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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
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
增长极的重大国家战略。

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
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座谈会，强调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不断迈上新台阶。

博大的胸襟气魄，厚重的历史担当。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谋思
路、打基础、寻突破，到滚石上山、爬坡过
坎、攻坚克难，不断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的新篇章。

历史行进的脚步中，一个个标志性的
节点，一次次关键的指引，一幕幕难忘的
场景，书写着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非凡历程，也昭示着这一历
史性工程更加雄阔壮丽的未来图景。

（一）瓣瓣不同，瓣瓣同心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
不同，却瓣瓣同心。”

5月的清晨，朝阳唤醒大地。
每天6点56分，都有一列复兴号高铁

列车从北京西站准时出发，一路向雄安新
区飞驰。车窗外，碧绿的麦田一望无垠，
广袤的京津冀大地风光无限——

这里是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京畿
重地，濒临渤海，携揽“三北”，面积21.6万
平方公里，承载1亿多人口，是拉动中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这里也曾困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
调：既有“大城市病”的困扰，又有发展鸿
沟的困惑，资源环境超载矛盾严重……

进入新时代，作答新课题，回应新
期待。

带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牵挂，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高度
重视，进行着深入思考。

向着现代化迈进的中国，要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首都？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生
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优化如何推进？

大战略需要厘清大逻辑。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实现重点突破，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并为全国区域
协调发展带来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于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地缘相
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
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

融合、协同发展。”
大战略需要谋划大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多次在京津冀地区考察调研，主持召开一
系列相关会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同
时段和关键时刻都给予关键指引。

2013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
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京津“双城记”；同年 8月，总书记在
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
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此后在不同场
合总书记又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
重要指示。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
协同发展工作汇报。面对京津冀负责
人，总书记深刻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
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
国家战略层面。”

（下转第6版）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纪事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

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习近平总
书记对种业振兴念兹在兹，党的十
八大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
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
粮食安全”，为种业改革发展指明
方向。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小小的
种子，连着“国之大者”。创新求变、
攻坚克难、保护利用……神州大地
上，种业发展，如破土而出的种子，
蓬勃、茁壮。

（一）

【总书记的嘱托】
今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

东考察时指出，种业是现代农业、渔
业发展的基础，要把这项工作做精
做好。

【“一尾鱼”的故事】
催产池的水哗哗地冲着，满池

的鱼儿活蹦欢跳。
29 岁的韩亮聚精会神地盯着

池中的鱼儿，观察着它们生长的情
况，挑选其中的“种子选手”。

“选育种鱼，是鱼类育种的关键
一环，要一尾一尾地测量鱼儿生长
的数据，从鱼苗到成鱼一般要经过
5轮‘淘汰赛’，有时候1万尾鱼里只
能选出几尾好种鱼。”韩亮说。

练就这“万里挑一”的基本功，韩亮用了近7年。
大学毕业后，韩亮回到天津市宁河区的老家，加

入鱼类育种专家金万昆的团队，成为天津市换新水
产良种场的一名水产工程师。

从事鱼类人工繁育数十年的金万昆被老乡亲切
地称为“鱼爷爷”，他带领团队培育出11个通过国家
审定的水产新品种，拥有十余项国家发明专利，还推
动了“北鱼南调、北鱼南养”。

“我从小就想成为像‘鱼爷爷’那样的育种专家，
让更多人吃上更健康、更美味的鱼。”韩亮说。

水产育种靠的是韧性和耐力。“为了改变传统鲫
鱼品种长得慢、产量低的‘老毛病’，‘鱼爷爷’曾设计
了上百种组合，团队反复试验筛选，花了12年，才以
鲫鱼为父本、优质鲤鱼为母本，育成黄金鲫。这个新
品种肉质细腻、鲜美，生长快、好饲养，现已在 20多
个省份推广养殖。”

为了不断育出性状、体形优良的好鱼种，韩亮和
年轻的同事们传承“鱼爷爷”持之以恒的精神，一边
反复琢磨从“鱼爷爷”那里学来的经验，一边在实验
室里，尝试新的育种方法。

牢记嘱托，执着坚守。“看新闻知道总书记很关
心渔业的种子，让我特受鼓舞。我们年轻一代，要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韩亮说，目前“鱼爷爷”的团
队不断吸纳青年工程师加入，正从传统育种向分子
育种进发。

（二）

【总书记的嘱托】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

“要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集中攻关”
“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一粒豆”的故事】
晚上十点，实验室灯火通明。

“再过一个月，数千份大豆育种材料要按照这份
清单种植。农时不等人呀。”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

“80后”博士生导师王晓波调整着夏播大豆材料种
植清单数据，头也不抬地说。

安徽是我国大豆主产省之一，这里的大豆单产
不高，但蛋白质含量相对较高，传统育种很难解决高
产与高蛋白并进的问题。

2010年，博士后出站的王晓波来到这里开展大
豆生物育种研究，他和团队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发
掘功能基因，希望在高产大豆品种上提升大豆蛋白
质含量。

大豆有 6万多个基因，哪一个控制着大豆蛋白
质含量？

一次次实验，一个个筛除……他和团队将功能
基因捕捉范围缩小至近千个。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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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 实干争效

5月 13日，记者来到市体育中心充
电场看到，电动出租车和私家电动车整
齐排列充电补能，充电桩利用率比刚投
用时提高许多。据市工信局数据显示，
2022年我市各县（市、区）实现新能源汽
车上牌7059辆，同比增长41.5%。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电
动宁德”建设工作，出台了“一措施两方
案”，构建良好的新能源汽车用车环境，
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现公
交车电动化率 100%、出租车电动化率
81%，公共充电桩建设实现全市126个乡
（镇）全覆盖及以10公里为服务半径的行
政村全覆盖。

推进民生领域电动化，我市从供给
侧和需求端双向发力，政策红利不断释
放，提绿降碳成效日益显现。2022年，我
市在2021年购车补贴活动结余63.2万元
资金的基础上，追加 200万元，给予购买
地产品牌（荣威、名爵）新能源汽车 4000

元/辆购车补贴，累计发放补助 243.5 万
元，拉动汽车消费超过4190万元。

“我们充分感受到电动宁德建设带
来的好处，不仅买车、充电有补贴，而且
出行也有补助，大大降低了车辆使用成
本，绿色环保还方便。”电动车车主陈旻
杰说。

据了解，在原本实施高速免费通行
政策的基础上，2022年6月，经市政府同
意，继续实施中心城区五个互通口新能
源汽车免费通行政策（延续至 2023年 6
月），全年累计免费71.42万辆次，累计补
助404.4万元。

为进一步方便电动车的使用，我市
在基础设施完善上也不断优化。2022
年，我市启动第二轮“十个十”城市民生
项目，积极推进政府、公共机构、国有企
事业单位内部等停车场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目前，已建成城市充电站 10个，共
131个充电桩。2022年，除建设“十个十”

城市民生项目外，还在柘荣、福鼎、蕉城、
周宁等县（市、区）中心城区停车场配套
建设73个充电桩。

“充电设施明显多起来，很多公共停
车场都配备有充电桩，还增加了好几个
光储充检智能超充站，充电非常方便。”
市民郑亮告诉记者。

如今，电动交通工具出现在我市越
来越多应用场景中，环卫车、渣土车、巡
逻车等都挂上了“绿牌”，掀起绿色低碳

“新时尚”。
为推进电动重卡车辆的推广应用，

争取电动重卡成为我市建筑垃圾清运行
业的主力车型，市锂电办牵头起草了《宁
德市全面推进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实施方
案》，该方案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
后印发实施。

日前，记者在位于漳湾疏港路旁的
“宁德·电动重卡换电站”见到，一卡车司
机将卡车停在规定位置，轻点手机APP，

换电站便启动换电程序，5分钟左右就完
成了卡车换电，高效便捷。宁普时代工
作人员介绍，卡车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
动力电池，充满电后满载卡车理论上可
运行120公里左右。

不仅地上跑的电动化，水里游的电
动化也在我市迈出了大步伐。去年以
来，国内首艘入级CCS万吨级电力推进
沿海自卸砂船在福安下水、国内最大南
极磷虾捕捞船“福远渔9199”号在福安开
工建造、我省造船行业首艘纯电动内河
游船订单——两江四岸电动游船花落福
宁重工……

今年以来，市领导多次调研电动船
舶产业；3月，福安市出台《推动电动船舶
发展若干措施（试行）》；5月 10日，福安
市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召开，电
动船舶成为研讨热点……随着“电动宁
德”的加快推进，“电”动未来已来。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 电 ”动 低 碳 未 来

5月10日，在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铨一电机工作人员操作设备，做绝缘和击穿
测试。作为一家“专精特新”企业，该企业产品畅销海外市场。据了解，我市现有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5家、市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25家，这些企业已成为我市创新发展的中坚驱动力。 本报记者张文奎摄

5月11日，在霞浦县牙城工业园区一铸造企业生产车间，工人在赶制一批出口
海外的阀门订单。近年来，霞浦县牙城工业园区持续深化企业服务，鼓励外贸企业
加快科技创新，提升自主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去年，园区12家铸造企业实现产值
5.47亿元。 朱世刚 摄

驱车从柘荣城关出发，约 10分钟车
程便来到东源乡鸳鸯头村。漫步村中，
潺潺溪水穿流而过，各式民宿遍布村间，
各类浪漫元素装扮其中。开春以来，随
着旅游市场的复苏，生态秀美的鸳鸯头
村逐渐成为“旅游热门打卡地”。

“‘五一’假期，游客出行意愿高涨，
村内民宿生意持续升温。”鸳鸯头村党
支部书记游振锋介绍，“五一”假期前，
村内民宿基本被预订完了，可谓是“一
房难求”。

鸳鸯头村是柘荣鸳鸯草场的所在
村，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优美、文旅
资源丰富。近年来，鸳鸯头村立足“农文
旅”特色优势条件，围绕“生态、旅游、休

闲、宜居”总体发展目标，以构建“民宿+”
多元产业链为抓手，积极发展乡村游，倾
心打造村落与景区融合、文化与生态融
合的爱情主题浪漫之村和慢生活旅游民
宿第一村。

民宿是鸳鸯头村发展乡村游的重要
引擎。为推动民宿产业向规模化、品牌
化、标准化、效益化发展，鸳鸯头村探索

“党建+民宿”融合发展模式，通过村党支
部牵头与民宿带头人、回村大学生联合
成立合作社，破解民宿资源、资金、服务

等方面发展瓶颈，助推民宿产业健康有
序发展。同时，建立完善“准入退出”机
制，通过自愿申请、审核准入、统一管理、
评星定级、淘汰退出的全闭环管理流程，
实现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管理的转化。截
至目前，鸳鸯头村共有 14家民宿、57间
客房、84个床位，相继打造出“源宿”“拾

光民宿”“鸳鸯人家”等一批特色鲜明、群
体精确的乡村精品民宿样板。

今年以来，鸳鸯头村党支部还全力
推进与鸳鸯草场运营团队合作，统一流
转村内 17栋房屋打造精品民宿。目前，
大部分已经进场装修，预计今年暑期投
入使用。 （下转第6版）

柘荣鸳鸯头村：“民宿+”带火乡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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