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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月11日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
一篇篇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调研报道，充分展现了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生动实践和探索经
验，生动呈现了百姓身边可知可感的新变化、实实在在的新收获。本期《传媒周刊》邀请4位参加活动的记者，
分享采访见闻和心得。

7 月 30 日至 8 月 5 日，我跟
随中宣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主题采访团走进拥有最长长江岸
线的湖北，了解当地坚决贯彻落
实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多措并举塑造发展新优势，
绘就长江新图景的生动实践。

在长江中上游分界点的宜
昌，我们乘坐“长江三峡 1”号
纯电动游轮夜游长江，闻不到刺
鼻的油烟味，听不到嘈杂的轰鸣
声，只有江风习习，夜色如画。

当地干部说，这艘纯电动游
轮一次充电能续航 100 公里以
上。今年 1 月至 7 月，这艘游轮
用电总量达到69万千瓦时。对比
同型常规燃油动力船舶，相当于
减少500多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早在2017年，我也曾到访宜
昌。当时，作为长江航运转承
点，大量船舶在宜昌航行、待闸
期间，产生大量污水、垃圾、噪
声、废气，一度引发广泛关注。

这几年，当地大力推进码头
岸电建设及新能源船舶应用，通
过发展绿色航运，推进源头治
污。目前，宜昌已在沿江60余个
码头建成 168 台 （套） 岸电设
施，累计为 1.9 万艘次船舶提供
清洁岸电2939万千瓦时。

此外，当地交通运输部门也
积极推进船舶油污水、生活污水
和生活垃圾清理转运。通过在三
峡大坝上下游建设12个污染物接

收码头，实现了船舶污染物船上
分类储存、港口分类接收转运、岸
上利用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

发展绿色航运的一系列措施
带来看得见的成效。数据显示，
长江干流宜昌段水质去年稳定达
到Ⅱ类标准，被誉为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指标生物”的长江江豚
长期安居宜昌，数量稳步增长。

作为长江干线流经里程超千
公里的唯一省份，湖北担负着确
保“一江清水东流”的特殊使
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沿
江各地依托丰富的水资源、便利
的水运交通等禀赋优势，大力发
展冶炼、化工等重污染产业。这

些产业虽对经济有一时拉动，但
无序排放大量废气、废水、废
渣，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

破污染之源、立生态之旗。
近年来，湖北各地树立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积极治理
污染、修复生态、推动绿色循环
低碳发展。

来到老工业城市湖北黄石，
我采访了解到，当地干部群众形
成“高质量发展必须以高品质生
态环境为支撑”的共识，陆续将
沿江环湖等重点区域矿山全部关
停，整治“散乱污”企业 295
家、拆除沿江非法码头泊位 123
个、关闭尾矿库173座。与此同

时，当地加大植绿、护绿力度，森
林覆盖率由2012年的29.88%，提
升至 2022 年年底的 36.92%，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

循着古人足迹，我登上天下
闻名的西塞山，但见江水汤汤，
浩渺无垠。江对岸，散花洲一马
平川、郁郁葱葱。在由远及近的
鸟鸣声中抬头远望，成群结队的
鸟儿正在落日余晖下飞翔……一
幅秀美的山水画映入眼帘。

环境优美就是金字招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来到位于
湖北鄂州的梁子湖，我采访发
现，为了治理水污染，昔日“围
网养鱼”的湖面，现在已是“围
网种草”，曾经破烂不堪的湖滨
岸线，现在已成为集生态、休
闲、景观等功能于一体的环湖绿
道。不少农户因地制宜发展餐
饮、民宿等产业，湖乡美景正在
催生“美丽经济”。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此次采访中，我深刻感受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 6100 万
荆楚儿女的坚定选择。18 万平
方公里的荆楚大地上，正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努力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
格 局 先 行 区 ， 加 快 布 局 “ 双
碳”发展新赛道，把生态价值
转化为经济价值、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打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奏响新
时代长江之歌。

倾听新时代长江之歌
□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 王自宸

节气已过立秋，回想之前的
采访，点点滴滴还在眼前。打开
相册，我的思绪又开始在大江南
北纷飞。

5月15日至20日，我随中宣
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江苏主
题采访团，深入镇江、无锡、南
通和苏州等地的城市和乡村，见
证与记录走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
的江苏风景。此行节奏很快，但
收获非常大，其中我最关注乡村
振兴。

第一站驱车前往句容市天王
镇戴庄村，这里以推广“环境友
好、资源节约”的生物多样性农
业文明而闻名。蓝天白云下，绿
秧苗生机盎然，时有白鹭飞过，
恰似一隅桃花源。全国脱贫攻坚
楷模、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
研究员赵亚夫向我们介绍，在向
土地“要”粮食时，还要通过生
物多样性修复被破坏的农业生态
系统，改善生态系统物种的组成
结构，生产出优质安全的生态农
产品，确保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我们的报道中常写的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在这里有了切实可
感的认知。

随后我们还听到一些乡村致
富的故事。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村
是 个 著 名 的 “ 葡 萄 村 ”。 2015
年，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
成立，丁庄村党委书记方静当选
为理事长。他带领合作联社吸纳
了茅山镇1927户葡萄种植户以及
5 家葡萄合作社，制定“丁庄标
准”，统一品牌为“丁庄葡萄”，
并成功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从

“卖葡萄”跨入“卖标准”“卖品
牌”时代，如今丁庄葡萄年产值
约4亿元。

江阴市周庄镇山泉村则是一
个问题村嬗变的典型。李全兴的
事业原本做得风生水起，但眼见
家乡依然落后，他在2009年毅然
回乡。通过村党委改选、村域功
能布局重新规划等，他带领村子
不仅还清负债，现全村还有上市
公司1家、新三板挂牌企业2家，
2022 年 完 成 工 商 开 票 55.02 亿
元，村集体净资产6.17亿元。

最后一天，我们来到常熟市
支塘镇蒋巷村，生态园主干道两
侧树上挂着粉色的草莓熊，几家
企业正在做团建活动，欢声笑语
不时传来。村第一书记常德盛接
受采访时，已年逾八旬、头发斑
白，但声音洪亮，对村子发展的
关键节点和关键数据如数家珍，

“我们农业起家、工业富家、旅游
旺家、生态美家，村绿化覆盖率
超50%。”

蒋巷村曾是常熟市最偏僻的
小村，通过长达10多年的治水改
土工程，建成高效农业示范园，
接着从轻质建材厂入手发展工业
经济，再借助沙家浜红色旅游的
辐射发展起休闲旅游，一二三产
融合共生的景象在这里有了生动
体现。2022年年底，蒋巷村集体
净资产超3.6亿元，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6.5万元，年末人均村级分红
1万元。“在乡村比在城市幸福感
更强”在这里不是一句空话。

越在乡间跑，越感到这是一
个大舞台，承载了许多梦想。都
市人奔向乡村，在山林间放松身
心，乡村人则各展其能，共同改
善家园。在这块乡村振兴的版图
中，类似于方静、李全兴、常德
盛这样的“头雁”非常重要，他
们往往思路清晰、敢想敢干、锐
意创新，身上却闪烁着淳朴的光
芒。在他们的带领下，村民们团结
一心、开拓进取。如今，这样的“新
农人”在江苏乡村中正越来越多地
涌现，农房、农田、道路在他们的实
干下一点点蜕变，鱼米之乡不断焕
发新貌，令人振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此行
中，有些村庄我曾采访过，这次
再去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眼见江
苏乡村发展欣欣向荣，作为一名
江苏人，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同时作为一名媒体人，我有义务
和责任将这片土地上正在书写的
传奇故事和发展魅力传播给更多
人。还记得那时的稿件多以“初
夏”开头，字里行间折射着乡村
耕种的勤奋，而今已是秋日，期
待不久的将来这片田野迎来更大
的丰收。

鱼米之乡焕新颜
□新华日报社记者 颜颖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迈入第
十个年头。近10年里，京津冀三地
产业深度交融，区域整体实力迈上
新台阶。2022年，北京、天津、河北
经济总量突破 10 万亿元，是 2013
年的1.8倍。

光鲜数据彰显了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丰硕成果，但不能完全反映
协同发展的民生底色。带着疑问，7
月17日至22日，我跟随中宣部“高
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团深入
河北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等地的
乡村、社区、企业和园区，听生活和
奋斗在这里的人们讲述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下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京津冀地区作为科技资源富
集区域，蕴含着强大创新势能，这
也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奋斗者，
选择这里作为梦想的绽放地。易
度科技公司负责人史文宝就是其

中之一，其公司生产的“脑血管介
入手术辅助操作系统”不久前获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该
项目由北京天坛医院李佑祥教授
团队主导研发，由易度科技在保定
市中关村实现产业化。“三地深入
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的硬件支撑
以及制度机制的软件保障。”史文
宝说，在这里创新创业有了更多实
现的可能。

北京往返保定的列车，北京儿
童医院肿瘤外科专家常晓峰已经
乘坐了8年多。

2015 年，北京与保定两地联
合设立了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首
家推行公立医疗机构跨省托管的
医疗机构——北京儿童医院保
定医院。自此，常晓峰与其他 56
名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医护人

员开启了“双城生活”，他们每周
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保定院区查
房看诊。“北京优质医疗资源的下
沉与扩容，为更多病人就近看病、
尽 快 手 术 、快 速 康 复 提 供 了 条
件。”常晓峰说，能够帮助更多患
病儿童回归正常生活，是 50 多名
北京医生 8 年两地奔波的意义和
幸福所在。

夏日的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
丛生，荷花满淀，成群的野鸭水上
嬉戏……而在从小生活在白洋淀
边的刘建新的记忆里，以前的白洋
淀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原来水
里 泛 着 粉 色 的 泡 沫 ，味 儿 都 冲
鼻！”雄安新区设立后，白洋淀的
修复和保护力度空前加强。京津
冀三地从流域治理角度出发，通
过补水、治污、清淤、搬迁等措施
对白洋淀开展协同治理，使白洋

淀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Ⅲ类，面
积从约170平方公里恢复至约290
平方公里。水质变好了，水面宽
阔了，许多野生鸟类不仅把白洋
淀当作落脚栖息的驿站，甚至当
成繁衍生息的家园。谈起白洋淀
的变化，刘建新颇有感触，“现在
真是不一样了，这几年淀区的水
越来越清，各种鸟儿更多了，每年
都有大批游客过来游玩，身为淀
区人，我从心底感到自豪。”

瓣瓣同心，携手共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下，三地产业更有活力、
医疗更加进步、生态持续变好……
协同发展开出“幸福花”。未来，京
津冀三地还将共担新使命、同赴新
征程，将京津冀打造成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而我作为
媒体人，将继续把发生在这片土地
上的故事传递给世界。

京津冀“交融”这十年
□河北共产党员杂志社记者 李晓

6月25日至30日，中宣部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海南主
题采访活动走进海南各市县，
来自中央、海南省等主流媒体
记者在高温酷暑、风雨交加的
夏季，“闯”入产业基地、文
化景区、小黎村，深入挖掘和
报道海南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实践。

作为海南本地媒体，我有
幸成为中宣部“高质量发展调
研行”海南主题采访活动中的
一员，和众多媒体同仁在海南
相聚，与绿色发展“邂逅”。

我们在清凉的上午走进位
于澄迈县的海南生态软件园，
在绿荫环绕的科技楼里与高新
技术“相遇”；在炎热的中午
来到海南昌江核电基地，感
受清洁能源在海南的蓬勃发
展；又在傍晚时分，和正在
打造农旅融合热带田园综合
体的海南儋州嘉禾共享农庄
近距离接触……

6 天的行程匆忙又充实，
我们轻装上阵，又满载而归。6
月 29 日早晨，冒着大雨，我
们和隐藏在五指山脚下的小
黎村——毛纳村“见面”了。
五指山海拔1867米，被誉为海
南第一高山。从车窗外透过雨
滴，依稀看见远处黑乎乎的高
耸山峰，朦胧又颇具几分神秘
感。毛纳村在其山脚下显得格
外渺小。

2022 年4 月11 日，习近平
总书记曾来到海南省五指山市
水满乡毛纳村，了解海南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等情况。

从泥巴路到柏油路，从茅
草屋到如今的美丽乡村，毛纳
村如何从一个贫瘠的小黎村成
为“旅游村”？雨水暂缓了我们
进村的步伐，我们只好暂停在
正在建设的游客接待中心里。
带着疑问，大家围在五指山市
水满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王
莹身旁，听她讲起毛纳村的

“致富经”和村民的脱贫故事。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

智。这是脱贫攻坚时期有力的
举措之一。王莹说，之前村子
里有个出了名的懒汉，一日三
餐酒杯不离手，一天能喝 3 斤

米酒。前些年，在当地政府和
驻村干部的帮扶下，他在水满
乡一家酒店实现就业，月收入
3000元，生活得到改善。曾有
村民问他还喝酒吗？他总说：

“ 喝 ， 以 前 喝 三 斤 现 在 喝 三
两。”他表示，以前喝的是清
贫苦闷酒，现在喝的是幸福快
乐酒。

村民的“志气”扶起来
了，脱贫了，乡村振兴的步伐
也正在踏步前进。以竹子为屋
脊，以竹梢为屋顶，正悄然建
起的游客接待中心，彰显着毛
纳村旅游发展的好兆头。

大雨稍歇，怀揣好奇，我
们走进毛纳村一探究竟。离村
口不远处，是一间简易的小店
铺，店主王秋婷看到来人，连
忙放下手中的黑灵芝，热情打
起招呼。小小的店铺“五脏俱
全”，有野生水果、米酒、灵
芝，当然还少不了颇具名气的
五指山水满乡绿茶。

依山傍水，满眼碧绿，这
是水满乡西南部毛纳村的真实
写照。毛纳村常住人口 34 户
135 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
地优势和生态资源，村民种植
的大叶种茶味甘清甜，种植面
积约 600 亩，小小一片茶叶变
成了这里的致富“法宝”。

茶叶产业是毛纳村发展乡
村振兴的有力支撑。近年来，
毛纳村围绕“全域旅游示范
村”建设目标，着力改善村
内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接待
服务设施、修缮破旧民房等，
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庄文明建设
实现了质的飞跃。“天然氧吧”

“五指山绿茶”等名号不胫而
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纷
至沓来，村民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
这里有优美的原生态环

境，有热情好客的黎族人，有
独特的黎族风情建筑和美食，
更有香气四溢的茶叶。这就是
毛纳村的“底气”，也是村民
的致富密码。

在细雨中，我们离开了毛
纳村，村口处茂密修长的竹子
随风摇摆，似乎是在和我们告
别，也似乎在向美好未来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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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黎村的“致富经”
□南海网·南国都市报记者 李绍远

李 绍 远
在海南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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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宸（左）在湖北省武汉市采访和平大道南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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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采访。


