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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江淮风帆劲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安徽篇

□ 新华社记者 刘菁 杨玉华 马姝瑞 陈诺

6月 22日，学生们在长沙华夏实验学校和机器狗互动。

当日，装载 20 余项科普器材的“科技大篷车”走进湖南省长沙华

夏实验学校，将科普展带到青少年身边。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上接1版）
同时，该县各金融机构进一

步简化审批流程，实现授信审批

无纸化、落地放款便捷化，节省

客户等待时间。对因市场冲击

大短期经营周转困难，不能按时

还款的客户，积极采取适度减免

利息罚息和视情况调整还款方

式、执行利率水平和第三方重组

等措施，减轻企业借款人还款压

力和财务负担。

截至目前，工商银行柳林支

行已跟进有融资需求的 115家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 27户累

计发放贷款 5180.1万元，比年初

净增 1389 万元。民生银行柳林

支行积极向上级行争取政策和

业务支持，对接两家小微企业发

放贷款 70 万元，开展“产业链集

群开发”项目，针对县域上游核

心批发商，下游零售商以及周边

小微商户产业链提供 1000 万元

的小微贷款。中信银行柳林支

行主动对接灵光医院放贷 200万

元，对 9 户个体工商户放贷 118
万元等。

柳林县优化金融服务助力
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巍巍大别山，红色精神传承不息；滔滔

江淮水，激荡强劲发展脉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深入安徽考察，强调新发展理念，擘画新发

展格局，推进国家重大战略，江淮大地留下

了他跋山涉水访贫问苦、谋“国之大者”的

足迹。安徽牢记总书记嘱托，奋力谱写现

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安徽，曾是长三角的“旁听生”。在习

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和推动下，安徽成为

“正式生”。

2020 年 8 月，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扎

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习近

平总书记娓娓道来：“从安徽来讲，加进来

后，就犹如种地，改良了土壤和墒情，加上

优质的种子，庄稼就长旺盛了。”他强调，安

徽“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两个关键词”。

让中国宝武马钢集团董

事长丁毅难忘的是，2020 年

8月，近 40摄氏度的高温下，

总书记走进车间，嘱托马钢

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中，能够把握机遇、顺势而

上”。当时，位于上海的中国

宝武集团和马钢实施战略重

组不久。

牢记总书记嘱托，马钢

人抓住长三角一体化机遇，

2021年实现营收破千亿元、利润破百亿元

的历史突破。今年，马钢自主研发的 350
公里时速的高铁车轮将在复兴号动车组上

实现整车装用，中国高铁穿上了国产“跑

鞋”。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不断壮大自

己，也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

献。2021年，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亿元以

上项目 4167个，实际到位资金超过 9000亿

元，同比增长 22.6%，占全省的半壁江山。

安徽还积极“链”入长三角，发挥人工智能

技术和产业优势，牵头成立长三角人工智

能产业链联盟，加快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

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长三角高附加

值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2021年

有 400余亿元的优质农产品摆上沪苏浙居

民的餐桌。

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安徽频

频提到的关键词，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第一动力。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

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2020年

8月，来到安徽创新馆。两次考察都详细察

看了科技成果、询问创新发展，总书记强

调：“要对标世界一流，加强前沿探索和前

瞻布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

锚定科技创新共同体，安徽不断深化

上海张江和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两心同创”，加快建设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在安徽，已经挂牌组建全国首个国家

实验室，大科学装置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墨子号”“九章”“祖冲之号”“人造太阳”等

重大科技成果世界瞩目，量子通信、动态存

储芯片、陶铝新材料、超薄玻璃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独树一帜，以“芯屏器合”为标识的

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如今，安徽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国家第

一方阵，能级之变、位势之变、创新之变前

所未有。

“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作为农业大省，安徽农村人口多，又曾

有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一度是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总书记牵挂这里的乡

亲。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第一

天，便一路奔波来到大别山腹地——金寨

县花石乡大湾村，走进贫困户家中，了解农

村脱贫特别是革命老区扶贫的真实情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总书记勉

励大家，“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以行动

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村民陈泽申清楚地记得，在自家小院，

习近平总书记坐在他身旁，为村里的扶贫

工作“划重点”。“从产业到教育再到兜底政

策，总书记嘱咐得细，要求‘必须横下一条

心来抓’。”老陈说自己发展特色种植养殖、

兼职村中的公益性岗位，依托好政策住进

了新房子，第二年便主动申请摘掉贫困帽。

这个曾经“出门就是岭”的贫困山村

“山门”大开，建起茶厂、民宿以及游客接待

中心，走出一条“山上种茶、家中迎客、红绿

结合”的产业新路。这几年，大湾村通上了

5G 网络，成为安徽首个“零碳乡村”，获评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年接待游客 35万人

次。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

安徽。在巢湖岸边的渡江战役纪念馆，总

书记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

忠诚的人民服务员。”

就在这一年，安徽全省 484 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江淮大地上，“一个

不能少”的承诺化为现实。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安徽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全面增强脱贫地区脱贫人口发

展动能。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扎实推进民生工程”。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安徽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今

年推出十项暖民心行动，把老百姓“盼的

事”变为党委政府“办的事”。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

大堤外，平静的淮河水日夜东流。大

堤内，阜南县王家坝镇保庄圩里的搬迁居

民迎来了“告别”庄台后的又一个夏天，小

花园满眼绿色、小广场人来人往，学校、超

市和社区诊所都“近在身边”。

2020年 8月，在安徽考察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了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

田坡庄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引导和鼓励乡亲们逐步搬离出去，确

保蓄洪区人口不再增多”；“要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规律，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与自然和

谐相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也要现代化”。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安徽

开展淮河行蓄洪区居民迁建，“水口袋”里

11万余人搬至安全地区；调整沿淮地区农

业产业结构，在蓄洪区发展适应性农业。

2021年蒙洼蓄洪区芡实种植面积突破 6万

亩，阜南县种植杞柳超过 10 万亩，带动芡

实加工、柳编等特色致富产业。

安徽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大江

大河大湖的省份，从防范水之害、破除水之

弊，到大兴水之利、彰显水之善，习近平总

书记为之悉心擘画。

在马鞍山市薛家

洼生态园，总书记强

调：“实施长江十年禁

渔计划，要把相关工

作做到位，让广大渔

民愿意上岸、上得了

岸，上岸后能够稳得

住、能致富。”

“总书记给我们

指引了一条幸福路。”

上岸渔民陈兰香说，

2021 年 她 带 着 从 薛

家洼一起上岸的渔民办起家政公司，不仅

收入稳定还有分红。整个 2021年，安徽有

两万多退捕渔民转产就业。

为实现人水和谐共生，安徽把打造水

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列为

生态文明建设“一号工程”，2021年长江流

域安徽段水质优良断面比例 92.7%，达到

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成立专门机构统一

行使巢湖流域综合管理职责，治理了 52条

入湖河道及支流；投资 390 亿元用于巢湖

综合治理，建设环巢湖“十大湿地”、全面开

展生态修复。

如今的安徽，生态优势显现，高质量发

展呈现良好的态势。

2021 年安徽经济总量突破 4 万亿元，

跃上了新的台阶。江淮儿女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将创造更喜人的

业绩。 新华社合肥6月5日电

6 月 24 日，载着河北游客和建设者代表的游船通

过船闸进入京杭大运河北京段。

当日，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河北段联合举行京冀游

船通航仪式，标志着京杭大运河京冀段全线 62 公里实

现游船通航。随着沿线船闸、码头建设、5A 景区创建、

跨省际水运启动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等工作推

进，京杭大运河京冀游船互联互通的目标如期完成。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京杭大运河京冀段游船通航京杭大运河京冀段游船通航

新华社昆明6月24日电（记者 丁怡
全 严勇） 6月 23日晚，载着 400多名游客

的昆明至西双版纳 Y（游）771次旅游专列

抵达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

标 志 着 中 老 铁 路 旅 游 专 列 正 式 开 通 运

行。这也是“坐着火车游云南”首趟旅游

专列，云南铁路与文化旅游创新融合发展

迈出实质步伐。

中老铁路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全线建

成通车。开通运营后，云南普洱市、西双

版纳州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中国铁

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昆明局集团与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挥各自优势，共同

推出“坐着火车游云南”服务品牌。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马

迎春介绍，铁路与文旅融合发展，不仅能

助企纾困，推动文旅产业复苏回暖，还能

进一步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此前，为促进全省旅游复苏回暖，云

南省推出发放文旅消费券、70 余家 A 级

景 区 门 票 减 免 优 惠 等 纾 困 发 展 系 列 举

措。旅游专列开行后，云南还将推出凭

火车票到景区旅游和入住酒店折上折让

利活动。

中老铁路开通旅游专列

新华社北京 6月 23 日电 （记者 谢希瑶
潘洁） 今年 1至 5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 287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折合 4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

这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 23 日在商

务部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的。她

说，1 至 5 月，我国流向批发和零售业投资 8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8%，流向建筑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等领域的投资也呈增长态势；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81.9亿

美元，同比增长 10.2%，占同期总额的 18.4%，较

上年同期上升 1.2个百分点。

此外，1 至 5 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

业额 3443.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5%（折合

5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2%）；新签合同额 5072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5.4%（折合 788亿美元，

同比下降 4.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

工程完成营业额 285.5亿美元，新签合同额 380
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 53.4%和 48.2%。

前 5 个月我国对外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3%

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记者 戴小河） 2021 年我国可

再生能源利用总量达到 7.5亿吨

标准煤，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14.2% ，减 少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约

19.5亿吨，为实现“双碳”目标奠

定了基础。

这是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24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

展报告 2021》所披露的数据。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

经理李 介绍，2021年我国可再

生 能 源 装 机 容 量 突 破 10 亿 千

瓦 ，占 全 国 电 力 装 机 容 量 的

44.8%，常规水电、抽水蓄能、风

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

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 2.48万亿千瓦时，占

全部发电量的 29.7%。可再生能

源利用率不断提高，全年水电、

风电、光伏发电利用率分别达到

97.9%、96.9%和 98%。

李 表示，2021年我国常规

水电新增投产 1800 万千瓦，大

型 常 规 水 电 站 在 建 装 机 容 量

3800万千瓦，其中新增核准规模

360 万千瓦；风电新增并网装机

容量 4757 万千瓦，其中海上风

电新增并网装机 1690 万千瓦；

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5493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并网装

机 容 量 808 万 千 瓦 ，创 历 史 新

高。目前我国有超过 2 亿千瓦

的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开展前期

工作。

报告指出，截至 2021 年底，

我国常规水电装机达到 3.54 亿

千瓦，抽水蓄能装机容量 3639
万千瓦，水电年发电量 1.34万亿

千瓦时；风电装机容量 3.28亿千

瓦，年发电量 6556 亿千瓦时；太

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3.06亿千瓦，

年发电量 3270 亿千瓦时；生物

质装机容量 3798 万千瓦，年发

电量 1637亿千瓦时。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

长熊敏峰说，截至今年 5 月底，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再创新高，

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11 亿千瓦。

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为构建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做出了积极贡献。

2021年我国可再生能源
利用总量达7.5亿吨标准煤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 刘
开雄） 国家外汇管理局 24日发布的 2022
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2022年一

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 889 亿美元，为

历史同期最高值，与当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之比为 2.1%。

“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

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王春英介绍，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保持平稳增长，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收

窄，跨境双向投融资较为活跃。

从数据上看，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

口径货物贸易顺差 1450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8%。其中，货物出口 8031亿美元，同

比增长 16%；进口 6582亿美元，同比增长

15%。货物贸易顺差、出口及进口规模均

创历史同期最高值。

一季度，我国金融账户资产净增加1291
亿美元，其中储备资产因交易净增加 393亿

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资产净增加898

亿美元；金融账户负债净增加402亿美元。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来华直接投资

同比均保持增长，显示外资在华投资兴业

意愿较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合理有序。”

王春英说。

此外，外汇局当日还公布了 2022年 3
月末我国国际投资头寸状况。数据显示，

2022 年 3 月末，我国对外资产 92383 亿美

元，对外负债 72943 亿美元，较 2021 年末

分别下降 0.9%和 0.6%，保持基本稳定。

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创历史同期最高值

6 月 24 日，益阳市赫山区优享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果农在采摘红

蜜桃。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记者 王琳琳） 国家知识产权

局近期发布 2021年我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专利统计简报。

结果显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知识产权布局实现双向

加强。2021年，我国企业在沿线

国家专利申请公开量和授权量

同比分别增长 29.4%和 15.3%。

沿线国家在华发明专利申请和

授 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7% 和

18.1%。

其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成员国是中国企

业“一带一路”专利布局主要国

家。2021年，我国企业在沿线国

家专利申请公开量中，在 RCEP
成员国的申请占比达 85.1%，同

比增长 23.0%；我国企业在沿线

国家的专利授权量中，在 RCEP
成员国获授权的占比 67.0%，同

比增长 24.8%。

2021年，我国企业在沿线国

家公开的专利申请中，数字通信

领域专利申请量最多。来自粤

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在沿线国家

申 请 公 开 量 最 多 。 我 国 共 有

1615 家企业在沿线国家开展专

利申请布局。北京、广东企业占

据主导。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知识产权布局实现双向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