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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与此同时，园区坚持以技改促提升

推进“千亿技改”“千企升级”，推动主导
产业迈向中高端。坚持“数字+制造”，
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推动产业
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瞄准“四化”发展
方向，按照“点线面”分级分类推进，点
上实施机器换人，线上打造数字化车
间，面上培育智能工厂，整体促进数字
化转型。截至目前，拥有数字化车间79
个，其中省级 28 个。获批智能工厂 14
家，其中省级6家。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人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资源。实现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靠人才。今年以
来，滁州经开区深入实施“新时代满天
星”人才计划，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创优
人才成长沃土，招引了一批急需紧缺人
才和高层次人才，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智力支撑。

针对智能家电及电子信息、光伏新
能源、汽车及先进装备制造、绿色食品等
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园区引入创新创业
团队20余个，产业领军人才、博士等高层
次人才100余名。深入实施“企业家素质
提升工程”，打造优秀企业家队伍，累计
推荐4家企业负责人参加企业家高端培
训。鼓励引进高端人才，累计兑现资金
700万元。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
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应用方，高新

技术企业对于创新成果有着旺盛的需
求。因而，对于如何推动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落地、发挥科创对于产业经济的带
动作用，成为滁州经开区关注的焦点之
一。近年来，园区通过优化转化环境、完
善激励机制等手段，浇灌“科技之花”，开
出“产业硕果”。

在聚焦成果转化、助推产业转型
升级过程中，园区实施高企培育行动，
深度挖掘创新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
科技型企业，推进创新型企业梯次发
展。鼓励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投入力
度，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较上年增长
17%，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
达 52%。

今年以来，园区获批省级新产品 3
件，获批科技型中小企业70余家，技术交
易成交额16亿元。同时，推动企业技术
提升，引导中小企业走上“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专精特新”发展
之路。目前，园区拥有“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95家，其中省级60家。

一个个科技成果的加速转化，一
项项重点项目的加快建设，滁州经开
区竞逐新赛道、注入新动力、激发新活
力，正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为建设现代化新滁州贡献更
多力量。

新赛道跑出新优势

10月19日，第一棒
火炬手谭玉娇在火炬传
递中。

当日，杭州第 4 届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火
炬传递在杭州市淳安
县千岛湖秀水广场启
动，并进行首日传递。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启动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启动

新华社太原10月19日电（记者许
雄）19日，“西煤东运”大动脉大秦铁路完
成秋季集中修施工。这次集中修历时16
天，较原计划提前4天完成，与往年相比
用时压缩9天，实现了运力的快速恢复，
为今冬明春电煤保供夯实了基础。

全长653公里的大秦铁路西起山西
大同，东至河北秦皇岛，是我国山西、陕
西、内蒙古西部煤炭外运的重要通道，承
担着全国铁路煤炭总运量的近五分之一。

为尽快恢复前期迎峰度夏电煤保供
后的线路设施设备状态，从10月4日起，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安排大秦铁路

每天全线停运3小时进行集中维修，对钢
轨、道岔、供电接触网、通信光缆等设备
进行全面整治更新。

在确保施工任务高效推进的基础
上，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一日一
图”动态调整运输方案，科学调配运力，
组织均衡运输，确保了施工和运输两不
误。集中修施工期间，大秦铁路日运量
始终保持在100万吨以上，对口供应的港
口存煤超过2200万吨。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集中修施工结束，大秦铁路
日运量将快速回升至120万吨以上。

大秦铁路提前完成集中修恢复煤炭运力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徐
壮）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当地时间
10月19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全体大
会第25届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公布2023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
旅游乡村”名单，我国江西篁岭村、浙江
下姜村、甘肃扎尕那村和陕西朱家湾村
入选。加上2021年入选的浙江余村、安
徽西递村和2022年入选的广西大寨村、
重庆荆竹村，中国入选乡村总数达到 8
个，位列世界第一。

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的篁岭
村，因独特的“晒秋”景观享誉海内外。
篁岭村距今已有580多年历史，现存100
多栋明清古建，是研究徽派古建遗存的
重要样本。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篁
岭村注重将传统村落风貌与活态非遗有
机结合，为大众创造了体验传统文化的
新载体。

有800多年历史的下姜村，位于浙江
省杭州市淳安县。20年来，下姜村积极

恢复生态环境，改善村容村貌。曾经“土
墙房、烧木炭、半年粮，有女莫嫁下姜郎”
的穷山沟，如今已变成“农家乐、民宿忙、
瓜果香，游客如织来下姜”的聚宝盆。

平均海拔2800米以上的扎尕那村，
藏语意为“石匣子”，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迭部县。近年来，扎尕那村利用独
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发展乡
村旅游，探索出以乡村旅游反哺生态保
护、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路。

秦岭南麓的朱家湾村，位于陕西省
商洛市柞水县。朱家湾村近年来深入挖
掘文化资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秦
岭老屋、古道遗迹、柞水渔鼓、民间社火、
古法酿酒等文化遗产在乡村旅游发展中
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走出一条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高水平发展的路子。

2021 年起，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启
动“最佳旅游乡村”评选。今年共有63个
国家递交 258 份申请，最终 32 个国家的
54个乡村入选。

我国新增4个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的广袤田野稻菽飘香，“丰
景”如画。

走进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阵
阵稻香沁人心脾，一辆辆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

一大早，合肥万丰生态稻虾养殖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孙先富就忙碌起来，他一边调度机械和人员及
时收割水稻，一边抓紧稻谷烘干存储作业。“我们流
转了1020亩耕地，采用生态养殖技术，虾稻共作，一
田双收，扣除成本一亩虾稻田还能净挣4000多元。”
孙先富说。

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水稻生产技术、主要农作物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6.3%、打造优质专用
粮食生产先行区……坚持藏粮于技、藏粮于地，地
处江淮分水岭的肥西县加快描绘绿色低碳现代农
业新图景。

田成方，路成网，在位于肥西县严店镇三元村的
粮食生产精耕细作示范点，一望无际的高标准农田
稻浪翻滚，家庭农场主孔勇迎来了忙碌的收获季。

“我们流转了5000多亩耕地种植优质水稻。在
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我们打造精耕细作示范点，运
用配方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绿色高效集成技术，实

现亩均增效200元，辐射带动全县优质专用粮食发展
……”提及农业生产，孔勇打开了话匣子。

多种粮、种好粮，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安徽强化科技与农业有

机融合，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积极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通过科技强农、机械强
农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护航粮食稳产增产。

肥西县科技特派员郭本宏告诉记者，今年省里
进一步完善了科技特派员“一对一”服务行政村制
度，加大对“新农人”的农业科技培训和指导，同时采
用“揭榜挂帅”的方式，开展小麦、水稻等农作物良种
科研联合攻关，加快选育一批高产稳产的粮食作物
新品种，助推科技强农向全链条延伸。

在地处长江之滨的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16万
亩单季晚稻陆续开镰收割。为确保主粮生产扩面增
效，当地加快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和水
稻良种推广应用，全区水稻高产良种覆盖率超九成。

“今年我种了300亩单季晚稻，用的是农业部门
重点推广的水稻新良种，初步测产每亩地产量能达
到700公斤。”在繁昌区峨山镇沈弄村的芜湖大米示
范种植基地，三台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看着沉甸甸

的金色稻谷，种粮大户赵和平满心欢喜。
以信息化赋能现代农业，5G、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数字技术在乡村大显身手，智慧农业正在成为“新
农人”的“金扁担”。

土壤墒情分析、作物长势监控、气象预测……走
进安徽省广德市誓节镇洪桥村农事服务中心，智慧
农业数字大屏24小时“直播”秋粮的生产经营状况。

广德有农生态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公司在当地打造智慧农场，通过大数据技术助
力农业提质增效，同时以‘农户+合作社+公司’的模
式，开展现代农业全程托管服务。”

科技与政策双轮驱动，激活“新农人”种粮积
极性。

“今年合作社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加强产学研合作，探索稻虾菜鳝生态共作技术研究
与应用示范。”让孙先富欣慰的不止是眼下的好收
成。孙先富告诉记者，今年他还通过了安徽省乡村
振兴人才高级职称评审，在城里打工多年的女儿女
婿也相继返乡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未来将围绕生态
农业闯出一条路，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新华社合肥10月19日电）

又是一年好“丰景”稻花香里藏粮技
新华社记者王 菲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结
合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智库交流、廉洁丝路、地方合
作、海洋合作等议题平行举办的6场专题论坛取得丰
硕成果，来自海内外的与会嘉宾围绕相应议题深入
交流，为新时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擘画新蓝图，
为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增添新动力。

务实成果丰硕

开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阶段，各方都期
待全面推进务实合作，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等务实举措，推动经济增长、提升民生福祉。

贸易畅通专题论坛筹备过程中和举办期间，各
方达成201项务实成果，包括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议定书、协定等文件106项，建立电子商务、税收、中
欧班列等合作平台和机制9项，开展重大经贸项目合
作30项、“小而美”项目合作40项，提出绿色贸易、数
字发展、海关互认等各类倡议和制度性安排8项，发
布研究报告和白皮书8份。

地方合作专题论坛期间，各方共同见证签署友
城结好、人文交流、经贸合作等领域的 15 项合作协
议。民心相通专题论坛发布了“丝路心相通”共同倡
议和120项专题论坛成果清单，还启动了“丝路心相
通”行动。

一系列成果始终坚守开放的本色、绿色的底色、
廉洁的亮色。

海洋合作专题论坛，是在高峰论坛框架下首次
举办的以海洋合作为主题的专题论坛，发布了“一带
一路”蓝色合作倡议及“一带一路”蓝色合作成果清
单，涵盖25项合作成果，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海洋
合作。

廉洁丝绸之路专题论坛发布了《“一带一路”廉
洁建设成效与展望》和《“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
则》，并推出“一带一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引
导企业完善治理结构、防控合规风险、增强企业国际
竞争力。

当前，全球形势复杂多变，国际合作面临新挑
战，更需明晰路径指引。

智库交流专题论坛发布的《关于加强“一带一
路”国际智库合作倡议》鼓励各国智库发挥各自专业
优势，共同探索“一带一路”实践路径和未来方向，新

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报告《“一带一路”发展学——全
球共同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对共建“一带一路”
给全球发展事业乃至改善全球治理带来的实践新经
验、理论新启发作出学术性的分析、概括、阐发。

共谋发展机遇

6场专题论坛议题涵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
准“软联通”以及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等方方面面，与
会各方以此为平台深入碰撞交流，共谋发展机遇。

在贸易畅通专题论坛上，来自37个国家、4个国
际组织和工商界的300余名嘉宾和代表，围绕推进高
水平贸易畅通主题，就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推动电子商务、绿色贸易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

在海洋合作专题论坛上，各国嘉宾围绕“共促蓝
色合作，共奏丝路海韵”主题，深入交流在发展可持
续蓝色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促进海洋科技创新
等领域的成功实践和发展机遇。

在廉洁丝绸之路专题论坛上，来自37个国家地
区和国际组织的约200名代表，围绕“廉洁丝绸之路
成效与贡献”“廉洁丝绸之路愿景与展望”两个分议
题深入交流，为进一步系统性强化反腐败制度、确保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推动

民间交往、促进民心相通贯穿在各个论坛的热烈讨
论与成果共识中。

在民心相通专题论坛上，来自共建国家的民众
代表现场分享了民心相通的感人故事，非洲姑娘罗
丝远嫁中国、当起“中国农创客”的故事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掌声。在地方合作专题论坛上，与会中外嘉
宾围绕“智能化建设与城市治理”“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与城市融合发展”“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等议
题展开热烈交流。

此外，在智库交流专题论坛上，来自40多个国家
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约200名与会人士，围绕“共同
的机遇，共享的未来”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共谋推动

“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之策，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共创美好未来

6场专题论坛议题不同，但都凝聚着“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这一共同愿
景，彰显高效务实的行动导向。

高峰论坛召开前夕，中国与塞尔维亚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
贸协定。塞尔维亚国内和对外贸易部部长莫米洛维
奇在贸易畅通专题论坛上说，这是一个里程碑，也是
一个开始，塞方将继续鼓励与中国开展强劲而富有
成效的贸易，共同实施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扩大投
资价值和贸易交流。

在主题为“汇聚心声、连通梦想，共创繁荣未来”
的民心相通专题论坛上，联合国副秘书长、文明联盟
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谋划了
人类相互尊重、携手合作、相互理解的新愿景，也为
构建繁荣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
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在智库交流专题论坛
上说，共建“一带一路”要开辟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
的新路径，不仅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还要
撷取包括古丝绸之路沿线文明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
成果的精华，通古今之变、聚八方之智，形成系统指
引“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世界的思想理念。

“腐败是全人类的公敌，要应对这一顽疾，需要
各方的密切协作。”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周强武在廉洁
丝绸之路专题论坛上表示，为确保“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进一步系统性强化反腐败制度建设尤为重
要，这包括建设完善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创造更加友
好和透明的营商环境，以及保护利益相关方的合法
权益。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推进城市融合发
展。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万象市委书
记阿努帕·杜纳隆在地方合作专题论坛上说，“一带
一路”倡议下的地方合作框架，能够推动共同发展、
深化地方合作，也是共建国家寻求共同发展、共同进
步的重要内容。

当前全球海洋正面临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
染、气候变暖等多重挑战。柬埔寨环境部部长殷索
莱认为，海洋所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这需要全球
共同合作和努力来解决，“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
至关重要，将造福所有国家，造福子孙后代。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新成果、新机遇、新未来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6场专题论坛成果丰硕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上海10月19日电（记者王辰
阳）从9月22日《上海港—洛杉矶港绿色
航运走廊实施计划纲要》在上海发布，到
共建“上海港—洛杉矶港绿色航运走廊”
工作交流会 10 月 16 日在洛杉矶结束
……“上海港—洛杉矶港绿色航运走廊”
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明确。记者近日来到
上海港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实地探访
相关工作情况。

“推进航运业绿色转型是业内各方
共同的发展愿景，上海港与洛杉矶港就
此形成共识。”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航运处
处长井艳介绍，自2025年起，航运公司合
作伙伴将在“上海港—洛杉矶港绿色航
运走廊”部署具备全生命周期低碳或全
生命周期零碳排放能力的船舶；到2030
年，将在该走廊展示全球第一艘全生命
周期零碳排放集装箱船舶（或船队）的可
行性。

记者在上海港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
看到，上港集团通过完善低碳设施布局，
拓展港口新能源应用，更新改造港机设
备，基本完成了油改电、油改气等工作，
并在传统码头改造、岸基供电、港区光伏

发电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上港集团工程设备部总经理罗文斌

表示，在总吞吐量连年上升的情况下，上
海港集装箱码头的碳排放总量从2020年
的44万吨下降到2022年的32.6万吨；二
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从2020年的每标准箱
10.1公斤下降到2022年的6.9公斤。

近年来，上港集团不断拓展清洁能
源加注服务，在LNG燃料加注上开展一
系列实践，并正在推动明年实现绿色甲
醇燃料加注。上海港与洛杉矶港已达成
多项共识，将在绿色甲醇等船用新能源
燃料试点应用、船舶岸电使用以及智慧
化码头建设等方面推动合作。

在日前举行的第 35 次上海市市长
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马士基董事会
主席罗伯特·马士基·乌格拉认为，上海
有望成为全球领先的绿色航运中心。
上海—洛杉矶航线是全球最具活力的
海运航线之一，2022年两港往来箱量超
过130万标准箱。“我们力争推动这条跨
太平洋的绿色航运走廊，成为航运业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合作典范。”
井艳说。

上海港洛杉矶港合作建设绿色航运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