负责竹木产业转型升级及技术革新工作。

陈思宇第一任市长助理任期结束
后，龙泉 20余家竹木产业协会副会长
单位联名给浙江农林大学写信，希望学
校让陈思宇继续留在龙泉。于是，陈思
宇就一直留到了现在。

近年来，他联合企业申请专利 20
余项，完成各类项目30余项，争取上级
配套资金 6000余万元，助力龙泉打造
出百亿竹木产业。

“把准技术需求脉搏，引进急需人
才，并尊重人才意愿、实行双向选择，使
科技特派员制度变得更加可持续。”一
名基层干部说。

为让优秀科技人才肯下去、想干事、
留得住，浙江先后出台一系列措施，为科
技特派员解除待遇、福利、职称评聘的后
顾之忧，累计投入财政经费15.36亿元，
为科技特派员开展工作提供保障。

“科技特派员制度具有强大生命
力、广泛影响力。”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
志表示，要引导广大科技特派员聚焦

“三农”事业发展需要、传播先进技术、
培育富民产业，让科技特派员制度永葆
生命力、放大影响力、增强辐射力。

今年初，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
仪器科学学院教授刘清君来到山区县
仙居，成为仙居科技特派团医疗器械帮
扶组组长。医疗器械是仙居重点发展
的绿色高附加值产业。

“只有种下‘创新种子’，才能打开
‘致富路子’。”刘清君说，要努力通过产
学研紧密协作，克服创新能力不够强、
产业层次不够高、平台支撑不够有力等
短板问题。

加快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
探路共同富裕，将是这支科技特派团的
新使命。 （新华社杭州7月15日电）

听，田野里动人的科技之歌
——科技特派员制度浙江20年实践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