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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国“一盘棋”，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层次。

九大科学装置、九大创新中心、两

大万亿产业集群……在今天的湖北东

部，一条由中国光谷出发，连接武汉、

鄂州、黄石、黄冈、咸宁五个城市，沿

长江经济带延展的科创大走廊正在加速

建成。

2020 年，年产 6000 万片触摸屏及液

晶显示模组的万年联创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建成投产。项目虽地处江西上饶市万

年县，却关联“南昌光谷”。“大南昌都

市圈”推动“跨城产业溢出”，成为拉

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火车头”，创

造了江西全省约 50%的GDP。

“十四五”开局之年，湖南省将实

施长株潭一体化战略作为推动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成立长株潭一

体化发展领导小组，明确了规划同图、

设施同网、三市同城、市场同治等“十

同”任务清单。

一个个城市群、都市圈，恰似一个

个区域经济“发动机”。据初步统计，

仅位于中部地区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已超过 70000 元，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60%。

加料、测温、取样……中国宝武马

钢集团智能化生产车间里，300 吨转炉

启动“一键炼钢”。17.5 分钟，一炉优

质钢水“新鲜出炉”。

“ 希 望 你 们 在 深 化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中，特别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能

够把握机遇、顺势而上，和长三角有机

衔接，进一步发展壮大。”2020年 8月，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宝武马钢集团优

质合金棒材车间，冒着高温察看生产运

行情况。

亲切的关怀，激励着企业不断奋进

超越。当年，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实现了

“亿吨宝武”的历史性跨越，印证了中

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和区域合作的巨

大潜力。

中国宝武马钢集团董事长丁毅说：

“我们将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顺势而

上，力争‘十四五’末实现 4000万吨钢

配套生产规模、销售收入突破 2000 亿

元。”

中部地区崛起、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多个区域发展战

略叠加，为中部地区在更高层次、更宽

领域集聚配置资源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重

大机遇。

天还没有亮，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

物流城里的水果经销商陈娜就忙了起

来：“平均每天从我这里发出的水果约

10 万斤，销往附近几个省份和海外市

场。”

2小时高铁圈、2小时航空圈，中原

腹地河南“陆、空、网、海”路路畅

通，“买卖全球”加速。

如今的中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

原城市群加强合作，基础设施加快联

通，产业合作稳步推进，民生公共服务

逐步共享，区域协同发展美好蓝图正加

快变为现实。

绿色崛起描绘美丽新中部

2019 年 5 月 21 日，在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强化环境

建设和治理，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

中部六省水道纵横、山峦叠翠，属

于中国的“生态重地”。实现中部地区

绿色高质量崛起，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萦

绕于心、谋划于胸。

走进山西右玉县，一列列整齐排列

的树木，宛如一幅幅壮观画卷。70 多年

前，这里曾被外国专家断言“不适宜人

类居住”。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6 次对“右玉精

神”作出批示指示。2020 年考察山西

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扬“右

玉精神”，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

如今，绿色已成了右玉最厚重的

“底色”。

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开展生态修复

和补偿、推行河 （湖） 长制、出台生态

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一项项制度

体系构筑中部绿色崛起的长效机制；建

设河流生态廊道、探索排污权和碳排放

权市场化交易、推进绿色低碳示范区建

设……一个个创新举措倍增中部经济发

展的“绿色含量”。

今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

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强调，“加大生态保护力

度，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水资源保

护”，“要把水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作为重中之重，划出硬杠杠，坚定不移

做好各项工作，守好这一库碧水”。

“有水不养鱼，有山不放牧，有矿

不开发。”在河南南阳市淅川县九重镇

张河村，南水北调总干渠穿村而过。村

党支部书记张家祥说，为了守护一渠清

水，村里取缔了水产养殖，在干渠沿线

造林推进以绿护水，同时也换来了软籽

石榴这个绿色富民产业。

绿水青山之间，越来越多这样的转

型发展。曾在巢湖以捕鱼为生的于玉能

如今有了新职业：护水员，负责巢湖蓝

藻打捞。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市肥

东县十八联圩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

罗家疃段考察时说，巢湖是安徽人民的

宝贝，是合肥最美丽动人的地方。一定

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

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巢湖生态

保护。我每天干的活，就是让水更干

净，让八百里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

片！”于玉能说。

长江三峡青山叠翠、江水碧绿；鄱

阳洞庭两湖候鸟翩跹、烟波浩渺；淮河

沿岸生物多样、湿地见长……在美丽中

国的版图上，中部地区的“颜值”不断

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

卷正徐徐铺展。

（参 与 记 者 ： 余 贤 红 、 刘 良 恒 、

侯文坤、牛少杰、王劲玉）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潮 涌 中 部 满 眼 春

（上接1版）
谢大云就是加工厂的长期工人，每

个月能领到 3000元的工资。在到加工厂

务工之前，他在大方县等地做零工，常

年东奔西走，收入也不稳定。如今在家

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加上妻子栽种竹荪

也有收入，他乐呵呵地说：“现在的日

子就是好。”

除了菌棒加工厂，周围老百姓还能

到竹荪种植基地务工。“基地占地 23
亩，现有 70 个大棚。”李金玉告诉记

者，每个大棚能种植 2000棒菌棒，产值

在 3.2 万元左右。基地平时能容纳 10 来

人务工，忙季需要 20余人。

有了产业支撑，村里的发展越发红

火起来。但少数人富不是富，大家都好

才是好。湾箐村全村 581 户 2023 人，外

出务工人员 519人，在家闲散劳动力 970
人 ， 村 中 闲 置 房 屋 面 积 约 2.4 万 平 方

米。如何盘活村内资源？湾箐村党支部

将目光投向了闲置房屋和闲散劳动力这

“两闲”上，探索出一条利用“两闲”

促进“三收”的新路子。

红托竹荪不仅能在大棚种植，还能

在室内栽种。村集体合作社就大力推

广该项技术，由公司统一提供菌棒及

种植技术，并对竹荪进行回收。解决

销 路 问 题 就 解 决 了 老 百 姓 的 后 顾 之

忧，既能学到技术又能增加收入，越

来越多老百姓将自家闲置房屋利用起

来栽种红托竹荪，像张祥云家一样每

年增加一项固定收入的老百姓也越来

越多。

“资源的有效盘活，不仅促进老百

姓增收，也促进合作社增收，明显增强

了合作社带动致富的能力；促进村集体

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李金

玉说，如今村里的竹荪成功注册商标

“箐硒牌红托竹荪”，大家发展的劲头更

足了。

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的

有效衔接进程中，产业兴旺是关键。接

下来，湾箐村将继续发展好红托竹荪食

用菌产业和经果林，通过长短结合方式

推进产业长效发展，带动群众持续稳定

增收。

以“菌”为媒 利用“两闲”促“三收”

（上接1版）
险恶的自然环境没能击败他。“我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加大技术创

新攻关力度，拿到浅海石油勘探开发技

术‘杀手锏’，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

手里。”王志伟说。

正是许多像陈新伟、王志伟这样的

石油人，在大海、大漠间坚守与开拓，

才使我国从“贫油国”跃升为油气生产

大国。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中国矿产资源

报告 （2021）》 显示：2020 年，全国石

油、天然气剩余探明技术可采储量已达

36.19 亿吨、 62665.78 亿立方米。近些

年，我国原油年产量近 2亿吨。

握紧创新主动权

今年 6 月 20 日，中国石油长庆油田

公司向外界发布，我国在鄂尔多斯盆地

探明页岩油地质储量超过 10亿吨。这是

我国目前探明储量规模最大的页岩油整

装油田。

这一成果离不开长庆油田油气工艺

研究院院长张矿生和团队的努力。鄂尔

多斯盆地因“低渗、低压、低丰度、储

层致密”等特性，导致“井井有油，井

井不流”。“从这里采油，就是从石头缝

里榨油。”张矿生说。

为了把油“榨”出来，张矿生带领

长庆油田科研团队一头扎进鄂尔多斯盆

地。黄土做伴，风沙为友。

终于，在致密的砂岩之上，国内最

尖端的压裂技术被“磨”了出来。中国

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完全实现自主化，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历史回溯。20 世纪初，外国一些专

家来我国找油，最终一无所获，中国也

被戴上“陆相贫油”的帽子。正是一代

代石油人的不懈创新，才突破理论、填

补空白，探得石油储量越来越多，钻井

打得越来越深，成为今天的油气生产大

国。

“基础、核心的东西讨不来、买不

来，要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来实

现。”杰瑞股份石油装备集团副总裁李

心成说。他的研发方向是石油机械装

备。

2019 年，李心成和团队推出一套自

主研制的电驱压裂成套装备，功率是传

统常见柴驱压裂装备的两倍多。他还有

不少创新成果全球领先。

石油人的创新遍及全产业链。正在

南疆“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的中

国石油克拉玛依石化公司炼油化工研究

院副院长柯友胜，擅长石油炼化领域创

新。

2004 年，柯友胜带领团队成功研制

一种高端变压器用油，打破国内重要变

压器生产厂家长期依靠进口的市场格

局。

“石油领域科研生产是一条很长的

路，一代代人为此付出青春。虽然我们

的工作环境大多很荒凉，但我们不改初

心，将不断传承和创新。”柯友胜说。

接力端稳“饭碗”

“‘90 后’里面我是最老的。”在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办公室，李跃

笑着说。从小生长在大庆的李跃，2018
年从东北石油大学博士毕业后，留在油

田工作。

在这里，他总能想起老一辈石油人

的精神。特别是在油田生产现场，面对

异常困难的精细勘探课题，李跃总会想

起大庆“新铁人”王启民靠着双脚一口

井一口井搞调研的故事。

“现在条件好多了，不用走着去，

但我也调查了 1300 多口井。”凭着肯吃

苦的劲头，李跃为他所负责研究地区的

石油勘探指明方向做出了贡献。

为新中国“解围”，为现代化建设

“造血”，一代代石油人接续奋斗。迈向

新征程的石油人，正以崭新面貌，艰苦

奋斗、开拓创新，传承、延续并践行着

石油精神。

一个又一个好消息不断传来。今年

5 月，四川盆地平安 1 井测试获得日产

超百立方米油、十万立方米天然气的高

产油气流。这是以大庆古龙页岩油的观

点、方法，用大庆钻探和压裂试油的技

术、工艺，在四川盆地陆相页岩油的具

体实践和成功复制。

“这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依靠

自主创新、不懈奋斗，未来我们一定能

在新领域取得更大成就。”大庆油田采

油工程研究院企业首席技术专家张永平

说。他负责大庆油田在四川区块的油气

勘探开发技术工作。

渤海之滨，海风阵阵。在习近平总

书记刚刚考察调研过的胜利油田，刚从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硕士毕业的蒋子

月沿着爷爷和父亲的足迹，加入石油人

队伍中。

“ 作 为 年 轻 一 代 ， 我 们 需 要 传 承

‘老师傅’苦干实干精神，也需要发挥

年轻人闯劲十足的优势。”她说，希望

在今后几十年里，能在工作中参与更多

新技术探索研发，为端稳能源饭碗出一

份力。

（参与记者：顾煜、杨喆、李华、

雷肖霄）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为 端 好 能 源 饭 碗 ，
他们“扎根”大漠大海

深蓝之下，深渊之上。

一艘被誉为“移动海上实验室”的

科考船，搭载由 15家单位、60人组成的

科考队伍，携带国家关键深海装备，从

海南辗转抵达“地球第四极”。

一群在地球上寻找和挑战深海的

人，从一个海域跨越到另一个海域，再

次成为马里亚纳海沟的来客。

一个“十四五”时期开新局的航

段，近 60 天、5388 海里的征程，“奋斗

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投入常规科考

应用，多个深海“神器”接受万米洗

礼，我国深海科考由“进入”向“探

测”继续推进。

今年 8 月至 10 月，“探索一号”科

考船完成了第 21 个科考航次的首个航

段，其搭载的“奋斗者”号再次在万米

深海征途上留下足迹。这证明，人类认

识、保护、开发海洋的脚步，将永不停

止。

深渊之极 再战万米“挑战者”

万米深海，曾经被认为是海洋科考

的“禁区”。“挑战者深渊”，是地球最

深处马里亚纳海沟的“极地”，最深超

过 10900 米。这片漆黑、高压、低温和

地质运动活跃的“深海荒漠”，现在是

海洋研究最前沿的领域之一。挑战马里

亚纳海沟的中国科考人，成为大洋上的

一抹亮色。

——挑战万米，突破自我新跨越

“大国重器，不需要‘样子工程’，

由‘试’到‘用’，才是应有本色。”航

次监理、高级工程师张宏太说。

去年，我国自主研发的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奋斗者”号实现万米海试成功

坐底。今年又战深渊，“奋斗者”号再

次令人瞩目。此航段中，它一共下潜 28
次，其中 7 次到达万米深度开展作业，

进一步验证了我国潜水器高频次、连续

深潜作业能力。

下潜作业期间，“奋斗者”号开展

了目标搜寻及地形探测、采集深渊海底

样品及搭载装置进行海试等作业任务。

这标志着它正式跨越到常规科考应用阶

段。

——挑战万米，勇于迎接新考验

从实验室到深海，装备海试面临着

在“教科书上找不到标准答案”的考

验。

“海斗一号”总工程师、中国科学

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唐元贵说，

这台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经过近一年

的优化改进，重新来到熟悉的战场，但

负责海试的科研人员仍旧小心谨慎。

“最焦虑的一次是试验进行到 7.5 小时，

距离‘海底 8 小时’指标仅一步之遥，

没 想 到 它 还 是 因 故 障 提 前 结 束 了 任

务。”他说，对于要求严格的团队而

言，该项指标考核成绩就是零。

“抬起头来，挺起胸膛，再来！”当

看到连续工作 18小时的同事们一个个揉

着眼睛睡不着觉时，唐元贵鼓励大家找

出问题，梳理方案。在没有援兵、备件

不足的条件下，“海斗一号”在接下来

的潜次中，成功突破海试指标并完成试

验性应用。

——挑战万米，不断创造新纪录

在同一条科考母船上，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无人潜水器和着陆器交替下潜

作业，此次在“探索一号”上成为现

实。

参加海试的多个项目装备也纷纷传

出捷报——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的深渊宏生物保

压取样装置，在国内首次实现近 10900
米深度的保压样品获取；湖南科技大学

全海深海底水体和沉积物气密取样装置

经过现场考核，表明我国在 7000米级深

度条件有能力获取深渊环境高质量保压

沉积物样品；浙江大学全海深重载比例

液压机械手在海底作业过程中，展现出

抓、割、剪、拨等“十八般武艺”，首

次让此类机械手在万米海深成功取样成

为现实……

深海之行 追寻“心中那抹蓝”

海浪汹涌险恶，海上艰难孤独，漫

长的深海科考过程，是一场与自然和心

灵的搏斗。是什么驱使科考人一次次进

入大海、迎接一个个未知挑战？

“是好奇心。”航次项目助理蔡珊雅

说。好奇是人的本能，人们对深海的好

奇，不亚于外星球。海底也有山川沟

壑、有火山冷泉、有悬崖峭壁、有栖居

生物，“那几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她从万米深渊上到甲板后，迫不及待将

拍摄到的“怪异斑驳图形”“神奇沉积

物”“蠢萌狮子鱼”等影像，同其他科

考人员分享，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探索一号”实验部主任盖文庆还

记得，在西南印度洋数千米冰冷海底发

现的一处热液。灯光照去，喷口周围竟

出现密集的虾群。“简直无法想象，这

种震撼场景怎能不吸引人去追寻、研究

呢？”

“是责任心。”在“探索一号”的会

议室里，挂着蓝底白字的横匾：“向深

海深渊进军，对科考成果负责”。潜器

间里，潜航员们每次下潜前，都要对潜

水器进行多达 10几个小时的故障排查和

检修保养工作，有时甚至要通宵鏖战；

在实验室，海试装备的负责人反复调

校，一丝一毫也不敢疏忽。“没有绝对

的万无一失。”“探索一号”实验部轮机

长李湘湘说，“每个零件、设备都得严

丝合缝，因为科考成果很可能受一处小

差错影响而化为泡影。”

“是使命感。”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

院教授张宇说，她只是“想为国家做点

事”。她说，“探索一号”出海后，代表

的就是中国，所有科研人员怀着对大海

的热情，怀着国家荣誉感，进行各自研

究领域的突破，“是一件幸福的事”。

唐元贵表示，研制深海大国重器，

是深海科研工作者肩负的使命。“深海

人”在一次次经验教训中，摸爬滚打，

坚守前行，“做隐姓埋名的人，干着惊

天动地的事”。

深蓝之梦 扬帆漫漫长征路

一次次的深海科考，不仅加深人类

对深海的认识，带动新工艺、新技术、

新材料的改革进步，还填补人类在海洋

物理、微生物、有机化学、地质学等研

究领域的历史空白。

“但目前人类在海洋面前仍是一个

学 生 ， 我 们 还 有 很 长 的 求 索 之 路 要

走。”张宏太说，装备海试只是深海科

研的一张“入场券”，人们对海洋尤其

深海、深渊，认识还远远不够，深海科

考事业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国在一

些关键技术和设备上，仍存在“卡脖

子”的风险，这不仅需要对海洋怀有敬

畏之心，更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投

入、研究和试验。

“所有的艰难，都不会阻挡我们对

大海的向往。”蔡珊雅至今记得，当她

乘坐“奋斗者”号下潜时，全程几乎如

同黑夜。而一旦坐底，开灯的瞬间从舷

窗向外看，鱼虾等生物游来游去，感觉

“山河”就在脚下，灯光照过的海水，

会呈现出渐变的蓝色，美丽而梦幻。

她觉得这就像是深海研究的过程——

深海狮子鱼为什么没有皮肤？海底为什

么会形成波纹？深海的菌群是怎样相互

组成一个生态系统？许多现象和事物在

教材和学术论文里找不到，人们对这些

问题最初满怀疑惑，但通过不断研究，

总会“柳暗花明”。

首次参航“探索一号”的浙江大学

海洋学院硕士研究生阮东瑞，经历了海

试设备多次出现故障、令他几近要放弃

的“至暗时刻”。在全船人员的帮助

下，他终于一举获得宏生物的取样成

功。立志继续攻读海洋学科博士的他

说，深海科考风险高、周期长，稍有疏

忽就会失败；深海研究有时候可能在大

量投入后一无所获，但好运一定会眷顾

对大海探索永不止步的人。“深海科考

没有捷径，这个事业，需要我们一代又

一代人传承下去，年轻人要准备握好接

力棒。”

未 来 的 深 海 图 景 将 会 变 成 怎 样 ？

“从推开深海一条门缝，到打开深海大

门，国家经过了多年努力。我相信未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深海装备出现在大洋之

中，勘探开发资源、保护海洋生态，我

们的海洋强国之梦一定会成为现实。”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工程

师张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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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万米深蓝，拓展深海科考
——“奋斗者”号“十四五”开局首潜航次取得新突破

□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 陈凯姿

美国应真正从强推“民主改造”的

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美国继续在输出

美式民主的死胡同莽撞前行，其在阿富

汗遭遇的失败不会是最后一次

“美国持续 20 年试图将西方民主模

式强加于阿富汗的努力宣告失败。”连

日来，在美国各界对阿富汗政策的反思

中，这种声音尤为响亮。当长达 20年的

阿富汗战争走到尽头之际，人们更加清

楚地看到，美国声称要为阿富汗植入的

美式民主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美国强

推“民主改造”不符合实际，最终只会

自食恶果。

美国政治精英曾就“民主改造”阿

富汗发出诸多“豪言壮语”，如今这些

话只会让他们自己尴尬。20 年前，发动

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直言：

“我们在帮助阿富汗人民建立一个自由

社会方面有战略利益”。在回应美国国

会有关是否在阿富汗进行“国家重建”

的质询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前负责人彼

得雷乌斯回答：“我们的确是”。《华盛

顿邮报》 在采访大量美国外交官、军事

官员和援助人员后指出，“华盛顿愚蠢

地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阿富汗”，

想要把一个美式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

场经济”强加给阿富汗。20 年后，美国

“民主改造”计划失败已成定局，美领

导人又堂而皇之地以所谓“美在阿政策

目标不是重建”为自己开脱，将美国输

出美式民主的虚伪与不负责任暴露得更

加彻底。

美国试图在阿富汗移植美式民主，

但其自始至终搭建的是毫无现实根基的

海市蜃楼。在政治架构方面，美国妄图

打造一个“第三世界版的华盛顿”，完

全无视这种政治安排与阿富汗历史文化

和国情毫不相符。在社会治理方面，据

美国媒体报道，美军顾问“通过观看电

视节目来学习如何在阿富汗开展警务工

作”，民政团队“通过幻灯片演示文稿

被大规模组建出来”，在落实项目时完

全不顾当地情况。在经济政策方面，美

国官员承认，能够帮助阿富汗逐步摆脱

贫困的经济政策，如适当的价格管控和

政府补贴等，从来没有被他们考虑在

内，因为这些措施与资本主义不相容。

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

从本质上讲，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将阿富

汗强行塞进一个它无法适合的盒子里。

据美国媒体测算，20 年来美国为重

建阿富汗拿出的资金，经通胀调整后，

甚至比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还要

多。投入如此巨大，却难以避免失败，

这一苦涩现实无疑是对美式霸权的莫大

反讽。“我们对阿富汗缺乏根本的了

解”“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国家的

经验直接应用到另一个国家”……许多

参与阿富汗“重建”的美国官员认为，

美国向阿富汗输出民主失败，归咎于傲

慢自大和自欺欺人。

历史早已反复证明，把外来模式生

搬硬套到历史文化和国情截然不同的国

家，必然要遭遇水土不服，最终难以立

足。在这方面，美国的教训非常多。然

而，美国政客至今无法摆脱输出美式民

主的冲动。他们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文

明优越感”，将民主视为美国的“专

利”。他们以为打着“民主”的旗号，

就可以任意践踏国际规则，干涉他国内

政，甚至发动战争，达到维护美国霸权

的目的。正是这样的心理，让美国一次

又一次重复自己的错误。

民主没有固定模式，更不能先入为

主、越俎代庖。美国应真正从强推“民

主改造”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美国

继续在输出美式民主的死胡同莽撞前

行，其在阿富汗遭遇的失败不会是最后

一次。

（原载于 《 人民日报 》 2021 年 8 月

27日第16版）

强 推“ 民 主 改 造 ”
只会自食恶果（钟声）

——二十年阿富汗战争给美国的警示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