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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汾河珠翠明。哺育了三晋文明的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
考察时强调：“一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
生态环境保护，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
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察看
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和城市环境建设情
况时强调，要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河，
再现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景，让一泓清
水入黄河。

牢记殷殷嘱托，山西打响汾河生态保
护与修复攻坚战，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
城一体推进，关停污染企业，挖掘历史文
脉，不仅让汾河沿线的产业“绿”起来，而且
使其承载的三晋文化焕发崭新光彩。

昔日大河风光重现

由于流域内过度开发，汾河生态曾
遭受破坏，一度陷入“雨季过洪水、旱季
没流水、平时是污水”的窘境。2017年以
来，山西省按照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
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总要求，展开
了全流域、全方位、全系统治理汾河的新
篇章，使汾河生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 解 决 水 资 源 短 缺 问 题 ，引 黄 济
汾、引沁济汾等工程先后实施，实现向
汾河生态补水。为了涵养水源，汾河源
头和上游地区设立多个保护区。沿线
区域实行“关井压采”，严格控制流域内
地下水开采，大举推广农业节水灌溉和
工业节水措施。

“晋水今入并州里，稻花漠漠浇平
田”。太原晋源区曾因泉水丰沛、稻米
飘香而闻名于世。但因水生态破坏，这
里的泉水先后断流。随着汾河水量渐
丰，近年来多处泉眼出现复涌。晋源区
索村稻农赵子炎指着一处复涌的泉水
激动地说：“好久没见这样的泉水了！
又能种出小时候吃过的大米了！”

治污是一场攻坚战。山西各部门
一个断面一个断面地定方案，拉网式排

查入河排污口，持续加强污水处理、雨污
分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升污水处
理能力。汾河流域国考断面在 2020年 6
月全部退出劣Ⅴ类，2021 年又全部提升
至Ⅳ类水质以上；去年，汾河流域优良水
体比例为 57.1%，同比提升 9.5个百分点。

“过去发黑的汾河流入黄河，会有
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运城市生
态环境局万荣分局副局长吴效奎说，

“现在汾河水质改善，已经看不到这样
的分界线了。”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为推动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山西谋划实施十大治理工程 280 个项
目，确保到 2025 年黄河流域国考断面稳
定达到Ⅲ类及以上水质。

“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看杏
花”。如今的汾河，水清岸绿，鸟飞鱼
翔，昔日大河风光重现。

“以前汾河没什么鸟，能拍到一两只
就特别激动。”年过六旬的胡文晋最喜欢
在汾河边拍鸟，他说，鸟儿是最好的“生
态试纸”，近些年汾河生态改善，来的鸟
也越来越多，“至少有 150 种，而且很多
从旅鸟变成留鸟，把家安在了汾河边”。

转型发展守护碧水

汾河岸边、吕梁山上，一排排深蓝
色光伏板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位于汾河上游保护区的娄烦县，利用当
地地势较高、光照时间长的特点发展光
伏产业。自 2016 年起，娄烦县共建成光
伏电站 70座，老百姓吃上了“光伏饭”。

这是山西构建安全高效、可持续发
展能源体系的一个生动写照。

作为山西的重要经济带，汾河流域
分布着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
沿岸的太原、晋中、临汾等市因地制宜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在汾河中游，以甲醇产业为引领，
晋中市开启了能源转型的新赛道。走
进吉利汽车晋中基地生产车间，一辆辆

甲醇重卡、甲醇轿车经过最后检测，缓
缓驶出生产线。山西吉利新能源商用
车有限公司生产物流部副部长李恒说：

“我们从去年 6 月全省首台甲醇重卡下
线以来，已经交付了 1200 余台，还有上
千台订单正在生产。”

“作为煤炭大省，山西利用煤生产
工业甲醇具有明显优势。”晋中市工信
局总经济师彭鹏说，当地围绕国家级甲
醇经济示范区建设目标，逐步形成千亿
级甲醇经济新生态链。

汾 河 临 汾 段 位 于 中 下 游 ，全 长
161.5 公里，被称为百里汾河新型经济
带。临汾市以制造业振兴升级为主攻
方向，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与汾
河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华翔集团是一家高端装备制造企
业，走进厂区，干净整洁的环境，令人难
以相信这是一家制造企业。华翔集团
安全环保部部长李青亮说，企业以前用
的是冲天炉，每年使用约 4万吨焦炭，不
仅有安全隐患，还污染环境，现在企业
全部换上了节能环保的电炉。企业还
建成了日处理能力 25 吨的污水处理站，
经过处理后的水通过冷却后循环利用，
每年可以节水 300万吨。

生态环境的改善，离不开产业转型
战略的持续发力。今年前三季度，山西
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长 12.5%，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 9 个百分点，新动能增长引
擎作用继续显现。

汾河两岸，高端制造、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等一批新兴产业正在成长壮大，
一幅现代化产业画卷正徐徐展开……

赓续文脉浸润心田

汾河之变，蕴含着历史文化传承。
在沿汾各地精心打造下，汾河正成为一
条延续三晋文脉的人文长廊。

游走在太原汾河景区内，既可赏风
景、更能品文化：“叠翠轩”内远眺西山，

领略元好问写下“水上西山如挂屏，郁
郁苍苍三十里”时的情境；在台骀治水
壁画前，追忆汾水往昔，一睹先贤风采；
置身山西历史文化名人长廊，还能遍览
三晋历史上的璀璨群星……

在治理中深挖人文历史，太原在汾
河两岸打造了一系列文化景观。描绘
词人元好问与汾河故事的雁丘园已于
今年 9月底正式开园，园内风光旖旎、芳
草萋萋，冬春时节还可见到大雁栖息。

在晋南临汾，沿汾河一路南下，仿佛
穿越历史长河，华夏文明瑰宝点缀其间。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
树”，唤醒人们对“根”的记忆；丁村遗址讲
述着距今 10 万年左右的人类生活故事；
还有陶寺遗址、春秋时期的晋国都城等。

“临汾在沿汾一线打造文化旅游走
廊，突出根祖文化游，充分挖掘丁村文
化、晋文化、移民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
代价值。”临汾市文旅局副局长李刚说。

在位于临汾市城区的汾河文化生
态景区内，临汾市博物馆向游人展示着
这片土地上厚重的历史文化，定期举办
的传统文化进景区等活动，让这里更加
富有吸引力。

“只要有朋友来山西，一定会带他
们到汾河岸边走走，欣赏美景的同时，
给他们介绍这里的人文历史和厚重的
三晋文化，自己打心眼里也觉得自豪。”
山西太原市民刘宇这样说。

日落时分，站在汾河晋阳桥旁的观
景平台上眺望，远处的西山红霞满天，
近处的河面波光粼粼，一艘艘皮划艇正
奋楫向前……

古晋阳八景之一“汾河晚渡”仿若
重现，今日之汾河依然美丽动人。

新华社记者 赵 东 辉 王 菲 菲
魏飚 马晓媛

一 泓 清 水 润 三 晋
—汾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见闻

11 月 21 日，在山
东省临邑县临南镇，
农户在收获大棚西红
柿。

近 日 ，山 东 省 临
邑县的大棚西红柿进
入成熟收获期，当地
大棚西红柿种植户忙
着采摘、装运西红柿
供应市场。临邑县近
年来因地制宜发展大
棚西红柿产业，目前
全县大棚西红柿种植
面 积 超 过 4 万 亩 ，大
棚西红柿产业已成为
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的特色产业。新华
社记者 徐速绘摄

55 个 品 牌 被 移 出 中 华 老 字 号 名
录，73 个品牌被要求限期 6 个月予以
整改……近日，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
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引发外界
关注。

此次被“摘牌”的中华老字号有许
多是消费者曾经耳熟能详的品牌，比如
天津“稻香村”、重庆“冠生园”、上海“西
湖牌”等。这些老字号缘何被摘下“金
字招牌”？

优胜劣汰
老字号不能一“老”永逸

在被“摘牌”企业中，天津稻香村因
与北京稻香村、苏州稻香村同名而备受
关注。天津稻香村品牌历史悠久，可追
溯至清朝年间，但因与北京稻香村商标
冲突，目前仅有一个“稻穗”图形商标。

记者了解到，天津市稻香村食品有
限公司目前由天津市和平区属国有企
业天津华旭贸易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控股。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因
公司改制、合并等多重原因，天津稻香
村早已不再生产食品糕点，经营过一段
时间餐厅也已停业，目前公司仅靠部分
租赁业务在维持。

“此次未能通过中华老字号复核令人
遗憾，因企业确实已不再生产相关产品，
但公司并未彻底放弃‘稻香村’品牌，还会
择机振兴该老字号。”这位负责人说。

55 个被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的品
牌中，上海有 17 个。记者了解到，被移
出名单的上海西湖饭店有限公司的“西
湖牌”，其原有门店拆迁改造后数年间
一直未能重开，实际已经不再经营；“钱
万隆”酱油实际已经停产；还有的存在
知识产权等历史遗留问题等，导致不符
合申报“硬杠杠”。

记者走访上海、天津、重庆、安徽地
区相关企业发现，长期经营不善，已经
破产、注销、倒闭，或者丧失老字号注册
商标所有权、使用权等，是这些品牌被

“摘牌”的主要原因。

“有进有出”
动态监管确保老字号成色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商务委介
绍，17 个移出名额将被用于推荐其他
优秀企业申报中华老字号。上海已从
104 个新认定的上海老字号中遴选，积
极参与创建新一批中华老字号，争取

“进”的数量大于“出”的数量。
“优中选优”“有进有出”是中华老

字号复核工作一大特点。
为 推 动 中 华 老 字 号 顺 应 市 场 机

制、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老字号
示范创建管理办法》，今年 4 月，商务
部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文物局，部署开
展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坚持“优中选
优”的工作原则，建立实施“有进有出”

的动态管理机制，对已有中华老字号进
行全面复核。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将
55 个品牌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是经
过企业自查、地方初核、专家评审、社会
公示等程序，由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公
布的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

除了上述被“摘牌”的 55 个品牌，
五部门还对经营不佳、业绩下滑的 73
个品牌，限期 6个月予以整改。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商务部等部门
开展的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工作，与
2006 年、2011 年先后两批的认定工作
相比，不单纯是体现保护与传承，更重
要的是鼓励老字号老品牌做优做强，起
到引领自主品牌发展的作用。

“这其实是对中华老字号更深的爱
护。”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张丽君表
示，聚焦建立健全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创
新发展长效机制，推动老字号对标先进
理念、顺应市场机制，加快守正创新发
展，通过“有进有出”的动态监管制度，
来确保老字号“金字招牌”的成色。

百姓期许
老字号也要紧跟时代节拍

对于被“摘牌”的老字号，不少消费
者表示惋惜，但更多表达了支持。

“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规律”
“老字号也不能吃‘老本’”“消费者满意
才是最高目标”……消费市场不断变化，
消费者的反馈更加印证，老字号必须直
面消费新趋势、新场景、新需求，在坚守
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同时，创新技艺、产
品与管理模式，从而紧跟时代发展脚步。

调查显示，目前经商务部认定的中
华老字号品牌，半数以上已经入驻电商
平台。在刚过去的“双十一”，一批老字
号品牌“触网”转型，再度走红。更有上
海凤凰、京珐景泰蓝、福建片仔癀等越
来越多老字号扬帆出海，推动中国品牌
走向世界。

店训朗朗上口、店规过目不忘、产
品物美价廉……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
发展历史中孕育的“金字招牌”，既有很
高的经济价值，也有丰富的文化价值。
目前 1000 个经营规范、发展良好的品
牌仍继续保留。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 年，中华老
字号企业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实现营业
收入超 1.2 万亿元，近七成企业实现盈
利。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已超过
2022 年全年水平，发展势头良好。

“一些老字号被‘摘牌’之所以引发
全社会这么大的关注，其实反映出老字
号在消费者心中的分量很重，也寄托着
更高期许。要更好发挥中华老字号示
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相关市场主体高
质量发展。”张丽君说。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王宁 宋
瑞 周蕊 刘梓桐 汪海月

产 业 更 强 ，城 市 更 新 ，生 活 更 美 。
近两年来，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
省会城市，河北省石家庄市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城市更新，有效
增进民生福祉，城市“蝶变”升级不断开
创新局面、展现新画卷。

千亿集群 强壮产业“筋骨”

初冬时节，走进石药集团智能制造
灯塔工厂项目施工现场，处处可见一派
繁忙景象。目前项目已实现主体封顶，
外装和产品规划设计正有序推进。“这一
项目以生产创新药为主，将成为石药集
团新药品种产业化的重要基地。”石药集
团工程管理中心高级总监王建明说。

天气寒意渐浓，石家庄项目建设热
度不减。今年石家庄安排省、市重点建
设项目 439 个，总投资超 4236 亿元，年
度预计投资 1083 亿多元。

锚定经济总量过万亿元发展目标，
石家庄市将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
产业确定为率先突破的两大主导产业，
同时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
和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全力打造五大千
亿级产业集群，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加快
构建。

通过延链补链强链，一个具有较强
市场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快速

崛起。目前，石家庄以高新区为重点，
以经开区、栾城区、赵县、晋州市为配套
的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了以生物技术药
物为引领、化学药为主体、现代中药为
特色、高端医疗器械为补充的生物医药
产业体系，涵盖了研发、生产、流通、配
套服务等产业链条。

在鹿泉区、正定县等区域，新一代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日趋壮大，吸引越来
越多上下游企业落地。先进装备制造
产业“成色”越来越足，加速迈向价值链
高端；现代食品产业、现代商贸物流产
业加快发展……在龙头企业带动下，石
家庄五大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现代产业
体系的“四梁八柱”日益稳固。

深度更新 扮靓城市“颜值”

遛娃逛街、聚会品茗、追寻工业文化
印记……今年国庆节，位于石家庄市和
平东路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投入运
营，市民曾经熟悉的石煤机老厂区以原
有 6 座旧厂房为载体，将场景、风貌、业
态等进行整体打造，实现了从废弃工业
厂址到城市微度假区的华丽蜕变。

“这里定位为一个传承城市历史文
脉、融合省会城市人文、创意时尚都市
生 活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城 市 微 度 假 中
心。”石家庄城发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石美集”既有石煤机老厂区的谐音，又
蕴含打造美好生活体验区域之意。

和 平 东 路 沿 线 曾 是 钢 铁 厂 、制 药
厂、机械厂等集聚的工业地带，随着城
市发展，一些工业企业退城搬迁。石家
庄依托旧厂区承载的工业历史文化和
城市记忆，努力变“工业锈带”为“生活
秀带”。

石煤机老厂区的“蝶变”是石家庄深
入实施城市更新，塑造城市品质形象的一
个缩影。近两年来，石家庄谋划实施了高
铁片区、太平河片区、和平东路片区等 69
个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超过 3200 亿
元。城市更新中，存量土地优先用于补充
公共服务设施，做到“还空间于城市，还绿
地于人民，还公共服务配套于社会”。

石家庄正变得越来越漂亮。今年
10 月，石家庄北三环市政化改造项目中
的 2 万吨跨铁路桥成功“转身”，畅通城
市交通循环再下一个“关口”。高铁片
区中央绿色体育公园 4座大型独立运动
场馆建成开放，塑造了体育运动与绿色
生态相结合的公园城市运动新场景。

优化服务 提升民生“温度”

不用辗转到外地就医，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北京专家优质医疗服务，这对患
者而言是一件幸福的事。不久前，看到

父亲顺利完成手术，石家庄市民张洪波
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张洪波的父亲被查出患有胸腹主动
脉瘤，需要尽快手术。听说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石家庄医院就有北京专家出诊，一家
人慕名而来，患者很快顺利完成手术。

优质公共服务寄托着市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2022 年以来，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首都儿研所附属儿
童医院石家庄医院和天津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石家庄医院先后挂牌，合
作医院之间运营管理、诊疗服务向同质
化迈进。

近年来，石家庄市把群众“急难愁
盼”抓在手上，不断破解民生难题，增进
民生福祉。

建设 113 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让生活更加便捷舒适；全市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达 90.21%，二环外规划建设多
所优质高中学校，让更多孩子享受优质
教育资源；谋划建设上百公里环城绿
道，打造群众休闲散步好去处……

一项项民生工程背后，是细致入微
的人文关怀。奋力前行的石家庄，正不
断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提升人民群
众的“幸福指数”。

新华社记者 李 凤 双 闫 起 磊
齐雷杰

石家庄“蝶变”展新姿

55家中华老字号为何被“摘牌”？

我国5G基站总数达321.5万个

温室大棚里，“粉红雪山”等品
种的月季鲜切花含苞待放，采花工
人穿梭于片片花丛间；厂房内，高精
度的智能分拣机快速运转，一枝枝
鲜花依据枝干长度、开放度等标准
被自动分为五个等级，进入流水线
的下个环节。

这是云南姚安云秀花卉有限公
司日常生产的情景。从花卉种植管
理的水肥一体化浇灌，到分选包装
的自动化操作，生产的全流程都已
实现智能化管理，一天能处理 8 万多
枝鲜花。“公司在这里承包了两百亩
地 ，4 个 花 卉 温 室 大 棚 都 是 政 府 建
的，我们属于‘拎包入住’。”公司销
售负责人薛珊说。

在云南省姚安县，还有很多像
云秀这样“拎包入住”的外来花卉企
业。近年来，姚安县依托独特的自
然资源优势，集中资金投入，建成一
批集无土化栽培、智能化浇灌、自动
化控温等功能为一体的高端花卉基
地 ，吸 引 了 24 家 知 名 花 卉 企 业 入
驻。全县优质鲜花种植面积达 1.95
万亩，年产高端鲜切花 5 亿枝，从业
人员 6000 多人，花卉产业综合产值
达 15亿元。

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姚安县
也重视花卉“芯片”的研发选育。与
中国农业大学、云南省农科院等院
校合作成立的多个专家工作站聚焦
鲜切花高效栽培技术，着力优质种

苗繁育关键技术攻关，截至目前已
累计培育“金辉”“金彩”等 7 个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品种，姚安
花卉的品牌特色逐步树立。

鲜花可观赏，可食用。拓展花
卉产业新业态也是姚安县发展的着
力点。多家花卉食品加工、旅游开
发企业在此落户，云南晟瑞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走进厂
区，每个加工环节都井然有序。“姚
安的气候和土壤都非常适合种植食
用玫瑰，当地政府也为企业入驻提
供了非常不错的支持条件。”晟瑞农
业总经理刘洁雄说，“我们在这种了
1000 亩 ，今 年 产 值 预 计 可 以 达 到
2000 万元。”

花卉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带
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增收。2020 年以
来，姚安县花卉产业涉农资金整合
项 目 资 产 净 收 益 2019.25 万 元 ，有
1612.2 万 元 分 配 到 9 个 乡 镇 77 个
村。其中，644.8 万元累计用于壮大
村 集 体 经 济 ，967.4 万 元 用 于 扶 持
6749 户脱贫户和监测户发展“一户
一业”增收产业，实现了企业与群众
的互利双赢。朵朵绽放的鲜花，正
逐步成为富民强县的新产业。

新华社记者 黄韬铭 丁怡全

云南姚安：

鲜花朵朵绽放 产业步步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
者 张辛欣） 工业和信息化部 22 日
发布数据显示，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
推 进 ，截 至 10 月 末 ，5G 基 站 总 数 达
321.5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28.1%，
三家基础电信企业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7.54亿户。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说，1
至 10 月 ，我 国 通 信 行 业 运 行 持 续 向

好。电信业务收入和业务总量增速小
幅提升，新兴业务拉动作用加大，5G、
千兆光网、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加速推进。

1 至 10 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4168 亿元，同比增长 6.9%。

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流量保持较
快增长。1 至 10 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
量达 2456 亿 GB，同比增长 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