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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持续恶化、治理流于形式、违规种植死灰复燃

……近日，第三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曝光了

7省（市）首批典型案例，现场触目惊心，结论令人深思。

在洞庭湖水域的澧水河口湿地保护区，当地水

利部门多次违规审批企业在保护区内非法采砂；为

了采砂合法化，地方政府拟将采砂地点调出保护区，

未得到上级部门批准。

在云南临沧市临翔区，有企业将 126亩天然林按

人工林违规申报，实际采伐面积更是达到了 159 亩。

临翔区林草局申请将上述非法采伐区域调出天然林

范围，省市两级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把关不严，

予以同意。

从此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情况看，不少地方

都有类似问题。记者了解到，曝光案例所涉产业很

多都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一些地方监管不力甚

至监守自盗，从根子上说是因为地方经济始终在发

展老路上兜兜转转。

不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高线”，踩着红线、丢了底线，

依赖传统发展路径，这是当前一些地方的现实写照。

暴露问题、明确病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如

在鄱阳湖督察时，一位地方官员所言，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是倒逼地方转变发展方式，“靠湖吃湖也要换个

‘吃法’，不能再走以前那种圈湖占地的老路。”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不是口号，坚持高质量发

展要落在实际行动中。守好生态红线，挖掘生态红

利，需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因势利导发展产业，地

方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此次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之后，各地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

是要以此为契机，立足长远谋划未来，走出一条符合高

质量发展要求的新路径。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老工业基地何以成文旅新“网红”
——辽宁文体旅高品质融合发展取得新进展

□ 新华社记者

2024年 5月 22日，游客在辽宁省大连市熊洞街观看仿生机械巨熊表演。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谋
发
展
不
能
踩
着
生
态
红
线
丢
了
底
线

□
新
华
社
记
者

刘
开
雄

5 月 23 日，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宝坪村，农户在田间劳

作。

初夏时节，地处武陵山腹地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宝坪村

迎来高山水稻的种植期。在层层叠叠的梯田间，当地农户抢抓农时开展高山

水稻种植工作。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走进位于正泰集团上海松江园区的正泰电气变压

器车间，看到机器人正把一层层薄为 0.23毫米的硅钢片

按设计要求叠装加工。据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 24小时

可叠 1680多片，相当于 6名成熟工人一天的工作量。

除了看得见的智慧，在车间看不见的地方，也是科技

感满满。工作人员介绍，变压器原本需要用的矿物油，经

研发被改为植物油，实现降低碳排放 98%的同时，可再

生、可降解。

据悉，正泰集团成立于 1984 年，最早是一家在温州

的小开关厂，正是通过一路寻求创新、转型，逐步发展成

为“发电、储电、输电、变电、配电、售电、用电”全产业链一

体化发展的“大链主”。

2004年，在松江投资 35亿元注册成立的正泰电气，

隶属正泰集团旗下智能电气板块。从“卖产品”向“卖服

务”，正泰电气用户覆盖电力、新能源、通信及数据中心等

多种领域。

“目前，我们的产品远销百余个国家和地区。”正泰电

气副董事长陈成剑说，公司国际业务占比约 30%，从极寒

的芬兰，到沙漠地区的沙特、热带雨林的厄瓜多尔，都有

正泰的“足迹”。

产品研发新实力，塑造市场新竞争力。2023年正泰

电气实现营收超 200 亿元，相较 2016 年的 40 亿元，跑出

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得益于正泰电气所处的松江是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策源地。

据悉，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依托G60高速、沪苏湖高

铁、商合杭高铁等交通大动脉，历经 1.0版“源起松江”、2.0
版“联通嘉杭”、3.0版“九地共建”，串起了上海松江，江苏

苏州，浙江嘉兴、杭州、金华、湖州和安徽宣城、芜湖、合肥。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郭淑晴

表示，九地各具产业基础和产业优势。于“各美其美”之

上，联席办通过产业联盟，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带动产业

链“美美与共”。

7 年间，这条科创走廊不断孕育壮大，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从地理空间“聚集”，到研发创新“协同”，再到发

展壮大“裂变”，“大走廊”不断夯实“智造经济”主阵地，打

造“创新廊道”新标杆。截至目前，九地 GDP占全国比重

上升到 1/15，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全国比重提升至 1/7。
“生态涵养，是让广大科创企业由小变大，以及解决

更多原始创新、转化创新的重要内生动力。”郭淑晴说，目

前，松江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6.79%，其

中超过九成是民营企业。

24 日，深入推进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创生态建

设大会在松江召开。会上，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科技成

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揭牌，一批跨区域合作项目签约。

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表示，G60 科创走廊的优势在

创新生态，出路也在创新生态，将以政府有为推动市场有

效，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新华社上海5月24日电

占比达 10%！

24 日开幕的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传

来好消息：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 10%。亿万

民众畅享“数智红利”。

当今世界，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未来的发展

方向。2022年，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提出明确目标：到 2025年，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0%。

如今，这一目标提前实现。

一个小苗茁壮成长，背后是从技术革新到产

业赋能的持续突破。中国数字经济成长为“大块

头”，其中蕴含着大智慧。

——以前沿技术不断累积数字经济
发展势能

基于多传感器的城市道路车道线识别，工业

机器人集成安装与调试，端侧人工智能技术和应

用创新……在由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组委会主办

的 2024数字中国创新大赛上，一个个选题昭示着

未来数字领域的技术新趋势。

数字经济，本身是一门汇聚各种前沿技术的

先进产业。

当前，我国 5G网络、光纤宽带网络和移动物

联网络覆盖面更广，先进计算、人工智能等关键

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

前沿技术研发进度不断加快，2023年算力总规模

居全球第二位……

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

全过程，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土壤，不断拓展着经济发

展的空间和潜力。

——以数据赋能有力托举产业转型

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主论坛上，首批 20
个“数据要素×”典型案例一一亮相。

以工业数据空间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加强信息

共享，应用物流运单人工智能识别、智能沙箱等技

术提升多式联运承载能力和衔接水平，建立专业

化新药研发数据集进行智能化分析以有效降低新

药研发周期……一个个典型案例正是以数据要素

促进产业转型的真实写照。

在长三角，一家新能源汽车整车厂可以在 4
小时车程内解决所需配套零部件供应。中国

“智”造速度的背后，是产业配套能力完备性的体

现，更离不开数字化转型这一重要支撑。

数据显示，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已超

3.2万亿元，已培育 421家国家级示范工厂、万余家

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从供应链到生产

线，数实融合进一步提速，不断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以数字手段打造美好生活

场馆之外，冶山春秋园引入AR数字许愿树、泉

山摩崖题刻科技拓印等数字艺术形式，打造马球场

遗址数字多媒体秀……宋代的青绿福州、闽越开疆

图穿越而来，数字手段为人们打开了无限想象空间。

如今，数字化生活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

生活方式：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

理和“最多跑一次”，2023年“网络中国节·春节”主

题活动相关内容总传播量达 304.5亿次，2023年我

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 5.7亿……

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一个数字经济大国正

不断开拓数字经济新蓝海。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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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

大会 24 日在大连启幕。会上，一大批文

旅项目集中签约，上百名文旅主理人分享

“流量密码”……人们争相挖掘辽沈大地

的文旅商机。

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辽宁，何

以变身文旅新“网红”?在越来越激烈的文

旅竞争大潮中，辽宁做对了什么?

“工业摇篮”玩转“诗和远方”

初夏时节，太阳刚刚升起，沈阳故宫

大清门前就人潮涌动，小旗林立。从冬看

红墙白雪，到春赏玉兰花开，拥有近 400
年历史的这座世界文化遗产一直游客不

断，最近上新的精品文物展、海派绘画展

更是引来网友追捧。

去冬以来，辽宁冰雪游因“不太冷、不

太远、不太难、不太贵”更加热气腾腾。辽

宁人乘势而上，创新文旅场景、制造流行

时尚，吸引游客来“工业摇篮”玩转“诗和

远方”。

冬天里的“一把火”，一直“烧”到初夏。

今春以来，凭借直通大海的优美景色

和巨轮“穿行”楼宇之间的独特景观，大连

市港东五街火热“出圈”。“大船与高楼同

框”的美图广为传播。

港东五街意外爆火，增强了辽宁发力

“四季游”的信心。

山海相映的辽宁，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入春后，丹东河口的桃

花、锦州北镇的梨花，各地赏花游、踏青游

此起彼伏。进入初夏，演唱会游、赛事游、

研学游日渐升温。

数据显示，清明小长假，辽宁接待游

客同比增长 110.81%，“五一”假期同比增

长 61.4%。人气旺、热度高的辽宁文旅正

在打破“冬季限定”，走向“四季常青”。

与此同时，大城市的“文旅热”，开始

向小城传导。

最近，电视剧《乘风踏浪》热播，带动

拍摄地兴城文旅“风生水起”。这座辽西

小城全城“寻宝”，一连推出“辽东湾第一

大岛”“宁远古城”等 IP。

曾经只有沈阳、大连等大城市为外地

游客熟知的辽宁，抢抓文旅风口，推动不

少小城从角落走向台前。今年以来，凭借

“万物皆可烤”的烧烤、千年古刹奉国寺、

海上奇观笔架山，锦州市成为社交网站上

的文旅“新星”。北京的上班族张紫涵专

程到锦州打卡，她说：“既有人间烟火又有

别样风情，锦州是旅行者的快乐老家。”

各类文旅新玩法，持续升级迭代。

大连熊洞街，当身高 6米、重达 25吨，

灰色的仿生机械巨熊时而张口咆哮，时而

缓缓前行，游客爆发出阵阵欢呼。大连冰

山慧谷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蓝费静

说：“这一街区由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连冰

山集团旧址改造而来，现已汇聚上百家游

乐、电玩、研学商户，老厂房焕发了新生机。”

“去小河沿逛早市”“来老北市看龙凤

呈祥”“逛辽博看古装展演”……辽宁各地

文旅新玩法升级迭代，带动红色游、美食

游、露营游等层出不穷。

花式“整活”激发文旅引力

“以前游客来，多是‘点一脚就走’，现

在辽宁既会‘整景’又会‘整活’，可看、可

玩的东西太多了，网上随便一搜，就是五

天四夜的游玩攻略。”谈及辽宁文旅之变，

沈阳城市学院城市品牌研究院院长李刚

十分欣喜。

今年一季度，辽宁省接待游客 1.71亿

人次，同比增长 68.2%；旅游收入 1902.1
亿元，同比增长 89.4%。从引得来人到留

得住客，辽宁多方发力：

——增“创意”，用多重方式“打开”美

好生活。辽宁挖掘独特场景，提供沉浸体

验，在令人眼前一亮的新品打造中，给游

客惊喜。围绕“夜游”一个主题，沈阳已开

发出浑河夜航、西塔烟火、文创市集、24小

时书店、深夜食堂等多个项目。

——加“文意”，让文化传统“活”起

来。裙裾飘逸，舞姿翩跹，十几位“女神”

从古画中“走出来”婆娑起舞……“五一”

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和辽宁歌舞团围绕馆

藏国宝《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创新排

演的舞蹈作品，一经亮相就惊艳四座。“太

漂亮了，文物‘活’起来了。”来自广西的游

客陈菲赞叹不绝。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辽宁深入挖掘

特色文化内涵并生动呈现，让游客沉浸其

中获得精神享受和情感共鸣。沈阳市推

出《老沈阳·寻凤记》、冰上芭蕾舞《一千零

一夜》几乎场场爆满。北票市在天鹅栖息

的“天鹅湖”旁举办天鹅节，芭蕾舞者的倾

情演绎让参观者大饱眼福。

——重“诚意”，以热情服务温暖游

客。近期，沈阳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组织了

300 人的志愿者队伍，在 15 个热门景区、

早市、商场设置“迎且”驿站，及时提供道

路指引、看护照料、诉求受理等服务，外地

游客纷纷点赞。

地铁站名“沈阳站”被网友吐槽，沈阳

马上改回“沈阳站站”；港东五街“火”了

后，大连立刻设立游客中心和免费饮用水

站……谈及辽宁文旅“宠粉”，大连市文旅

局副局长王文勇坦言，对游客将心比心，

才能以心换心，“辽宁人骨子里的实在、敞

亮、讲究，将通过服务的优化，聚拢更多人

气。”

让高品质引领文旅“长红”

从大连东港商务区乘坐游艇，在海风

轻拂中欣赏城市灯光秀。近日，“海上看

大连”作为全新场景供给，为游客提供高

品质视觉体验。

借助本次大会，辽宁全方位发力，推

进文旅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旅游强省，让

旅游业在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中发挥更

大支撑力。

蓄力高品质。辽宁省文旅厅厅长刘

伟才说，不靠“一招鲜”，不吹“一阵风”，辽

宁着力行稳致远，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公共服务，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吸

引宾客从“到此一游”到流连忘返。

白色院落掩映于乡野，阳光从玻璃天

棚洒下，位于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的“朴宿”

民宿清新致雅。“我们只有 7 间房，追求

‘小而精’。”经营者白冬云说，这两年岛上

的特色化高端民宿渐多，“要靠质量打品

牌”。

刘伟才说，辽宁将持续打造好营商环

境，做好高品质服务，让辽风、辽景、辽韵、

辽味深入游客内心。

发力大融合。沈阳浑南区，辽宁男篮

主场犹如绿色海洋，呐喊声震耳欲聋。从

球市“一票难求”，到宾馆“一房难求”、饭

店“一桌难求”，火爆赛事拉动了周边消

费。

辽宁不仅工业基础雄厚，还拥有文旅

资源 3.3万余处、32位奥运冠军和良好的

群众体育基础，文旅融合优势突出。沈阳

市文旅局局长刘克斌说，融合并不是简单

叠加，而是通过资源共享、相互赋能，进行

业态融合、场景聚合。

跟着赛事去旅行、寻着文博去旅行、

体验民俗去旅行……在辽宁，一批休闲度

假、夜间消费、户外运动等“文旅+体育”新

玩法涌现。今年，大连举办中体联世界杯

等赛事，重现“足球城”风采；沈阳打造演

艺赛事之城，吸引全国球迷、歌迷。

聚力一体化。在辽宁旅游，一张套票

能游览上百个景点，一张火车票也能来往

省内多地。本次大会上，辽宁整合各地

“100+”旅游景区，发布“畅游辽宁”年卡和

季卡，附带“100+”文化场馆、“100+”星级

饭店等优惠政策。

从单打独斗到携手共进，辽宁以全域

旅游品牌为引领，将沈阳、大连吸引来的

流量向周边分流，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

链、一体发展。

辽宁省文旅部门预计，今年上半年，

辽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将同比增

长 30%以上。 新华社沈阳5月24日电

记者 24 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

2024 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

活动当日在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开幕式上启动。

本届提升月以“数字赋能 全民共

享”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科技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全国

妇联、中国科协、中国残联等 14 个部

门共同主办，以助力提高人口整体素

质、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强化数字教

育培训，优化教学资源供给，丰富数字

应用场景，完善数字环境保障。

据悉，提升月期间，将组织举办全

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开放日活

动、数字素养与技能专题课、师生数字

素养与技能提升专项行动、数字科技

普及活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人才队伍

建设行动、数字助老爱心帮扶公益活

动、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和社会

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宣传教

育活动、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数字

健康普及宣传活动、国有企业数字化

转型行动计划、职工数字素养与技能

提升活动、女性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

行动、数字科普系列活动、信息无障碍

建设行动等系列主题活动，突出赋能

增效和便民惠民，加强对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新应用的教育培训，不断提升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夯实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门将同期举办本

地区 2024 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

升月活动。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2024年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启动

占比达10%！中国数字经济“长”得快
□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颜之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