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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4月26日电（记者 贾远琨 张泉）4
月26日，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江南造船为PETREDEC
公司建造的 93000 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船（VLGC）
首制船交付。

93000 立方米 VLGC 是江南造船自主研发设计
的第四代VLGC精品船型，长230米，宽36.6米，航速
16.5节，采用第四代专利线型，在满载、压载和不同比
重的液货装载工况下都有出色、均衡的性能表现。

93000 立方米 VLGC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VL⁃
GC 船型，对标国内外同类型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
优势，包括首次应用自主研发的舵球节能装置技
术，船舶的快速性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首次实现低
温钢的全国产化，大幅压缩采购周期；燃油续航达
到 23000 海里，满足国际海事组织（IMO）最新排放
要求等。

江南造船在液化气船建造历史上首次实现“三
合一”试航，即将常规试航、燃气试航和气体试验一
次性做完，意味着船舶交付后即可投入运营。

目前，江南造船在 VLGC 船领域全球市场占有
率已达24.7%，其93000立方米船型订单达14艘。

今年以来，三批总计超过10吨甲鱼陆续从湖南
省常德市汉寿县出口国外，这让从珍珠养殖转型甲
鱼养殖的当地农户戴科喜出望外。“当时舍不得，但
现在回头看，珍珠退养是无比正确的决定。”他说。

这是位于西洞庭的汉寿县改善水质、升级渔业
的结果。当地养殖珍珠已有几十年历史，高峰时全
县珍珠养殖面积达11万亩。“珍珠蚌喜欢重肥，所以
鸡粪成为养殖户最常投放的肥料。”汉寿县畜牧水产
事务中心渔业部部长王文波介绍，过去养殖户一度
为提高产出而投入越来越多鸡粪，导致水中的总磷、
总氮含量超标数十倍。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让当
地痛下决心猛药祛疴。汉寿县政府发动县、乡、村三
级数千名干部走村进户做工作，2021年，全县所有8
万余亩珍珠养殖被全部清退。

转型从事甲鱼养殖后，戴科以淡水鱼虾、螺蚌为
饵料，每亩水面只投入 40 只左右，这样的低密度生
态饲养，养出来的甲鱼品质好、价格高。2022年，汉
寿甲鱼年产值达到60亿元，超过当年珍珠产业最高
峰时的产值。

“长江之肾”洞庭湖，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不
只常德，环洞庭湖的益阳和岳阳两市同样开启了渔
业养殖转型升级之路，在确保老百姓“鱼篓子”装得
更满的同时，也加快了还洞庭一湖清水的步伐。

“万口网箱下洞庭”是位于南洞庭的益阳市沅江
市过去渔业粗放养殖的真实写照，5 个洞庭湖内湖
共计11000多亩水面密密麻麻分布着采用重肥重饵
养殖的水产网箱，导致当地水质长期处于劣五类。

近年来，在全面清退网箱后，沅江市开启了只投
鱼苗、不投肥药的“人放天养”养殖模式。曾经的国
营渔场职工在继续养鱼的同时，也担起了洞庭湖“保
洁员”的职责。

“我们投放的鲢鱼、雄鱼不仅无需投肥，还能通
过消耗浮游动物和植物来净化水质。”沅江市琼湖渔
场场长何文胜介绍，“人放天养”就是鱼苗投放后，完
全不进行人工喂养，任其自然生长。以这种方式养
殖，鱼的品质好了、价格涨了、销路也打开了。

对湖面进行保洁成为 40 多名渔场职工的工作
日常。经过休养与管护，5 个内湖从最初每天要从
湖面打捞数吨垃圾，转变为长期稳定在三类水质。
何文胜说，如今，不仅在湖边打太极拳、跳广场舞的
市民越来越多，他们开发的夜赏南洞庭游船旅游项
目也颇受欢迎。

地处东洞庭湖的岳阳市也推出多项渔业养殖转
型升级措施。截至今年4月，岳阳市不仅对19个精
养池塘共计1.16万亩进行了生态化改造，还建设了
6 个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和 8 个养殖尾水在线监
测点。转型升级后，全市渔业养殖产量和产值分别
从 2016 年的 48.46 万吨、39.33 亿元，提高到 2022 年
的54.64万吨、250亿元。

有着 60 年历史的湘阴县来仪湖渔场从去年开
始了绿色转型。过去，5600 亩高密度、高投肥的养
殖池塘每年向湘江和洞庭湖排放养殖尾水超过
2200万立方米，带来严重污染。

“通过打造集沉淀过滤、曝气和生物净化于一体
的处理系统，渔场排放的尾水已经达到了地表二类
水质。”来仪湖渔场场长吕四学介绍，水质变好令鱼
的发病率降低。

水产部门还定期组织养殖从业人员参加绿色养
殖技术培训。吕四学说，目前他们正在和湖南师范大
学、湖南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进行合作，摸索工厂化
循环养鱼和“跑道养鱼”等多种环境友好型养殖模式。

□ 新华社记者 周勉
（新华社长沙4月26日电）

宝藏秘境、绝美之地，没门票、好出片
……近年来，借助网络，一些未经开发、游
离于正常监管外的“野景点”不断吸引游
人探险打卡。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承载
力有限、配套设施缺乏，一些“野景点”存
在危及人身安全、私搭乱建、污染环境等
问题，亟待规范和引导。

户外“野游”受追捧

近段时间，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的蟒
山火了。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为在山上
纵览美景，纷纷前往打卡，并在社交媒体
平台分享游玩攻略。而据了解，蟒山实际
为当地的一个“野景点”，一直未进行开
发，没有相关配套设施。

同样引发关注的还有河南安阳一块
悬崖上的“试胆石”。这是一块伸出悬崖、
已出现裂痕的石头。虽然当地政府已在
附近设置安全提示牌，但仍有不少游客站
在上面打卡拍照。因担心游客出现意外，
4月中旬当地已将其砸掉，引发热议。

记者发现，蟒山和“试胆石”并非个
例。在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以及旅行游
记推荐平台上，有大量引起争议的网红

“野景点”。
“贵州小冰岛，视觉超震撼”“这是我离

‘银河’最近的一次”……这是短视频平台
上对贵州省清镇市羊皮洞瀑布的描述，一
些自媒体称其“火遍全网，播放量上亿”。

羊皮洞瀑布位于清镇市暗流镇木刻
村深山里。记者实地探访这处“野景点”
时发现，这里山路崎岖陡峭，遇上雨天更
是泥泞不堪，很容易打滑摔倒。虽然羊皮
洞瀑布入口处设置了警示牌，明确提示景
区存在安全隐患，不对外开放，但游客仍
络绎不绝，兴致不减。

“早上六七点就有游客来，他们过来
拍彩虹。”住在附近的村民任波说，瀑布火

了以后，沿途 10 多户人家做起了小生意。
停车场老板李发元说，过去交通不便、人
迹罕至，现在游客不断，高峰时一天就涌
来七八千人。

同样火出圈的还有清镇市麦格苗族
布依族乡观游村的石龙洞。这处未开发
的天然水溶洞，有“神奇的地下瑶池”之
称，在小红书、B 站等平台上，探洞实录的
图片、视频下方，经常有网友留言咨询报
名、收费、行程事宜。

贵州旅游协会副会长张晓松说，一些
游客尤其是年轻人追求“新、奇、特”，喜欢
去户外冒险，向往接近原生态的自然景
观。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是推广的
重要渠道，有时哪怕切中一个很小的点，
也会迅速走红。

“仙境”可能成险境

由于尚未开发，基础设施不完备，网红
“野景点”看似风光独特，却潜藏不少隐患。

一些“野景点”安全事故频发。记者
梳理发现，近年来，多地消防救援部门提
示群众不要前往未开发的“野景点”游玩，
但人员伤亡的惨痛悲剧依然时有发生。

记者注意到，仅4月上旬，就发生了2起
游客攀登蟒山时因迷路被困山中，最后向消
防救援队求助的事件。此前，2月25日凌
晨，北京市怀柔区蓝天救援队的一名队员在
箭扣长城搜救被困“驴友”时不幸遇难。

因缺乏管理，“野景点”往往垃圾遍
地、污染环境。记者在贵阳市花溪区黔陶
乡鬼架桥等“野景点”看到，矿泉水瓶、塑
料袋等垃圾随处可见，有的直接漂浮在水

面上。另外，在树林间，还有人露营、野
炊、烧烤，私搭乱挖的灶坑、火堆痕迹明
显。收集处理垃圾的方式粗放，有的甚至
直接就地掩埋。

在蟒山，丢弃的垃圾也随处可见。4
月中旬，当地一支民间救援队曾专程登山
清理游客留下的垃圾。“你带走垃圾的样
子，比你站在瀑布下酷多了。”“@乐天Ry⁃
an”等旅游博主呼吁网友在欣赏景观后，
还大自然一片干净。

不少“野景点”缺乏规范的广告宣传
与商业服务，常常令网友大呼上当。不少
网友十分后悔，戏称“如果你恨一个人，那
就带他去XXX”“不来后悔，来了更后悔”。

记者在羊皮洞瀑布等“野景点”看到，
一些村民毁坏山林、占用农田修建经营场
地。当地服务条件较差，餐馆、厕所等设
施简陋，有的一次性雨衣、拖鞋等用品被
多次回收利用。

让“野景点”告别野蛮生长

去年9月至11月，文化和旅游部曾开
展私设“景点”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旅
行社、在线旅游企业等旅游经营者不得将
私设“景点”作为旅游产品予以销售或推
荐。今年1月23日，文化和旅游部再次提
醒广大游客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无安全保
障的危险区域。

网红“野景点”该何去何从？记者发
现，一些地方尝试令其变为旅游产业化的
抓手。在贵州省开阳县，一度荒废的香火
岩瀑布景区正在改造升级。开阳县文化
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拾军说，他们与经营主

体商议后，去年底景区重新施工改造，今
年4月开始试营业。

不过，受手续不全、开发周期长、投资
成本高等因素影响，“野景点”“转正”并非
易事。清镇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饶
文燕介绍，羊皮洞所在的暗流河省级风景
名胜区总体规划仍在报批阶段，待通过
后，当地将积极招商引资，争取对项目进
行开发保护。

“旅游开发是很复杂的产业，因为涉
及人的生命安全问题。”张晓松说，正规景
区都有系统安全的防护，但“野景点”则缺
少这些，出问题后往往是游客自身承担全
部后果。

“山川河谷不计其数，很难一一去劝
阻，所以更重要的还是提高公众安全意
识。”张晓松建议，属地政府要加强安全等
方面的宣传，同时采取一些必要的防护措
施，比如对自然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对已
经形成的灰色产业链严管严控。此外，可
通过有偿救援等国内外通行办法来帮助
游客提升安全意识。

“野景点”之所以能成为网红打卡地，
离不开网络平台的作用。对此，贵州新瑞
林阳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吴旭梦认为，一
方面，自媒体平台要尽到安全提醒和审核
义务；另一方面，游客自身要提高安全意
识，不要轻信网络上的推荐。

“未经开发的景区景点，最好不要擅
自进入；如果真要去，也要做足功课，做好
事前安全防范，买好保险，旅途中要结伴
而行、量力而行。”吴旭梦说。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向定杰 郑明鸿

（新华社贵阳4月26日电）

“仙境”可能成险境：

网红“野景点”风险需警惕

鱼好水更清
——洞庭湖渔业养殖转型升级见闻

江南造船93000立方米超大型
液化气船在上海命名交付

4月26日在
福州海峡国际会
展中心内拍摄的
灯光展台。

当日，第六
届数字中国建设
成果展览会在福
建 省 福 州 市 开
幕。本届展览作
为第六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
数字基础设施、
数据资源、数字
经济、数字政务
等11个方面，多
角 度 展 示 各 部
门、各地方数字
化发展创新实践
以及数字中国建
设进展和成效。
本届成果展为期
5天。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上接第1版）
坚持政策先行助推经济向好。新年伊始，我

市制定一季度经济工作若干措施“34 条”，配套出
台工业稳工稳产、不停工不停产、促进文旅消费等
系列政策 20 多项，确保各项工作有抓手、有落实。
之后，制定巩固拓展经济向好势头的一揽子政策
措施“45条”，图解发布具体办事指南，并利用工商
联、税务窗口、公众号等线上线下平台开展宣传推
介，提升政策知晓度，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主体信
心，巩固拓展经济向好势头。

推进项目工作蓄积发展动能。我市不断深化
“三比三赛”专项行动，计划全年完成项目储备、投
资、招商“三个千亿”目标。利用“3+N”“多规合一”
等机制平台谋深谋实项目前期，目前全市新谋划
储备民生和基础设施项目（达可研深度）50 个，总
投资 202.8 亿元。2023 年度市重点项目 282 个，计
划投资741.2亿元，已完成投资185.6亿元；市管省

重点项目 130 个，计划投资 418.5 亿元。其中，110
个在建项目完成投资 113.6 亿元。重大项目实现
开工 81 个、竣工 40 个。推进主导产业产业链招
商，对接工业项目 45 项，计划总投资 162.68 亿元；
新签服务业项目30项，总投资70.1亿元。

强化专班服务护航企业成长。聚焦打响“宁
德服务”，我市重新组建 6 个重点服务专班和 3 个
工作组，实行集中办公、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
需求、解决企业难题。积极对接省级专项纾困资
金，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截至4月7日，
共发放纾困专项资金 89 笔，合计金额 1.24 亿元。
开展稳工招工“春暖闽东”活动，组织 21 家次重点
企业赴云南、江西、四川等省份招工；举办“春风行
动”等线上、线下招聘会 60 场，提供就业岗位 6.46
万个次，达成就业意向8293人。

优化营商环境破解发展难题。我市持续深
化营商环境创优专项行动，重点推进数据共享，

已基本建成电子证照、工程审批管理系统、数字
化监测督导等平台。加快营商环境改革创新，

《推进建设项目供地前涉水评估事项提前评审
制度》《寿宁县完善“三网化讼”制度提升多元解
纷效能》等 2 个创新案例获省级推广。召开全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宁德市贯彻落
实福建省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实
施方案》《宁德市 2023 年度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十三条措施》，并签约政银企合作项目 35
项，合计 113.12 亿元，其中，政企合作项目 17 项，
合计 85.75 亿元；银企合作项目 18 项、合计 27.37
亿元。

经济暖流涌动，发展脉动强劲。下一步，全
市上下将深化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
效”行动，坚定信心决心，鼓足干劲闯劲，全力推
动经济运行稳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稳定保持全
省领跑势头。

经济暖流涌 发展脉动强
（上接第1版）对于部分没有明确
产权但经济价值高的生产要素，相
关部门为其备案颁证，令其转化为
银行认可的抵押资产。

“没想到用白茶商标使用权也
能获得贷款，而且一天内就完成申
请、抵押、审批、放款。”福鼎市点头
镇茶叶加工户陈继清说。

服务金融，不止于金融

走进宁德蕉城区三都澳海
域，彩色的新型塑胶渔排连成
片，成群的大黄鱼在其中自在
游弋。“评上信用渔区后，我们
融资成本降低了，贷款额度也提
升了，知道讲诚信是有价值的，

大家更守信用了。”蕉城区三都
镇大黄鱼养殖户宋向国的话很
朴实。

吴晋勇告诉半月谈记者，金融
特派员以“整村推进、批量授信”模
式为抓手，在挂职乡镇开展信用
农户评定和普惠金融信用村、信
用乡镇创建，对获评信用户、信用
村镇在贷款利率、授信额度上予
以政策倾斜，营造良好农村金融
信用生态。

随着金融特派员的工作日益
深入，一些新问题也进入视野。多
位挂职金融干部建议，宜出台统一
的农村生产要素流转管理办法，加
强流通平台建设，引导要素流转交
易合理规范运作。

活水润乡间，多亏金融特派员

以“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为主题的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将于27日在福建福州拉开帷幕。

作为我国信息化政策发布平台、数字
中国建设最新成果展示平台、数字领域理
论实践交流平台、数字中国建设合作平
台，这场盛会将展示数字中国建设最新成
果、分享发展经验，以数字中国建设推动
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数字让生活更美好

刷脸支付、手机办税、在线会议、云游
博物馆……如今，小到居家出行、大到政
务工作，数字技术深刻融入经济社会的方
方面面。

顺应信息时代浪潮，适应人民新期
待，进入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取得了新
成就，数字技术不断创造新的可能——

数字基础设施实现“市市通千兆、县
县通5G、村村通宽带”。截至今年3月底，
我国累计建成5G基站超过264万个，具备
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端口数超过 1793 万
个，移动物联网用户达19.84亿户，“物”连
接数占比提升至 53.8%，万物互联基础稳
步夯实。

“互联网+”深度融入教育、养老、扶贫
等多个领域，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
100%，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水平及特殊群
体的无障碍普及不断推进，信息技术助力
弥合数字鸿沟。

“掌上办”“指尖办”成为政务服务标
配、“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取得积极成
效，各地不断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发
展，从“线下跑”“分头办”向“网上办”“协
同办”转变，以数字化推进治理现代化。

分享经济、智慧出行、移动支付等互
联网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
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惠及
更多百姓。

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

在全国纺织业重要集群地福建长乐，
借力数字技术和工业互联网，当地纺织企

业加快创新驱动转型步伐。
“恒申前纺车间每天要检测 2.2 万粒

到2.5万粒丝饼，如今通过工业相机+AI算
法，实现产品线上检测，和以前人工质检
相比，检测效率大幅提高。”恒申集团化纤
板块信息部总监肖卫民说。

数字赋能，天地更宽。乘着数字中国
建设的东风，数字经济加快了福建传统产
业创新节奏，拓宽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22年，福
建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超过 2.6 万亿元，对
全省经济总量贡献度接近一半，网络零售
额居全国前列。

潮起东南，联动全国。“数字福建”建
设取得的新进展是我国数字技术赋能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电子信息制
造业营业收入达15.4万亿元，软件业务收

入达10.8万亿元；行业数字化转型向纵深
推进，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过 25%；工业
互联网全面融入45个国民经济大类，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重达27.2%，创历史新高，数字技术正描
绘着全新的时代图景。

数字中国建设聚力前行

闽江之畔，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主会场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犹如展翅
鸿鹄，迎接八方来客。

回望2018年春天，首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在福州启幕，如今已走过五年。

累计发布近百份国家级重大政策和
重要报告；近 1500 家单位参展，一大批数
字新技术新产品在峰会首发，首展率超过
50%；举办近150场论坛研讨会，1300多位

专家学者发表主题演讲；开展上百场对接
洽谈活动，近2000个数字经济项目签约落
地、总投资金额超过 1.3 万亿元……五年
来，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不断为数字中国建
设注入澎湃动力，华夏大地焕发出新时代
多彩数字之美。

因数字而变，因数字而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
布局规划》，提出了新时代数字中国建
设的整体战略，明确了数字中国建设
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
障措施。

放眼全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布
局，智能制造不断提速，智慧城市建设加
快推动……一幅欣欣向荣的数字中国发
展新图景徐徐展开。

□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董建国
（新华社福州4月26日电）

绽放数字之美 共赴数字之约
——写在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